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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的临床应用

上海市华东医院 倪新瑜 王赞舜

磁共振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 (M R C T )是 70 年代

末随着计算机
、

电子和超导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最新医

用诊断仪
。

M R
一C T 始于英国

,

美
、

日两 国后 来 居

上
。

目前我国京
、

沪
、

穗等大城市使用和正在安装的

十几台各种类型的 M --R C T 机均系引进
。

M耳 C T 继 X
一C T 后

,

一跃而为举世瞩目的诊

断仪热点
。

其主要原因是 M --R C T 彻底摆脱了放射

线对人体的损害 ; 另外
,

一般情况下不用大量含碘造

影剂 ; 同时
,

不改变病员的体位可获得任意断面 (横

断面
、

矢状面
、

冠状面 ) 的全貌三维图像
,

并可去除

重叠骨影
。

M--R C T 与 X
一C T 的区别见表 1

。

表 1 M R
一C T 与X

一 C T的区别

M R
一

c :

}
’

x
一

cT

需屏蔽室

有幽闭恐怖症 (超低场机无 )

改变脉冲序列参数
.

改变图象
对比 度

一次多层 扫描

扫描速 度慢

金属异 物暗区 影

检查费用 昂贵 (超低场类型不

贵 )

不需

无

平扫及增强

一次单层 扫描

快

金属 物线条状 影

较低
,

与超低场机相近

M耳 C T 的临床应用 国外已有较多的经验
,

国内

也在逐渐积累之中
。

使用M R
一C T 时凡体内带有金属

异物和 /或电子
、

电极植入者如心脏起搏器
、

动脉 止

血夹
、

勿合夹等为绝对禁忌症 , 义眼
、

义齿
、

金属节

育环
、

金属弹片等为相对禁忌症
。

M R
一 C T 使用范围

极广
,

遍及全身各部位
。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颅脑
、

脊

柱方面 M弃C
f

r 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

如脑肿瘤
、

出血
、

水肿
、

梗塞
、

血管性病变
、

脑白质 病
、

脑 萎

缩
、

脑积水等均可清晰显示
。

脑干
、

小脑
、

颅颈交界

处病变 M R
一 C T 较 X

一 C T 显示更好
。

推管内病变
,

M砰 C T 可直视脊髓
,

鉴别髓内
、

外肿瘤
,

因而更为

可靠
。

脊髓变性性病变
、

脊髓空洞症等原 来 不 能 直

视的病变 M砰 C T 显示清楚
,

并可利用脑脊液在 T :

加权像像中信号增强泛亮
,

达到类似椎管碘水造影的

作用
。

椎间盘突出
、

髓核变性
、

黄韧带肥厚等软组织

变化
,

M R
一 C T 已完全取代髓核造影

、

椎管碘油或碘

水造影
、

硬膜外碘水造影
、

椎静脉丛造影等常规的创

伤性检查
。

盆腔脏器病变 (膀胧肿瘤
、

前列腺肥大或

肿瘤
、

子官卵巢病变 ) 诊断效果 良好
。

腹腔扫描由于

时间较长
,

受呼吸等影响
,

使用尚受到一定限制
,

但

在显示肝内囊肿
、

血管瘤等病变不次于 X
一C T

。

随着

门控技术的发展
,

扫描时间的缩短
,

腹部 M R 图质

有希望提高
。

致密骨的早期病变和钙化病灶
,

由于含

水量少
,

氢质子密度低
,

信号亦低而不易在 M R 像

中呈现
,

但关节骨端松质骨
、

骨髓胜的早期病变
、

关

节软骨
、

半月板
、

滑膜囊
、

肌键韧带等软 组 织 病 变

M R显示满意
,

比关节腔造影
、

骨分层平片为好
。

胸

部方面
,

对心脏大血管的作用已如前述
;
肺纵隔由于

M R
一C T 可清楚地显示血管系

,

对纵隔及肺门的肿瘤

性病变有利于立体地了解相邻血管系的关系及病变进

展的范围
,

但对肺野内微细病变的检出能力较 X
一C T

差
。

M R
一
C T 与 X

一
C T 诊断价值 比较见表 a2

表 2 M R
一
C T 与 X

一C T 诊断价值比较

M R
一

C T > X
一

C T

大脑 小脑 颅颈部

脑 千 后颅凹 眼眶

脊髓 蛛网膜下腔

椎间盘 髓核 韧带

M R
一

C T = X
一

C T M R
一

C T < X
一

CT

颅骨及颅 屏赁构

推体

颐部软组织

心脏 大血管

盆腔

骨髓二
_

肌 肉 骨关节 软骨盘

纵璐

脾

胸赌

胆胰

肾上腺

肺肝肾

致 密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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