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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素病是一种累及多个器官的代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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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限于磁共振技术的原因只能对其定性诊断!随着

磁共振软&硬件的飞速发展!目前磁共振可以对血色素

病的铁负荷程度进行定量测量!但是这种定量测量目

前受磁场强度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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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关于不同

磁场强度对铁测量可重复性&准确性&测量范围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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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准确配比出任意的铁浓度梯度!不受活体组织取样

测量的限制%体外铁浓度模型成分单一!均为不同铁浓

度的溶液!而且右旋糖酐铁易溶于水!溶液分布均匀!

无其他物质的影响!这些优点为体外铁浓度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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