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

"!!#//

!

广州!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作者简介!李鸿恩%

!A**B

&!男!湖南娄底人!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磁共振扫描技术及诊断工作"

通讯作者!张嫣!

012345

$

67:;79̀W3M

RX

3M

"

>4

V

@!$-@:72

基金项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基金%

+/+//+/-/+!.

&

"儿科影像学"

J1HH0

#

O,)

及
K,)

序列在胎儿磁共振成像股骨长度测量中的
对比研究

李鸿恩"李翠柳"刘春花"曾益辉"江魁明"张嫣

#摘要$

!

目的!研究平衡式快速场回波%

J1HH0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O,)

&及磁敏感加权成像

%

K,)

&序列在胎儿磁共振成像股骨长度测量方面的诊断价值"为临床提供准确股骨长度测量值!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磁共振胎儿股骨检查的
#-

例孕妇"扫描序列包括
J1HH0

+

O,)

及
K,)

序列"分析各序列

股骨解剖结构及影像表现"对三组序列图像质量评分+图像信噪比%

K=(

&+对比噪声比%

%=(

&+特异吸

收率%

KF(

&值及采集时间比较分析"对显示股骨解剖结构+形态及测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例孕

妇中"图像质量评分方面'

J1HH0

+

O,)

+

K,)

序列评分分别为
!@.$.p/@".!

+

!@-A"p/@.A!

+

!@+.Ap

/@*+$

!三组序列
,45:7E7M

符号秩检验"

J1HH0

序列与
O,)

序列"

!a/@//+

"两者存在差异"

J1HH0

序

列与
K,)

序列"

!

"

/@//!

"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O,)

序列与
K,)

序列"

!a/@#$!

"两者无显著差异!

K=(

+

%=(

方面'

J1HH0

序列组股骨干
K=(

明显高于及
O,)

+

K,)

序列组%

#a"+@+#/

+

!/#@#"*

"

!

均

"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序列组股骨上端骨骺端
K=(

高于
O,)

序列组%

#a.@A#*

"

!

"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序列组股骨上端骨骺端
K=(

与
J1HH0

序列组%

#a/@+AA

"

!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序列组
%=(

高于
J1HH0

及
O,)

序列组%

#a.@"+$

+

!+@."A

"

!

"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F(

值方面'

J1HH0

+

O,)

+

K,)

分别为
+@/p/@/* ,

*

Q

R

+

!@+p/@/"

,

*

Q

R

+

/@!p/@/",

*

Q

R

!单次采集时间'

K,)

采集时间最短"

J1HH0

+

O,)

序列次之!结论!

J1HH0

+

O,)

+

K,)

序列在显示胎儿股骨解剖结构及影像表现方面各有优缺点"

J1HH0

序列能简单+快捷获取股

骨图像+不易受呼吸运动及胎动伪影影响"容易完成检查"主观评分最高(

O,)

序列显示骨骺特征性高

信号"方便测量股骨长度"但扫描时间长"容易受胎动伪影影响(

K,)

序列能清晰显示骨干影像表现"扫

描时间短"需要多次屏气"容易受运动伪影影响!因此需根据现场胎儿胎动及孕妇及胎儿配合情况选择

相应序列进行胎儿股骨扫描"本院常采用扫描
J1HH0

序列为主"

O,)

及
K,)

序列为辅进行胎儿股骨扫描!

#关键词$

!

磁共振成像(胎儿股骨(平衡式快速场回波(扩散加权成像(磁敏感加权成像

#中图分类号$

(##"@+

(

(.!#@"

!

#文献标识码$

F

!

#文章编号$

!///1/-!-

%

+/+!

&

!!1!#-/1/$

OP)

'

!/@!-$/A

*

D

@:MQ4@!///1/-!-@+/+!@!!@/!*

!!!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PK)O

&!

@2B

5

,>,./;46.+=

?

20X8UUS

(

YQM,-=OQM64

C

+4-146/-.34B4,6+>4B4-.2004B2>,::4-

<

.3/-04.,:B,

<

8

-4./1>462-,-14/B,

<

/-

<

!

L) 7̂M

R

1<M

(

L)%S4154S

(

L)c%WSM1WS3

(

<;35@IS3M

R

67M

R

'3;<9M353M6%W456

<̂35;W 7̂U

V

4;35

(

IS3M

R

67M

R

"!!#//

(

%W4M3

#

EF6.>,1.

$

!

GF

H

41./;4

!

&7U;S6

X

;W<643

R

M7U;4:>35S<7YT353M:<6Y3U;Y4<56<:W7

%

J1HH0

&(

'()

64YYSU47M_<4

R

W;<6423

R

4M

R

%

O,)

&

3M6USU:<

V

;4T454;

X

_<4

R

W;<6423

R

4M

R

%

K,)

&

U<

C

S<M:<U4M;W<2<3U1

S9<2<M;7YY<;35Y<2S95<M

R

;W7M'()

(

3M6;7

V

97>46<;W<3::S93;<Y<279355<M

R

;W2<3US9<2<M;Y79;W<

:54M4:>35S<@I4.32=6

!

#-

V

9<

R

M3M;_72<M_<9<93M6725

X

U<5<:;<6Y9727S9W7U

V

4;35Y79Y<;35Y<27935

23

R

M<;4:9<U7M3M:<<E324M3;47M@&W<U:3MM4M

R

U<

C

S<M:<U_<9<J1HH0

(

O,)3M6K,)@&W<Y<279353M1

3;724:35U;9S:;S9<3M6423

R

<7Y<3:WU<

C

S<M:<_<9<3M35

X

<̀6@&W<423

R

<

C

S354;

X

3M6U4

R

M351;71M74U<931

;47

%

K=(

&

7Y;W<;W9<<U<;U7YU<

C

S<M:<U_<9<U:79<6@%72

V

393;4><M74U<93;47

%

%=(

&(

U

V

<:4Y4:3TU79

V

1

;47M93;<

%

KF(

&

>35S<3M63:

C

S4U4;47M;42<_<9<:72

V

393;4><5

X

3M35

X

<̀6@&W<3M3;724:35U;9S:;S9<

(

279

V

W757

RX

3M62<3US9<2<M;7Y;W<Y<2S9_<9<U;3;4U;4:355

X

3M35

X

<̀6@J46+:.6

!

F27M

R

;W<#-

V

9<

R

M3M;

_72<M

(

;W<423

R

<

C

S354;

X

U:79<U7YJ1HH0

(

O,)

(

3M6K,)U<

C

S<M:<_<9<!@.$.p/@".!

(

!@-A"p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6475893:;4:<

!

=7>+/+!

!

?75-$

!

=7@!!



/@.A!

(

!@+.Ap/@*+$

(

9<U

V

<:;4><5

X

@&W<9<US5;U7Y;W<,45:7E7MU4

R

M<693MQ;<U;7Y;W9<<U<;U7YU<1

C

S<M:<U_<9<

!

U4

R

M4Y4:3M;64YY<9<M:<UT<;_<<MJ1HH03M6O,)U<

C

S<M:<

%

!a/@//+

&

3M6T<;_<<MJ1

HH03M6K,)U<

C

S<M:<

%

!

"

/@//!

&-

TS;M7;T<;_<<MO,)3M6K,)U<

C

S<M:<

%

!a/@#$!

&

@FUY79

K=(3M6%=(

!

;W<K=(7Y;W<Y<27935UW3Y;4M;W<J1HH0

R

97S

V

_3UW4

R

W<9;W3M;W3;4M;W<O,)3M6

K,)

R

97S

V

U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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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W<K=(7Y;W<S

VV

<9Y<27935<

V

4

V

W

X

U4U7Y;W<K,)

R

97S

V

_3UU4

R

M4Y4:3M;5

X

W4

R

W<9;W3M;W3;7Y;W<O,)

R

97S

V

%

#a.@A#*

(

!

"

/@/"

&

@&W<K=(7Y;W<S

V

1

V

<9Y<2793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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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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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U4U7Y;W<K,)

R

9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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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UM7;U;3;4U;4:355

X

U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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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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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97S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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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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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9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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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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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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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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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F(>35S<7YJ1H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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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6K,)_<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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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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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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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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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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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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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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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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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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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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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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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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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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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U<

C

S<M:<UY79Y<;35Y<2S9U: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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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

?

72>=6

$

!

'3

R

M<;4:9<U7M3M:<423

R

4M

R

-

H<;35Y<2S9

-

J353M:<6Y3U;Y4<56<: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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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YYSU47M

_<4

R

W;<6423

R

4M

R

-

KSU:<

V

;4T454;

X

_<4

R

W;<6423

R

4M

R

!!

在胎儿生长发育过程中!胎儿股骨长度测量是很

重要的指标)

!

*

"超声在检测胎儿股骨发育情况及测量

方面已有大量研究)

+1-

*

!但超声检查穿透力有限#成像

视野小#空间分辨力及软组织分辨力低#容易受羊水过

少#胎儿位置不佳等因素影响)

#

*

!胎儿股骨不能很好的

直观显示"而磁共振检查具有大视野#多平面多参数

成像#高空间及软组织分辨率#图像直观等优势!不受

母体肥胖#羊水及胎位因素影响!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胎

儿复杂疾病产前诊断中)

"1$

*

"本文通过采用平衡式快

速场回波%

T353M:<6Y3U;Y4<56<:W7

!

J1HH0

&#磁共振扩

散加权成像%

64YYSU47M_<4

R

W;<6423

R

4M

R

!

O,)

&及磁

敏感加权成像%

USU:<

V

;4T454;

X

_<4

R

W;<6423

R

4M

R

!

K,)

&

序列应用在磁共振胎儿股骨扫描中的对比研究!旨在

探讨磁共振检查序列在胎儿股骨测量方面的临床应用

价值!为临床测得胎儿股骨长度提供新的影像学检查

技术"

材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A

年
!

月
B+/+/

年
.

月在本院行磁共振胎儿

股骨检查的
#-

例孕妇!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A@

#-p"@-$

&岁!孕周
+!

!

-.

周!平均孕周
+.@$p#@$

周!都是单胎妊娠!检查前告知孕妇注意事项及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并通过"

+@

检查方法#机器及参数

采用荷兰
8W454

V

U)M

R

<M43-@/&

超导磁共振成像

扫描仪!梯度场
#"2&

(

2

!切换率
!$/&

(%

2

3

U

&!

!$

通道体部相控阵线圈"孕妇仰卧位或侧卧位!足先进!

双手放于胸前!不交叉!交代扫描注意事项!耳部戴好

隔音耳罩"胎儿股骨扫描定位及参数$扫描以股骨冠

状面及矢状面为主!采用大范围扫描!方便扫描时区分

左右侧"扫描序列
J1HH0

#

O,)

#

K,)

!扫描参数见表
!

"

表
!

!

J1HH0

#

O,)

#

K,)

序列参数

参数
J1HH0 O,) K,)

&(

%

2U

&

KW79<U; KW79<U; *"

&0

%

2U

&

KW79<U; KW79<U; !-

采集次数%次&

! ! !

层厚%

22

&

- - -

间隔%

22

&

/ / /

翻转角%

q

&

$/

*

+/

带宽%

^̀

*

V

4E<5

&

!+A"@" -*@# $!-@-

矩阵
+$*l!A" !-+l!/A -!$l+"!

视野%

:2

&

#/l-" #/l-# -*l-*

扫描层数%层&

+# +# $

采集时间%

U

&

#+ *+ !-

-@

图像分析

主观评价$由
+

名磁共振主任医师分析三组序列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6475893:;4:<

!

=7>+/+!

!

?75-$

!

=7@!!



对胎儿股骨图像解剖结构及影像表现!在股骨长轴面

测量股骨两端之间的垂直距离!主观评价主要对图像

进行评分!采用
[323UW4;3

等)

.

*标准将图像分为三个

等级$甲等片记
+

分%胎儿股骨解剖结构显示清晰!扫

描成功率高!能很好下诊断&!乙等片记
!

分%胎儿股骨

解剖结构显示稍模糊!扫描成功率尚可!尚能下诊断&!

丙等片记
/

分%胎儿股骨解剖结构显示不清!扫描成功

率低!不能下诊断&"

客观评价$计算图像信噪比%

U4

R

M35;7M74U<93;47

!

K=(

&#对比噪声比%

:7M;93U;;7M74U<93;47

!

%=(

&!测

量胎儿股骨干#股骨上端骨骺端信号强度%

K)

&!及相位

编码方向上组织旁空气标准差%

KO

&!勾画相同兴趣区

面积为
/@+/:2

+

!计算出三组序列图像的
K=(

及

%=(

!

K=( a K)

(

KO空气-%=( a

%

K=(股骨干 B

K=(股骨上端骨骺端&(KO空气!其中K)

为股骨干#股骨上端骨

骺端的平均信号强度值!

KO空气为组织旁边气体标准差"

记录三组序列特异吸收率%

U

V

<:4Y4:3TU79

V

;47M

93;<

!

KF(

&值及采集时间"

#@

统计学方法

采用
K8KK+-@/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45:1

7E7M

符号秩检验比较三组序列图像间评分的差异!采

用
0

+ 检验对三组序列
K=(

#

%=(

#

KF(

值#采集时间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

果

!@

主观评价图像质量评分分析

#-

例图像质量评分!其中
J1HH0

#

O,)

#

K,)

平均

分分别为
!@.$.p/@".!

#

!@-A"p/@.A!

#

!@+.Ap/@

*+$

%表
+

&!

J1HH0

序列平均分高主要是简便#检查成

功率高!

#-

例检查仅
-

例因运动伪影而评
/

分!

O,)

有
*

例因运动伪影而评
/

分!

K,)

有
!/

例因运动伪影

而评
/

分"

J1HH0

序列与
O,)

序列评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a/@//+

&!

J1HH0

序列与
K,)

序列评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O,)

序列与
K,)

序列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表
+

!

三组序列图像质量评分比较!

Ma#-

"

组别
图像质量评分%例&

+

分
!

分
/

分
平均分

J1HH0 -$ # - !@.$.p/@".!

O,) +" !/ * !@-A"p/@.A!

K,) ++ !! !/ !@+.Ap/@*+$

+@K=(

#

%=(

图像质量

J1HH0

序列组股骨干
K=(

明显高于及
O,)

#

K,)

序列组%

#a"+@+#/

#

!/#@#"*

!

!

均
"

/@//!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K,)

序列组股骨上端骨骺端
K=(

高于
O,)

序列组%

#a.@A#*

!

!

"

/@/"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K,)

序列组股骨上端骨骺端
K=(

与
J1

HH0

序列组%

#a/@+AA

!

!

$

/@/"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K,)

序列组
%=(

高于
J1HH0

及
O,)

序列组%

#

a.@"+$

#

!+@."A

!

!

"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

"

表
-

!

三组序列
K=(

#

%=(

对比!

Ma#-

"

序列组
K=(

股骨干
K=(

股骨上端骨骺端
%=(

J1HH0 ##@.!Ap.@/-- *.@!#$p!+@*#$ "@-/+p!@/$/

O,) !-@+$-p+@*A! **@!#/p*@!*# A@-".p/@A-$

K,) A@*$-p!@"!" !!"@$#!p!-@.$* !-@-/!p!@*//

-@

三组序列
'(

信号分析

J1HH0

序列股骨骨干表现为低信号!股骨骨骺端

表现为稍高信号!骨骼肌为等信号!

O,)

序列在胎儿

股骨骨干表现为低信号!股骨骨骺端表现为高信号!骨

骼肌为等信号!采用脂肪抑制!母体腹壁组织信号被抑

制!胎儿股骨对比度增加!与周边界限清晰!能很好测

量股骨长度!

K,)

序列股骨骨干表现为低信号!股骨

骨骺端表现为高信号!骨骼肌为等信号%图
!

&"

K,)

对股骨轮廓显示最为清楚"而对于更多的解剖细节!

J1HH0

优势更大!但
K,)

容易受胎动明显%图
+

&"

#\

扫描时间与
KF(

值对比

单次采集时间方面!

K,)

扫描时间最短!

J1HH0

及
O,)

次之"

#-

例检查中
J1HH0

#

O,)

#

K,)

序列组

KF(

分别为
+@/p/@/* ,

(

Q

R

#

!@+p/@/" ,

(

Q

R

#

/@!p/@/",

(

Q

R

!见表
#

"

表
#

!

+

组
KF(

值及采集时间对比

序列名称 扫描时间
KF(

值%

,

*

Q

R

&

J1HH0 #+U +@/p/@/*

O,) *+U !@+p/@/"

K,) !-U /@!p/@/"

讨
!

论

要想了解胎儿宫内生长发育情况!测量胎儿股骨

长度有很重要意义"能根据胎儿股骨长度预测胎龄!

还能为预测胎儿体重提供重要依据)

*

*

!在诊断胎儿非

对称性肢体发育异常方面也有重要帮助"对于孕周明

确孕妇!长骨长度测量值低于预测值
+

倍标准差以上

或者低于第
"

百分位时考虑长骨缩短)

A

*

!因此产前诊

断胎儿股骨长度尤为重要"常规胎儿序列磁共振对股

骨等钙质结构成像质量差!本文采用新技术磁共振扫

描进行股骨长度测量!研究
J1HH0

#

O,)

及
K,)

序列

在胎儿股骨磁共振检查中的应用!为磁共振胎儿股骨

长度测量提供多序列扫描方案"

!@J1HH0

#

O,)

及
K,)

序列在测量股骨长度方面

优势

J1HH0

序列是一种完全平衡的稳定相干成像脉

冲技术!在很短的
&(

内产生高信噪比图像!成像速度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6475893:;4:<

!

=7>+/+!

!

?75-$

!

=7@!!



图
!

!

孕
+$

周胎儿股骨磁共振检查矢状面图!

3

&为
J1HH0

序列股骨图像"股骨干呈

低信号"股骨骨骺端呈稍高信号(

T

&

O,)

序列股骨图像"胎儿股骨骨骺端呈明显高信

号"与股骨干及皮肤软组织分界清晰"便于测量(

:

&

K,)

序列股骨图像"胎儿股骨干呈

清晰低信号!

!

图
+

!

孕
+A

周胎儿股骨磁共振检查矢状面图!

3

&

J1HH0

序列股骨图像"

图像清晰(

T

&

O,)

序列股骨图像(

:

&

K,)

序列股骨图像"胎动伪影明显"不利于观察!

快!对胎动及呼吸运动伪影不敏感!图像信号强度由组

织的
&!

及
&+

驰豫时间有关!具有时间分辨率高#少

运动伪影#

K=F

高等优势)

!/1!!

*

"

J1HH0

序列上因胎儿

股骨含水量少股骨骨干表现为低信号!股骨骨骺端表

现为稍高信号!骨骼肌为等信号!图像质量平均分%

!@

.$.p/@".!

&在三种序列对比中最高!主要因
J1HH0

序列扫描能
!U

内实时出图成像#时间分辨率高#能实

时查看胎儿胎动情况!方便中断及重新定位检查!能大

大提高检查成功率!但因胎儿股骨干#骨骺端与周围软

组织
&+

(

&!

比值差异不大!导致
J1HH0

图像对比度

差!在显示胎儿股骨上端骨骺端
%=(

方面稍逊于

O,)

及
K,)

组!另外
KF(

值方面!

J1HH0

是三组序

列中最高的%

+@/p/@/*,

(

Q

R

&!具有平均#极差小的

特点)

!+

*

"

O,)

序列是以编码梯度磁场中水分子自由扩散

信号为基础成像的!表面扩散系数%

3

VV

39<M;64YYSU47M

:7<YY4:4<M;

!

FO%

&表示生物组织中水分子移动的自由

度!本文采用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扩散加权成像%

K01

08)O,)

&技术)

!-

*

!该序列为
A/q

脉冲激发后!在
!*/q

脉冲的前后各施加一个强度#持续时间和方向均相同

的扩散敏感梯度场!

!*/q

复相脉冲将产生一个自旋回

波信号!其他
'(

信号利用
08)

技术进行采集"该序

列
&(

为无穷大!因此消除了
&!

驰豫对图像对比的

干扰!

&0

一般为
"/

!

!//2U

!扫描速度很快!采用脂

肪抑制!减少了脂肪与水之间化学位移伪影及图像变

形伪影!更有利于图像查看"本文
O,)

序列在胎儿股

骨骨干表现为低信号!股骨骨骺端表现为特征性高信

号)

!#

*

!在三种序列中
O,)

显示股骨骨骺端信号最明

显!与皮肤及周围软组织形成鲜明对比!骨骼肌为等信

号!能够清晰显示股骨骨骺端与周边软组织界限!方便

股骨长度测量!但
O,)

序列相比其他两组序列扫描时

间长!容易受胎儿胎动伪影影响!相比其他两组序列检

查成功率低!图像质量评分为
!@---p/@.-A

!适用于

胎动不明显孕妇磁共振检查"

K,)

技术是一种高分辨率血氧水平依赖技术

%

T57767E

XR

<M3;47M5<><516<

V

<M6<M;

&!主要是利用不

同组织间的磁敏感性的差异成像!在显示颅脑变性#细

小静脉#小出血#血管壁#铁沉积方面有明显优势)

!"1!.

*

"

+/!+

年
G3<5<

X

等)

!*

*提出
K,)]

黑骨序列
]

很好地显示

人体骨质结构!本文结合股骨骨质结构%钙质&强抗磁

敏感性成像!股骨骨质结构抗磁性造成局部磁场不均

匀变化!造成体素内质子去相位!

&+

'

值变短!股骨干

信号减低!使股骨干与周边软组织间对比增强!更清晰

显示股骨干形态"常规
K,)

序列采用三维梯度回波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6475893:;4:<

!

=7>+/+!

!

?75-$

!

=7@!!



序列%

;W9<<1642<MU47M35

R

9364<M;<:W7

!

-O1I(0

&!

&0

长#分辨率高#采集时间长#容易受胎动及母体呼吸运

动图像影响!使用在胎儿检查图像效果差"本文采用

二维梯度回波
K,)

序列与并行采集联合技术!屏气扫

描!有效减少呼吸运动伪影!层数
$

层!每次屏气时间

为
!-U

!大大缩短了扫描时间!并且结合文献)

!A

*采用

&0

为
!-2U

!所采集
K,)

图像磁敏感伪影较少!股骨

干及骨骺端解剖结构显示清晰!股骨轮廓显示清晰"

在图像信噪比%

U4

R

M35;7M74U<93;47

!

K=(

&及对比噪声

比%

:7M;93U;;7M74U<93;47

!

%=(

&方面!

K,)

序列组股

骨上端骨骺端
K=(

高于
O,)

序列组%

#a.@A#*

!

!

"

/@/"

&!

K,)

序列组
%=(

高于
J1HH0

及
O,)

序列组

%

#a.@"+$

#

!+@."A

!

!

"

/@/"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主要是因为
K,)

采用+黑骨,技术!在图像上周围

其他胎儿#胎盘#羊水组织全部被抑制!股骨干呈清晰

低信号!能很好显示股骨干情况!

K,)

序列采集时间

仅
!-U

#

KF(

值为
/@!p/@/",

(

Q

R

!是三种序列中最

小的"但
K,)

序列对运动很敏感!需要孕妇屏气配

合!一次屏气%

!-U

&扫描范围小%

$

层&"需要多次屏气

扫描!增加了胎动伪影发生率!使检查成功率不高!图像

质量平均分为
!@+.Ap/@*+$

!低于
J1HH0

序列组评分"

+@

本研究不足之处

受限于样本量少!未讨论不同孕周
J1HH0

#

O,)

及
K,)

序列在显示胎儿股骨解剖结构方面的应用价

值!未对股骨测量值与超声或其他检查进行分类统计

分析"

-@

磁共振胎儿检查安全性

KF(

值是指单位质量的人体组织吸收的射频能

量"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HOF

&及国际非电离辐

射防护委员会%

)%=)(8

&标准规定了在胎儿磁共振检

查中
KF(

值在
-@/,

(

Q

R

以下)

+/

*

"本文
J1HH0

#

O,)

及
K,)

序列
KF(

值分别为
+@/p/@/*,

(

Q

R

#

!@+p

/@/",

(

Q

R

#

/@!p/@/",

(

Q

R

!均在安全值范围内!临

床婴儿出生后随访也未发现有关不良反应!因此磁共

振检查是相对安全的"

综上所述!

J1HH0

#

O,)

及
K,)

序列都能应用在

胎儿股骨长度测量方面检查!能够为临床提供直观股

骨长轴图像"

O,)

在显示股骨骨骺端高信号!在测量

股骨长度方面有独到优势!但扫描时间长#容易受运动

伪影影响"

K,)

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高!能够清晰显

示股骨干情况!显示股骨干分辨率高!但需要多次孕妇

屏气扫描!容易受运动伪影影响"

J1HH0

序列能简

单#快捷获取股骨图像#不易受运动伪影影响!扫描成

功率高!图像质量平均分最高!但信噪比稍低"三种序

列在磁共振胎儿股骨检查方面各有优势!在实际应用

中可以根据现场孕妇情况进行序列选择扫描!本院常

以
J1HH0

序列为主!

O,)

及
K,)

序列为辅进行胎儿

股骨扫描!为产前胎儿精准影像学诊断提供有力保障!

降低胎儿骨骼畸形及缺陷儿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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