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

(!!!"'

!

成都!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王文斌(杨智(付兵(杨大兴'$

("6!''

!

四川!川北医学院&李睿(李春
平'

作者简介!王文斌&

!))!I

'!男!湖南常德人!硕士!住院医师!主要从事胸部影像学研究"

通讯作者!李春平!

@A,9BC

#

CB3KLN

V

BN

X

!

"

!("03D,

基金项目!四川省医学科研青年创新课题计划&

S!5'$"

'$四川省医学会项目&

O!5'!"

'

"心血管影像学"

年龄和性别对健康成年人左心室各节段
;

$

$值的影响

王文斌$杨智$李睿$付兵$杨大兴$李春平

#摘要$

!

目的!探讨年龄*性别对健康成年人左心室各节段心肌
;

$

$值的影响#方法!选取健康成

年人共
"5

例$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并分为青年组'

%

++

岁$

N]!'

!$中年组'

+5

!

5)

岁$

N]!5

!和老年

组'

&

('

岁$

N]!'

!$采用
"0';78

仪进行扫描$采用
#

回波
;

$

$

<1

成像序列进行心脏扫描$随后将扫

描序列导入到后处理软件中分别测量其左心室
!(

节段的
;

$

$ 值$采用
79NNA<KBFN?

`

2

检验及

\ELWU9CA<9CCBW.

检验$比较男女以及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结果!男性左心室基底前间壁段'

$

段!及

左心室基底下间壁段'

"

段!

;

$

$ 值低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I+0!+!

$

!]'0'''

"

"]

I"0!"6

$

!]'0''$

!"左心室前壁'

!

段!*左心室中间下间隔段'

)

段!*及左心室心尖外侧段'

!(

段!

;

$

$

值中$健康中年人
#

健康老年人
#

健康青年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6

$

!]'0'+

"

-

$

]

(0#+$

$

!]'0'""

"

-

$

]!"0$6+

$

!]'0''!

!"左心室心尖下段'

!5

段!

;

$

$值中$健康老年人
#

健康中年人

#

健康青年人
;

$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56#

$

!]'0''!

!"其余节段心肌在不同性别以及各年

龄组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5

!#结论!男性和女性健康成年人左心室基底前间壁段'

$

段!及下

间段'

"

段!

;

$

$值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成年人左心室前壁'

!

段!*左心室中间下间隔段'

)

段!*左心

室心尖下段'

!5

段!及左心室心尖外侧段'

!(

段!

;

$

$值存在差异"其余各心肌节段
;

$

$值在不同性别以

及各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

!

心脏"磁共振成像"

;

$

$

"心室节段"心肌

#中图分类号$

8++50$

"

8"$$0!!

!

#文献标识码$

P

!

#文章编号$

!'''A'"!"

'

$'!)

!

'"A'$#!A'(

>Q1

(

!'0!"(')

+

T

03NUB0!'''A'"!"0$'!)0'"0''#

!!!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QO1>

&!

+,,-./0,9

<

-927

<

-27-802N

$

$

19=3-40,=-,/1-2/8:.3=984-

<

>-2/4:25-9=/5

6

973=/4

!

<PH% <?NA:BN

'

dPH%_KB

'

-18LB

'

?F9C0>?

V

9EF,?NFDR89=BDCD

X̀

'

/K?N

X

=L[BRFK&?D

V

C?hW.DW

V

BF9C

'

/K?N

X

=L(!!!"'

'

/KBN9

#

FG4/89./

$

!

HG

?

-./:1-

!

;K?9B,DRFKBWWFL=

`

M9WFDE?W?9E3KFK??RR?3FWDR=BRR?E?NF9

X

?9N=

X

?NA

=?E

X

EDL

V

WDNFK?;

$

$

a9CL?DRC?RFa?NFEB3LC9EW?

X

,?NFWBNK?9CFK

`

9=LCFW0C-/5074

!

PFDF9CDR"5

K?9CFK

`

9=LCFWM?E??NEDCC?=BNFK?WFL=

`

'

BN3CL=BN

X

$',9C?W9N=!5R?,9C?W

'

MKB3KM?E?=BaB=?=BNFD

`

DLN

XX

EDL

V

%

%

++

'

N]!'

&'

,B==C?A9

X

?=

X

EDL

V

%

+5

!

5)

'

N]!5

&

9N=FK??C=?EC

`X

EDL

V

%

Da?E('

`

?9EW

DC=

'

N]!'

&

0;K?;

$

$

a9CL?WDRFK?!(W?

X

,?NFWDRFK?C?RFa?NFEB3C?M?E?,?9WLE?=:

`

"0'; 781#

?3KD?W;

$

$

<1W?

c

L?N3?0;K?=BRR?E?N3?W:?FM??N=BRR?E?NF

X

?N=?E9N=9

X

?

X

EDL

V

WM?E?3D,

V

9E?=:

`

LWBN

X

79NNA<KBFN?

`

2F?WF9N=\ELWU9CA<9CCBW(F?WF0I-43=/4

!

;K?;

$

$

a9CL?DRFK?C?RFa?NFEB3LC9E

:9W9C9NF?EDW?

V

F9C

%

$W?

X

,?NFW

&

9N=:9W9CBNR?EDW?

V

F9C

%

"W?

X

,?NFW

&

DRFK?,9C?

X

EDL

V

BWCDM?EFK9N

FK9FDRFK?R?,9C?

X

EDL

V

'

FK?=BRR?E?N3?M9WWF9FBWFB39CC

`

WB

X

NBRB39NF

%

"]I+0!+!

'

!]'0'''

)

"]

I"0!"6

'

!]'0''$

&)

;K?;

$

$

a9CL?DRFK?C?RFa?NFEB3LC9E:9W9C9NF?EBDE

%

!W?

X

,?NFW

&'

,B=BNR?EDW?

V

A

F9C

%

)W?

X

,?NFW

&

9

V

B39CC9F?E9C

%

!(W?

X

,?NFW

&

DRNDE,9C,B==C?A9

X

?=

V

?D

V

C?M9WKB

X

K?EFK9NFK9FDR

NDE,9C?C=?EC

`X

EDL

V

9N=FK?NDE,9C

`

DLN

XX

EDL

V

%

-

$

]!!0!(6

'

!]'0'+

)

-

$

](0#+$

'

!]'0'""

)

-

$

]

!"0$6+

'

!]'0''!

&

0;K?;

$

$

a9CL?DRFK?C?RFa?NFEB3LC9E9

V

B39CBNR?EBDE

%

!5W?

X

,?NFW

&

DRNDE,9C?C=A

?EC

`V

?D

V

C?M9WKB

X

K?EFK9NFK9FDRNDE,9C,B==C?A9

X

?=

'

9N=KB

X

K?EFK9NFK9FDRFK?NDE,9C

`

DLN

X

)

FK?

=BRR?E?N3?WM?E?:DFKWF9FBWFB39CC

`

WB

X

NBRB39NF

%

-

$

]!$056#

'

!]'0''!

&

0J02.=34:024

!

;K?E?M9W9

X

?NA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9=BDC&E93FB3?

!

79E$'!)

!

GDC"+

!

HD0"



=?E=BRR?E?N3?BN;

$

$

a9CL?WDRFK?NDE,9CC?RFa?NFEB3LC9E:9W9C9NF?EDW?

V

F9C

%

$W?

X

,?NFW

&

9N=:9W9C

BNR?EDW?

V

F9C

%

"W?

X

,?NFW

&

0;K?E?M?E?9

X

?=BRR?E?N3?WBN;

$

$

a9CL?WDRFK?NDE,9CC?RFa?NFEB3LC9E:9WA

9C9NF?EBDE

%

!W?

X

,?NFW

&'

,B=BNR?EDW?

V

F9C

%

)W?

X

,?NFW

&'

9

V

B39CBNR?EBDE

%

!5W?

X

,?NFW

&

9N=9

V

B39CC9F?EA

9C

%

!(W?

X

,?NFW

&

BNFKBWWFL=

`

0;K?E?WFDRFK?,

`

D39E=B9CW?

X

,?NFW;

$

$

a9CL?K9=NDWB

X

NBRB39NF

=BRR?E?N3?BN

X

?N=?E9N=9

X

?0

#

K-

6

L0874

$

!

.?9EF

)

79

X

N?FB3E?WDN9N3?B,9

X

BN

X

)

;

$

$

)

G?NFEB3LC9EW?

X

,?NFW

)

7

`

D39EDCBL,

!!

;

$

$

<1

序列是心脏磁共振&

39E=BDa9W3LC9E,9

X

A

N?FB3E?WDN9N3?

!

/78

'成像的新技术之一!与
;

$

弛豫

通过自旋回波来采集信号的方式不同!

;

$

$驰豫是通

过梯度回波来采集信号"

/78;

$

$

<1

序列对微小的

磁场不均匀性的改变都能敏感地检测!从而提高对心

肌微小病变的检出率$另一方面!通过定量测定组织结

构
;

$

$值可以间接反映组织细胞生化成分的变化!不

仅可以用作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更能用于某些疾病

的定量诊断"本研究旨在研究健康成年人左心室
!(

节段的
;

$

$值的差异!以及年龄和性别对
;

$

$值的影

响"

材料与方法

!g

一般资料

搜集
$'!5

年
!

月
I$'!(

年
!$

月在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健康体检的人员"纳入标准#

#

所有志愿者

均为窦性心律!无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病史!经病史采

集(实验室检查(心血管专科检查排除各种心肺疾病!

如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心病等!以

及肾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

$

在行心脏磁共振检

查
$+K

前未服用
6

A

受体阻滞剂(防心绞痛药物(香烟(

茶叶及咖啡等"排除标准#

#

不适宜做心脏
781

检查

的患者!如无法进行呼吸控制的患者$

$

781

检查禁

忌症#如幽闭恐惧症者$体内安置顺磁性金属物体者$

排除因呼吸因素造成的图像模糊!或者扫描层面的变

化造成左心室心肌显示不全的病例"共纳入
"5

例!其

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

!

(5

岁!平均&

5'0)b

!606

'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划分标准!将其分为

青年组&

%

++

岁!

N]!5

'!中年组&

+5

!

5)

岁!

N]!'

'

和老年组&

&

('

岁!

N]!'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g

磁共振检查

采用
%@>BW3Da?E

`

"0';

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

7865'

!

"$

通道体部表面线圈$采用磁共振兼容的矢

量心电门控$呼吸门控放于腹部呼吸幅度最大处"受

检者取仰卧位足先进!胸骨中份&约平两乳头连线处'

对齐线圈中央!在呼气末屏气扫描"常规扫描分别采

用三平面定位扫描(屏气校准扫描及快速自由稳态平

衡进动序列&

R9WFB,9

X

BN

X

?,

V

CD

`

BN

X

WF?9=

`

AWF9F?93A

c

LBWBFBDN

!

[1@O;P

'!呼吸导航回波触发"

扫描流程#

#

通过三平面定位序列获得冠状面定

位像!并对图像进行屏气校准扫描!将扫描线垂直于身

体轴位!且通过心脏中部!通过单次呼气末屏气!扫描

获取标准横轴面图像$

$

在标准横轴面图像中!将扫描

线平行于室间隔!通过单次呼气末屏气!扫描获取类四

腔心图像$

%

在类四腔心图像中!将扫描线连接心尖至

二尖瓣瓣口闭合处!通过单次呼气末屏气!扫描获取左

心室长轴位图像$

&

在左室长轴位图像中!将扫描线垂

直心尖至二尖瓣瓣口闭合处的连线!通过单次呼气末

屏气!扫描获取一层左心室短轴位图像&非标准'$

'

结

合左心室长轴位图像及左心室短轴位图像&非标准'!

通过单次呼气末屏气!扫描获取一层标准四腔心图像"

(

结合左心室长轴位图像及标准四腔心图像!通过多

次呼气末屏气!扫描获取多层标准左心室两腔心图像!

再应用
;

$

$

<1

序列获取标准短轴
;

$

$图像"

;

$

$

<1

序列#

;

$

$

<1

序列为梯度回波序列!

;8

!$0+,W

!

;@

分别为
!0!,W

(

$0+,W

(

"0#,W

(

50!,W

(

(0+,W

(

60#,W

(

)0!,W

(

!'0+,W

!层厚
#,,

!层间距

'

!翻转角
$'l

$激励次数为
!

$带宽为
($05'U.J

!

[E?

c

[QG"#,,

!

V

K9W?[QG'0#,,

!矩阵
$5(4$5(

$扫

描分
"

次屏气完成!扫描时间为
")W

"

"g

图像评估

对所获取的心脏
;

$

$图像由两名有经验的心血管

781

诊断医师进行主观评估!以意见一致作为评估结

果"

'

级!无法测量
;

$

$值!

+

级较差!

)

级较好!

*

级

很好"两位医师均用盲法!共同观察分析!认为所获图

像为
)

级或
*

级者纳入分析!否则将重新行
;

$

$扫描

以获取
)

级或
*

级图像质量进行分析"

+g;

$

$值的测量分析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

P,?EB39N .?9EFPWWD3B9A

FBDN

!

P.P

'

$''$

年提出的标准化心肌分段法*

!

+

!在心

脏舒张期分别以二尖瓣游离缘(乳头肌中点和乳头肌

远端为解剖标记!将左心室心肌划分为左心室基底部(

左心室中部及左心室心尖部!在左心室基底部及左心

室中部分别平均分成
(

段(在左心室心尖部将图像平

均分成
+

段!再加上心尖段!共计
!6

段&图
!

(

$

'

*

!

+

!由

于在短轴位上无法显示心尖段!故分析
!(

段$在左心

室基底部(左心室中部及左心室心尖部分别选取
"

层!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9=BDC&E93FB3?

!

79E$'!)

!

GDC"+

!

HD0"



图
!

!

心室短轴位'

WKDEFA9eBW

$

OP

!*垂直长轴位'

a?EFB39C

CDN

X

A9eBW

$

G-P

$相当于两腔心层面!*水平长轴位'

KDEBA

JDNF9CCDN

X

A9eBW

$

.-P

$相当于四腔心层面!示意图#注(

在短轴位进行左心室
!6

节段划分时$该示意图可以为心

室基底部'二尖瓣游离缘!*心室中部'乳头肌!及心尖'乳

头肌远端!提供名称*位置及解剖学标记#

图
$

!

短轴位左心室
!6

节段分区示意图#左心室节

段具体命名分别为(

!I

基底前段*

$I

基底前间隔段*

"

基底下间隔段*

+I

基底下段*

5I

基底下外侧段*

(I

基

底前外侧段*

6I

中间前段*

#I

中间前间隔段*

)I

中间

下间隔段*

!'I

中间下段*

!!I

中间下外侧段*

!$I

中

间前外侧段*

!"I

心尖前段*

!+I

心尖间隔段*

!5I

心

尖下段*

!(I

心尖外侧段*

!6I

心尖段#

每一层图像中获取图像
#

幅!分别代表
#

个不同
;@

时间对应的图像&图
"

'$再通过专业软件&

;K9C9WW?,B9

FDDCW

!

9

V

CL

X

ABNDR/78FDDCW

!

/9E=BDa9W3LC9E1,9

X

BN

X

ODCLFBDNW

!

-DN=DN

!

$'!"

版'分别测量左心室
!(

段心

肌
;

$

$ 值!在测量中去除回波时间为
)0!,W

及

!'0+,W

的图像!即截尾模式&

FK?FELN39FBDN ,D=A

?C

'

*

$A"

+

&图
+

'$重复测量
$

次!取其平均值"

5g

统计学分析

采用
O&OO!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均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即
7

&

S!

!

S"

'表示!采用
79NNA<KBFN?

`

2

检验分析左心室
!(

段
;

$

$值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采用
\ELWU9CA<9CA

CBW.

检验比较左心室
!(

段
;

$

$值及平均
;

$

$值在各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假设检验统一采用双侧检验!计

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及
!

值的大小!以
!

"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

果

"5

名健康成年人左心室
;

$

$

<1

图像上基本显示

清晰(完整!部分图像在心肺交界区!即左心室下壁及

下侧壁信号衰减比较严重!出现磁敏感伪影!但是通

过截尾模式处理!基本上能控制伪影的影响"正常心

脏在
;

$

$

<1

上表现为心肌均匀中等信号!边界清晰"

信号衰减曲线显示较为平滑(规整"

男(女健康成年人左心室
!(

段
;

$

$值比较发现!

基底部前间壁&

$

段'及下间壁&

"

段'

;

$

$值男性
"

女

性&

"] I+0!+!

!

!]'0'''

$

"] I"0!"6

!

!]

'0''$

'!见图
5

$余
!+

节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前壁

&

!

段'(中间下间隔段&

)

段'及心尖外侧段&

!(

段'

;

$

$值中年人
#

老年人
#

青年人!心尖下段&

!5

段'

;

$

$值老年人
#

中年人
#

青年人&

-

$

]!!0!(6

!

!]

'0'+

$

-

$

](0#+$

!

!]'0'""

$

-

$

]!"0$6+

!

!]

'0''!

'!见图
(

"

讨
!

论

心脏
;

$

$

<1

成像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技术!

以血氧水平依赖 &

:CDD=De

X̀

?NC?a?C=?

V

?N=?NF

!

Q̂->

'作为
;

$

$值变化的理论依据"血红蛋白因氧

合状态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磁性特点!含氧血红蛋白

具有抗磁性!而去氧血红蛋白具有强顺磁性!血中去

氧血红蛋白增加将造成周围局部组织磁场的不均匀!

在血管周边及内部产生磁场!从而缩短横向弛豫时

间!

;

$

$值降低!其图像变暗"当氧合%去氧血红蛋白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9=BDC&E93FB3?

!

79E$'!)

!

GDC"+

!

HD0"



图
"

!

男$

$6

岁$正常心脏
;

$

$

<1

图像#第一行表示左心室基底部"第二行表示左心室中部$第三行表示左

心室心尖部#

图
+

!

男$

$6

岁$正常心脏#

/78;QQ-O

分析结果$删除
;@

为
)0!,W

及
!'05,W

的图像$显示左心室基底部前壁
;

$

$值为
""0($,W

#

比例升高或者去氧血红蛋白含量下降时!

;

$

$值增高!

781

信号增强*

$

!

+

+

"因此!通过
;

$

$值的变化!可以作

为确切的量化的指标!便可以定量评价心肌生理或病

理状态的改变"在本研究中!选择
;

$

$

<1

短轴位成

像!是由于心肌内毛细血管的走行是平行于心肌纤维

这种特殊的解剖学关系所决定的!在考虑心肌内血池

容积时!由于在心肌内毛细血管的容积占据了心肌内

血池容积的
)'Z

以上!故而在心肌内的静脉血管含量

少于
!'Z

*

5

+

!这也将提示在心肌
Q̂->

效应中!心肌

内毛细血管起着主导地位"

本研究中!发现在健康成年人中!女性左心室心肌

基底部前间壁段&

$

段'及下间壁段&

"

段'

;

$

$值高于

男性$在左心室前壁&

!

段'(左心室中间下间隔段&

)

段'及左心室心尖外侧段&

!(

段'

;

$

$值中!中年人
#

老年人
#

青年人$左心室心尖下段&

!5

段'

;

$

$ 值比

较!老年人
#

中年人
#

青年人$其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

与心肌毛细血管密度(血氧饱和度等生理生化指标相

关$对比之前的研究报道*

(

+

!并未具体在性别及年龄组

上对左心室
!(

节段各段进行比较"

在本研究中!不同年龄组左心室
;

$

$值在
!

段(

)

段(

!5

段及
!(

段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之前

\BEU

等*

6

+对于年龄对
;

$

$值影响的研究不一致$笔者

认为!主要是由于各自采用测量方法的不同!对于

\BEU

等*

6

+采用的是测量单层左心室短轴位室间隔段!

而并未将左心室各段进行详细划分成
!(

段来测量其

;

$

$值$而对于平均
;

$

$值!

在性别及年龄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本研究测得
;

$

$

值为
"$0!),W

&

"'0"6,W

!

"50$+,W

'!而在国外的研

究者其各自主要参数及结

果详情见表
!

"

OFDE

`

等*

#

+

及
Qh8?

X

9N

等*

)

+也仅在单

层面室间隔部分测量
;

$

$

值!并不能完全代表左心室

整体的情况!由于本研究采

用是左心室三层面
!(

段分

别测量的方法!这样将更准

确的代表左心室的
;

$

$值!

从而能更加准确反映左心

室的供血情况"当然!该方

法容易受心脏静脉*

!'

+及心

肺交界区伪影*

!!

+的影响"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9=BDC&E93FB3?

!

79E$'!)

!

GDC"+

!

HD0"



图
5

!

男*女性左心室
$

*

"

节段
;

$

$值比较的箱线图#

9

!男性左心室基底部前间壁'

$

段!

;

$

$值低于女性"

:

!男性左心室基底部下间壁'

"

段!

;

$

$值低于女性#

!

图
(

!

青*中及老年人左心室
!

*

)

*

!5

及
!(

节段
;

$

$

值比较的箱线图#

9

!左心室前壁'

!

段!

;

$

$值中年人
#

老年人
#

青年人"

:

!左心室中间下间隔段'

)

段!

;

$

$

值中年人
#

老年人
#

青年人"

3

!左心室心尖下段'

!5

段!

;

$

$值老年人
#

中年人
#

青年人"

=

!左心室心尖外侧

段'

!(

段!

;

$

$值中年人
#

老年人
#

青年人#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9=BDC&E93FB3?

!

79E$'!)

!

GDC"+

!

HD0"



表
!

!

;

$

$主要参数及正常人平均
;

$

$值

第一作者"年份
/78

技术 男+女
年龄范围"

平均年龄'岁!

平均
;

$

$

)b*

'

,W

!

OFDE

`

.

#

/

"

$''6 "0';

$

%8@

$

#

回波'

!0(

!

!'0+

!

,W

$

9

;@

*

!0$(,W !'

(

!' $'

!

+!

"

$(0! ""0"b#0"

Qh8?

X

9N

.

)

/

"

$''#

"0';

$

%8@

$

#

回波 '

!0!5

!

#0'5

!

,W

$

9

;@

*

'0)),W )

(

" $6

!

+)

"

") $60"b(0+

\BEU

.

6

/

"

$'!' !05;

$

%8@

$

#

回波'

$0(

!

!(06+

!

,W

$

9

;@

*

$0'$,W "#

(

$5 !#

!

66

"

+$0"b!+0( "(0"

&?

V

?

.

!"

/

"

$''(

!05;

$

%8@

$

)

回波'

$0$

!

$'0"

!

,W

$

9

;@]$0$(,W !+

(

( I

"

""b) "(0+b(06

PN=?EWDN

.

!+

/

"

$''!

!05;

$

%8@

$

#

回波'

$0$

!

$'0!

!

,W

$

9

;@]$0$(,W )

(

( $(

!

")

"

"!b"06 5$b!(

注(

9

;@]

回波间距#

根据文献报道*

!!

+

!适当减小初始
;@

值!缩短回波间

距!虽然会导致信噪比的降低!但是能减少磁敏感伪影

的出现!采用截尾模式处理!即删除回波链中较大的两

个
;@

值!从而避免因信号衰减导致的背景噪声对

;

$

$值的低估"有研究报道*

!$

+

!在使用截尾模式后!

采用黑血序列及亮血序列在对
;

$

$的测量上差异并无

统计学意义!故笔者均采用亮血序列测量
;

$

$值的大

小!以及采用呼气末屏气扫描!减少在膈纵膈隐窝产生

的磁敏感伪影*

+

+

!通过以上处理手段可以有效减少伪

影的出现"

在本实验中!兴趣区&

E?

X

BDNDRBNF?E?WF

!

8Q1

'选

用全层面心肌!由于在心肌中!毛细血管为心肌内血池

的主要成分!而人体的其他脏器!如肝脏!胰腺(大脑

等!由于其中还有较大的动(静脉穿行!

;

$

$值的测量

受
8Q1

的影响较大!因此!

8Q1

的选择对心肌
;

$

$值

的测量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在进行心肌分段时!可能会

导致
8Q1

的改变!而出现测量偏移"

本研究的不足#样本量相对较小$扫描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受到心脏表面大静脉及心肺交界区伪影的影

响$以及在应用
;

$

$

<1

成像时!考虑到检查的无创

性(受试者的依从性及对于药物剂量的控制等问题!仅

仅进行了静息态
;

$

$

<1

成像!而未进行药物负荷态

;

$

$

<1

成像$因此在临床开展相关实验的过程中!应

该考虑到相关因素!这样测量所得的
;

$

$值才能更加

准确的代表组织器官的病理或生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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