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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指数
HM2

在鉴别诊断肌营养不良与糖原累积病中的价值

冉君"李小明

#摘要$

!

目的!探讨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

HM2

&在鉴别诊断肌营养不良%

0HQ

&与糖原累积病%

Y36

HQ

&中的价值!方法!搜集
!E

例肌病患者"包括
'

例
Y3HQ

%

Y3HQ

组&和
!%

例
0HQ

%

0HQ

组&"同时搜集

!!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
"#

例参与者的双侧大腿行
012

常规序列和双指数
HM2

检查"

S

值为

#

!

!%##Q

+

))

%

!三组间进行双指数模型
HM2

的表观扩散系数值%

GHP

Q>7A97<9

*

GHP

_7Q>

和
GHP

Q/:a

值&的

比较!结果!正常对照组中"

'

块肌肉的平均
GHP

Q>7A97<9

*

GHP

_7Q>

和
GHP

Q/:a

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D#-

&!正常对照组*

Y3HQ

组与
0HQ

组的
GHP

Q>7A97<9

值%

"V#D###

&*

GHP

Q/:a

值%

"V#D###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HP

_7Q>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D%$!

&!

Y3HQ

组的
GHP

Q>7A97<9

平均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

组%

"V#D###

&和
0HQ

组%

"V#D#",

&(

Y3HQ

组的
GHP

Q/:a

平均值亦明显低于对照组%

"V#D###

&和

0HQ

组%

"V#D##"

&!结论!双指数模型
HM2

的表观扩散系数能有效鉴别肌营养不良和糖原累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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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肢体无力是肌病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临

床上糖原累积病'

+

/

U

=:

+

?AQ>:<7

+

?98Q?7Q?Q

!

Y3HQ

(和

肌营养不良'

)\Q=\/7<9

U

Q><:

R

[8?Q

!

0HQ

(患者均可表

现为亚急性发病!逐渐加重!双侧对称性近端肢体无

力&疲劳&行走困难及血清肌酶升高"

Y3HQ

是以糖原

代谢异常为特点的一组遗传异质性的代谢疾病)

!

*

!可

引起剧烈疲劳!运动不耐受等症状!主要包括糖原合

成&分解或酵解异常"

Y3HQ

主要分为肝脏型和肌肉

型!而肌糖原过多是肌肉型
Y3HQ

的标志)

%

*

"临床上!

代谢性肌病具有诊断难&治疗难的特点!易被误诊为多

发性肌炎&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等疾病"

0HQ

是

一组临床及基因异质性的神经肌肉疾病!主要表现为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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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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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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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肢体无力&肌萎缩&腱反射消失等)

"

*

"肌肉
01

成像是辅助诊断肌病的重要手段!肌病急性期或亚急

性期可表现为相对对称的局灶或弥漫性肌肉水肿"因

此!各型肌病急性期或亚急性期在
L

%

M2

抑脂序列上

均可表现为高信号)

,

*

!受累肌肉组织在
L

!

M2

上可表

现为局灶性或弥漫性脂肪沉积!肌营养不良患者常表

现为肌肉组织的脂肪沉积)

-

!

(

*

!但是脂肪沉积并不是

肌营养不良的特异性表现!它还可以见于其他类型肌

病患者"

01

相关新技术可能有助于对临床表现相似

的不同类型肌病进行鉴别诊断"近年来!定量
L

%

值

及扩散加权成像'

98__\Q8:Aa?8

+

[>?98)7

+

8A

+

!

HM2

(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炎性肌病)

'6E

*

"

HM2

作为一种特殊

的
01

成像技术!能提供组织内水分子的运动情

况)

E

!

!#

*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正常对照组&

Y3HQ

组和

0HQ

组患者的肌肉组织水分子的扩散特点!旨在探讨

双指数模型
HM2

在诊断和鉴别诊断
Y3HQ

与
0HQ

中

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D

病例资料

%#!"

年
E

月至
%#!-

年
!#

月!根据
.:[7A

和
;?6

>?<

诊断标准)

!!

*结合患者血清学检查&临床表现&肌肉

活检结果!搜集明确诊断为肌病的
!E

例患者!主要临

床症状为对称性的相对近端肢体无力!血清肌酸激酶

水平升高!其中
Y3HQ

患者
'

例'

Y3HQ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0HQ

患者
!%

例

'

0HQ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同时搜集
!!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本研究获得本院

道德伦理委员会的审核通过!所有参与者检查前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D

检查方法

采用
Y5"D#L

磁共振扫描仪'

38

+

A75Z=8>?*H

!

08/a7\K??

!

M2

(行
012

检查!

$

通道
>:<Q:

体线圈!取

仰卧位对患者的双侧大腿行
012

扫描"扫描参数#轴

面
L

!

M2

序列!

L1,%#)Q

!

L5'D%)Q

%

L

%

M2&43

序

列!

L1"(##)Q

!

L5$-D-)Q

%平面回波
HM2

!

L1

"(##)Q

!

L5$-D-)Q

!激励次数为
"

次!矩阵
!%$f

!%$

!层厚
())

!视野
"$=)f"$=)

!

S

值包括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Q

$

))

%

!在
0GHP

工作站'

GHM,D,

!

Y5

*?7/>[P7<?

(上测量
GHP

值"每例患者完成所有扫描

大约需要
%#)8A

"

"D

图像分析

由两位有
-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在不知

患者信息的情况下对所有图像进行分析"在
L

%

M2

'

SV#Q

$

))

%

(图像基础上手动勾画双侧大腿七块肌

肉'股直肌&股中间肌&股外侧肌&股内侧肌&大收肌&半

腱肌及股二头肌长头(的
1I2

范围 '面积
--

!

'#))

%

(!然后在双指数
GHP

图上复制同样大小的

1I2

!根据同层面的
L

!

M2

图保证每个
1I2

尽量避开

皮下脂肪&血管和骨头"分别计算
"

组样本的双指数

模型的相关参数'包括
GHP

Q>7A97<9

!

GHP

_7Q>

和
GHP

Q/:a

(!

GHP

Q>7A97<9

是指
S

值从
#

!

!%##Q

$

))

% 的平均值"

,i

统计学分析

采用
3;33!ED#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双指数模

型
HM2

的相关参数采用中位数和
%-N

!

'-N

的可信

区间表示"采用非参数
]<\QK7/6M7//8Q

检验比较三组

间相关参数的差异"以
"

"

#D#-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
!

果

正常对照组与肌病组在年龄和性别上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对照组&

Y3HQ

和
0HQ

三组右侧大腿水肿肌

群于
SV#

&

%#

&

"##

&

(##

&

!###Q

$

))

% 上均表现为高信

号'图
!

("病变肌肉组织与正常组织在伪彩图上可见

颜色分布的差异'图
%

("

正常对照组!所选肌肉的平均
GHP

Q>7A97<9

'

(V

!!DE,,

!

"V#D#("

(&

GHP

_7Q>

'

(V!DE($

!

"V#DE%"

(

和
GHP

Q/:a

'

(V!!D##%

!

"V#D#$$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正常对照组
GHP

Q>7A97<9

的平均值为
!D($

'

!D-,

!

!D'E

(

f!#

F"

))

%

$

Q

!

Y3HQ

组为
!D,$

'

!D"(

!

!D("

(

f

!#

F"

))

%

$

Q

!

0HQ

组 为
!D(#

'

!D,$

!

!D'#

(

f

!#

F"

))

%

$

Q

"对照组
GHP

Q/:a

的平均值为
!D"'

'

!D%(

!

!D-#

(

f!#

F"

))

%

$

Q

!

Y3HQ

组为
!D%%

'

!D!,

!

!D",

(

f

!#

F"

))

%

$

Q

!

0HQ

组 为
!D",

'

!D%"

!

!D,$

(

f

!#

F"

))

%

$

Q

"正常对照组
GHP

_7Q>

的平均值为
'D,%

'

(D-"

!

$D$!

(

f!#

F"

))

%

$

Q

!

Y3HQ

组为
'DE%

'

(D%!

!

!#D-(

(

f!#

F"

))

%

$

Q

!

0HQ

组 为
$D#(

'

(D#%

!

!%D-#

(

f!#

F"

))

%

$

Q

!三组间
GHP

Q>7A97<9

'

(V!ED',$

!

"V#D###

(和
GHP

Q/:a

'

(V!-DE$%

!

"V#D###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HP

_7Q>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D-,!

!

"V#D%$!

("对于三组
GHP

Q>7A97<9

的平均值!

Y3HQ

组

水肿肌肉明显低于对照组'

"V#D###

(和
0HQ

组'

"V

#D#",

(!

Y3HQ

组水肿肌肉的
GHP

Q/:a

平均值亦明显低

于对照组'

"V#D###

(和
0HQ

组'

"V#D##"

!图
"

("

讨
!

论

近年来!

HM2

的双指数模型越来越多应用于中枢

神经系统!特别是诊断神经系统疾病)

!%

!

!"

*

"事实上!

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学者

通过研究提出!

HM2

双指数模型应该包括细胞内和细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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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对照组*

Y3HQ

组和
0HQ

组一侧大腿肌群在不同
S

值下的
HM2

图像!

图
%

!

单侧大腿肌群经工作站后处理得到的双指数模型参数的伪彩图!

胞外的成分)

!,

!

!-

*

"多数研究认为

GHP

Q/:a

指细胞内水分子的扩散而

GHP

_7Q>

则反映的是细胞外水分子

的扩散)

!(

!

!'

*

"有学者利用
HM2

的不同
S

值进行研究!发现细胞内

和细胞外的确有两种不同的表观

扩散系数!即慢速扩散和快速扩

散)

!$

*

"笔者未检索到利用双指数

模型
HM2

鉴别诊断炎性肌病的相

关报道!同时本研究也证实了双指

数模型
HM2

非常有助于分析肌肉

组织内水分子的运动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指数模型

HM2

可用于研究肌肉组织"

H7A6

8?/

等)

!'

*同样利用双指数 模型

HM2

研究了人体运动前后肌肉组

织的扩散信号特点!肌肉的
GHP

值反映了水分子在组织内的运动

情况!正常对照组肌肉的平均

GHP

值为
!D($

'

!D-,

!

!D'E

(

f

!#

F"

))

%

$

Q

!稍高于
d8

等)

!#

*的研

究结果!笔者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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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三组间
GHP

Q>7A97<9

*

GHP

Q/:a

*

GHP

_7Q>

值比较示意图!

7

&

GHP

Q>7A97<9

值比较示意图%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

&

GHP

Q/:a

值比较示意图%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HP

_7Q>

值比较示意图"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原因可能与扫描参数和样本量的差异有关"本研究通

过表观扩散系数双指数模型对
Y3HQ

和
0HQ

患者的

水肿肌肉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从而鉴别诊断
Y3HQ

和

0HQ

"本研究中
0HQ

组的
GHP

Q>7A97<9

值明显高于
Y36

HQ

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GHP

Q>7A97<9

值反映的是水分子通过毛细血管灌注&细

胞间隙及穿过细胞膜的整体情况!

GHP

Q>7A97<9

值的差异

反映了这两种肌病炎性程度不同!尽管他们在
L

%

M2

上均表现为水肿信号!本研究结果提示
0HQ

患者的炎

性水肿程度可能高于
Y3HQ

%

*

在肌病的一系列病理

变化中!炎症水肿和脂肪沉积可同时存在于肌病组织

中!造成
Y3HQ

组的
GHP

Q>7A97<9

值明显低于
0HQ

组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
Y3HQ

患者更容易出现脂肪沉

积)

!E

!

%#

*

"

d8

等)

!#

*通过研究发现在肌病的病理过程

中!肌肉组织内脂肪的沉积可以减少水的含量并限制

水分子的扩散!同时有研究发现肌肉组织脂肪沉积的

含量越多!组织的
GHP

值越低!脂肪细胞可以较密实

地填充在组织内从而导致组织内自由水含量减少%

+

对肌病的病理进行分析!学者们发现伴随有炎性浸润&

纤维化的退变及再生的肌纤维呈弥散分布)

%!

!

%%

*

"不

同表型肌病的
GHP

Q>7A97<9

值的差异提示肌纤维退化和

再生的无规律性!因为
HM2

的表观扩散系数和肌纤维

的方向也具有相关性)

%"

*

"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
Y3HQ

组的

GHP

Q/:a

值明显低于
0HQ

组"本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

GHP

Q/:a

值可以鉴别
0HQ

和
Y3HQ

!

Y3HQ

患者的

GHP

Q/:a

值明显低于
0HQ

!基于水分子的扩散具有区

室差异!组织
GHP

Q/:a

值与细胞内水分子的状态和含量

有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Y3HQ

的肌纤维内

沉积了糖原空泡)

%,

*

!造成细胞内水分子的容积减少并

限制了自由水分子的移动"另一种解释是糖原分子沉

积在细胞内!从而使水分子以结合态的形式存在)

%

*

!从

而影响了
GHP

Q/:a

值"肌营养不良蛋白连接细胞膜构

成细胞骨架!在细胞膜的稳定性中具有重要作用)

"

*

"

肌营养不良的细胞膜受损!导致细胞通透性增加!可使

细胞 内 水 分 子 和 其 他 小 分 子 含 量 增 加"因 此!

GHP

Q>7A97<9

和
GHP

Q/:a

值可联合起来鉴别诊断
Y3HQ

与

0HQ

"本研究发现三组的
GHP

_7Q>

值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这与
T8\

等)

%-

*认为乳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的
GHP

_7Q>

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相一致"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是病例数相对较少!推断结果

的稳定性值得商榷!我们将收集更多的病例进行后续

研究%另一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利用
HM2

的单指数模型

进行对照研究!单指数模型
HM2

可能也具有较高的价

值!此外!本研究对每类肌病的发展程度没有进行详尽

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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