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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状扫描技术在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中的应用

杨军，郑君惠，徐焕文

【摘要】　目的：探讨放射状扫描技术在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比较放射状扫描、斜矢状面扫描和３Ｄ

扫描技术在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扫描中的优劣势。方法：使用３．０Ｔ磁共振机，对无任何颅内疾病的１０例健康成人自愿者

（２０耳）行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扫描，分别采用放射状Ｔ２ＷＩ、斜矢状面Ｔ２ＷＩ和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选取以上３组序列显示

该段面神经最完整的层面进行长度测量，同时测量面神经鼓室段、乳突段的信噪比，采用盲法对以上３组序列图像进行综

合评分。结果：三组序列图像上面神经长度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２３４）；三组序列图像上面

神经鼓室段、乳突段的信噪比采用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秩和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１９６和０．２５７）；三组序列面神

经综合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评分最高。结论：放射状扫描技术在回避扫描倾斜角

度问题的同时能够完整显示鼓乳段面神经，放射状序列、斜矢状面序列可作为３Ｄ扫描序列的补充，对鼓乳段段面神经疾

病的诊断、治疗、手术及预后判断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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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神经的神经解剖和影像学表现较为复杂，而颞

骨内鼓乳段面神经由于其位置重叠、结构细小、走行曲

折，更是人体最复杂的解剖区域之一。如何通过有效

的方法或手段良好地显示此段面神经的走行及形态，

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１２］。ＭＲＩ的软组

织对比分辨率高，是面神经检查的重要手段。国内外

众多研究采用不同的扫描技术对鼓乳段面神经进行显

示［３４］。然而，相关研究仅仅局限于使用斜矢状面扫描

和３Ｄ扫描技术，对放射状扫描技术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在国内首次报道采用放射状扫描技术对鼓乳段面

神经进行 ＭＲＩ扫描。

材料与方法

随机选取无任何颅内疾病的健康成人志愿者１０

例（２０侧），其中男５例，女５例，平均年龄３７．６岁，均

知情同意。

采用ＧＥＳｉｇｎａ３．０Ｔ超导磁共振仪，头部多通道

线圈。先行横轴面Ｔ２ＷＩ常规扫描，确认面神经及颅

内无异常表现后，按表１的参数分别采用３种序列进

４１９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２９卷第８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２０１４，Ｖｏｌ２９，Ｎｏ．８



图１　同一例志愿者鼓乳段面神经三种序列的扫描定位像。ａ）放射状Ｔ２ＷＩ序列；ｂ）斜矢状Ｔ２ＷＩ；ｃ）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

行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扫描。扫描方向（图１）：放射状

Ｔ２ＷＩ扫描只需大致平行于鼓段面神经；斜矢状面扫

描根据相关文献［４］，扫描基线与正中矢状轴夹角为

（２３．６７±５．４６）°，扫描平面的内倾角为（６．１５±３．３）°；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与斜矢状面Ｔ２ＷＩ扫描角度一致。

表１　 三种扫描序列的成像参数

参数 放射状Ｔ２ＷＩ 斜矢状Ｔ２ＷＩ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

ＴＲ（ｍｓ）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６．７

ＴＥ（ｍｓ） １３０ １３０ ｍｉｎ
回波链长度 １７ １７ －
角度间隔（°） １ － －
翻转角（°） － － ５５
激励次数 ４ ４ ４
层厚（ｍｍ） ２．０ ２．０ １．２
层间距（ｍｍ） － ０．２ －
矩阵 ２８８×２２４ ２８８×２２４ ２８８×２２４

将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按面神经鼓乳段长轴方向进

行重建。分别选取放射状Ｔ２ＷＩ、斜矢状面Ｔ２ＷＩ、３Ｄ

ＦＩＥＳＴＡ三组图像中显示鼓乳段面神经最完整的层面

进行鼓乳段面神经长度测量，并分别测量面神经鼓室

段（ＳＩ１）和乳突段信号强度（ＳＩ２）及同层面背景信号的

标准差ＳＤ，计算面神经鼓乳段的信噪比。

由３位主治以上医师，按鼓乳段面神经长度显示

情况、鼓乳段面神经显示完整性、图像伪影严重程度，

采用盲法对以上３组序列进行综合评分，评分标准：完

全不能显示鼓乳段面神经为１分；较差显示鼓乳段面

神经为２分；一般显示鼓乳段面神经为３分；良好显示

鼓乳段面神经为４分，优秀显示鼓乳段面神经为５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三组

序列上面神经长度的测量结果进行随机区组的方差分

析；对三组序列显示鼓室段和乳突段面神经的信噪比

及评分结果进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时再进行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

结　果

放射状Ｔ２ＷＩ、斜矢状面Ｔ２ＷＩ和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

列上面神经长度的测量结果见表２。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三个序列上测量的面神经长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犉＝０．２３４，犘＞０．０５）。

表２　三种扫描方法面神经长度测量结果　（ｍｍ）

序列 数量 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放射状Ｔ２ＷＩ ２０ ２３．３２ ８．７２ ５．０２ ３６．９５
斜矢状面Ｔ２ＷＩ ２０ ２０．６０ ９．２６ ４．１４ ３２．２４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 ２０ ２２．０８ ８．７６ ４．０１ ３３．０２

放射状Ｔ２ＷＩ、斜矢状面Ｔ２ＷＩ及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

列图像上面神经鼓室段和乳突段信噪比测量结果见表

３。三组序列上鼓室段面神经的信噪比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犉＝０．１９６，犘＞０．０５）；乳突段的信噪比差异亦

无统计学意义（犉＝０．２５７，犘＞０．０５）。

表３　三组不同扫描方法ＳＮＲ测量结果

部位
放射状Ｔ２ＷＩ

均数 标准差

斜矢状面Ｔ２ＷＩ

均数 标准差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

均数 标准差

鼓室段 ３３．９３ １７．８１ ３４．０５ １２．７９ ６２．００ ５３．０４
乳突段 ２５．４４ １８．９０ ２６．０３ １５．８４ ４７．１２ ４７．１３

放射状Ｔ２ＷＩ、斜矢状面Ｔ２ＷＩ、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

扫描综合评分见表４。

表４　三组不同扫描方法的综合评分结果

扫描序列 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放射状Ｔ２ＷＩ ２．８２ ０．７１ １．６７ ３．６７
斜矢状面Ｔ２ＷＩ ２．８７ ０．９３ １．００ ４．３３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 ３．５２ ０．８１ １．３３ ４．６７

三组间图像综合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４．４８，犘＝０．００１），进一步分析显示，放射状Ｔ２ＷＩ与

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犘＝０．００２）、斜矢状面Ｔ２ＷＩ与３Ｄ

ＦＩＥＳＴＡ序列（犘＝０．００２）之间的图像综合评分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３ＤＦＩＥＳＴＡ序列优于斜矢状面

Ｔ２ＷＩ和放射状Ｔ２ＷＩ（图２）。

讨　论

面神经ＭＲＩ的常规扫描层面有横轴面和冠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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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图像。ａ）放射状扫描Ｔ２ＷＩ，同一层面完整显示鼓

乳段面神经（长箭），但存在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伪影（短箭）；ｂ）斜矢状面扫描Ｔ２ＷＩ，

仅完整显示鼓室段面神经（箭）；ｃ）另一层面斜矢状扫描Ｔ２ＷＩ，仅完整显示

乳突段面神经（箭），鼓乳段面神经不能在同一层面显示；ｄ）３ＤＦＩＥＳＴＡ重

组图像，同一层面完整显示鼓乳段面神经（箭），但信噪比差。

。由于鼓室段并非完全水平，而是略由前内上倾向后

外下，故在横轴面图像上面神经可见于多个层面。乳

突段在横轴面图像上仅呈点状。冠状面仅可显示面神

经乳突段的全程。因此常规的横轴面、冠状面扫描均

不能良好显示鼓乳段面神经。斜矢状面更有利于颞骨

内面神经的显示，以横轴面为扫描面，选择与鼓室段

平行的方向进行扫描，可以满意显示面神经膝状神经

节、鼓室段和乳突段。由于横轴面鼓室段很难清晰显

示，张晓宏等［５］通过大体解剖和影像学研究发现，与

面神经内听道段走行成１２０°的方向可获得满意的扫

描结果。于海玲等［６］通过对５０例（１００耳）成人正常

颞骨内鼓乳段面神经进行斜矢状面 ＭＲＩ观察及解剖

测量，得出斜矢状面扫描基线与正中矢状轴夹角为

２３．６７°±５．４６°，斜矢状扫描平面的内倾角为６．１５°±

３．３°。虽然以上研究均能显示鼓乳段面神经，但是扫

描时均需要考虑该段面神经倾斜角度问题。由于存在

个体差异，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倾斜角度，增大了扫描难

度，不利于鼓乳段面神经在同一层面完全显示。

３Ｄ扫描技术在鼓乳段面神经扫描中具有一定优

势。３Ｄ扫描层厚薄、空间分辨力高；允许部分重叠，可

以进行图像后处理，例如 ＭＰＲ重组等。宋海岩等
［７］

利用使用不同翻转角的三维最优化对比

采样序列对面神经进行扫描，证实３Ｄ

序列可作为面神经扫描的常规序列。李

文美等［８］比较了常规 Ｔ２ＷＩ、Ｔ１ＷＩ与

３ＤＴ１ＷＩ序列，发现３ＤＴ１ＷＩ序列在

面神经扫描中具有优势。三维稳态进动

结构相干序列和三维快速小角度激发序

列结合多平面重组和最小密度投影技术

进行后处理，对微小病变的检出和诊断

具有较高的临床使用价值。然而上述

３Ｄ序列因其扫描层厚薄、信噪比低，尚

不能完全替代２Ｄ扫描序列。

本研究采用放射状扫描技术，能够

完整显示鼓乳段面神经，且无需考虑面

神经倾斜角度的问题，降低了扫描难度，

在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扫描中具有实际

操作价值，可作为３Ｄ序列的补充。但

放射状扫描序列也有其自身的缺点，放

射状图像由于层面间重叠串扰会形成带

状伪影（图２），是今后需要研究解决的

问题。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Ｎ，ＯｋａｍｏｔｏＫ，ＯｈｋｕｂｏＭ，ｅｔａｌ．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ｘ

ｔｒａｅｒａｎｉａｌｆａｃｉａｌｎｅｒｖｅａｎｄｐａｒｏｔｉｄｄｕｃｔ：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ｏｔｉｄｆａ

ｃｉａｌｎｃｍ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ｏｔｉｄｔｕｍｏｕｒｓ

ｂｙＭＲＩｗｉｔｈ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ｉｌ［Ｊ］．Ｃｌｉｎ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０５，６０（３）：３４９３５４．

［２］　ＤｅｒｕＪＡ，ＶａｎｂｅｎｔｈｅｍＰＰ，ＨｏｒｄｉｊｋＧＪ．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ｏｔｉｄ

ｇｌａｎｄｔｕｍｏｕｒ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ａｃｉａｌｎｅｒｖｅ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ａｎｓ［Ｊ］．ＪＯｒａｌＭａｘｉｌｌｏ

ｆ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６０（９）：９９２９９４．

［３］　张媛，鲜军舫，等．颞骨内面神经影像解剖研究进展［Ｊ］．中国医学

影像技术，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２０３０２０３２．

［４］　于海玲，鞠建宝，徐志鹏，等．国人颞骨内鼓乳段面神经的 ＭＲ斜

矢状位影像解剖学研究［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０９，２３

（８）：７５７７５９．

［５］　张晓宏，刘筠，巫北海，等．面神经、前庭蜗的 ＭＲＩ：薄层断层影像

解剖学研究［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４）：４８５４８７．

［６］　于海玲，陈宏泉，徐志鹏，等．正常人鼓乳段面神经 ＭＲＩ斜矢状位

影像解剖学研究［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２）：１４０

１４３．

［７］　宋海岩，侯严振，雷益，等．３ＤＳＰＡＣＥ序列在面神经内耳道段成

像中的初步研究［Ｊ］．医学影像学杂，２０１２，２２（８）：１２７６１２７８．

［８］　李文美，黄仲奎，龙莉玲，等．面神经ＭＲＩ的３ＤＴ１ＷＩ序列应用价

值探讨［Ｊ］．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７（３）：４２２４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６）

６１９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２９卷第８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２０１４，Ｖｏｌ２９，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