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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写共5章，第一章总论除介绍X线、CT、MRI、DSA检查技术的应用、综合应用的原则及PACS
外，还介绍医学影像质量管理和控制。
第二至第五章分别介绍相关检查技术，在各系统和部位的检查方法，对比剂应用。
超声检查技术删除归入《医学超声影像学》中。
第3版除对该书光盘进行了增删外，还增加了习题集。
这样可以直观理解书中所讲检查技术的原理、内容与实际操作。
配套的习题集紧扣本教材的核心内容。
在第3版编写过程中，注重第2版教学中教师、学生反映的问题，删除较难理解且不实用的内容，增加
近几年来新出现的影像检查技术，以达到全面介绍、文字简明、便于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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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线圈体线圈或选用包绕式体部表面线圈（检查胸部）、包绕式心脏表面线圈（检查心脏大血
管）以及相控阵线圈。
2.体位首先使患者坐在检查床上，在其左前胸或左后胸放置心电门控电极。
注意电极不应放置在肋骨上或肩胛骨上，否则心电信号将减弱。
电极放置好后，应将多余导线包裹于海绵块内。
也可使用外周门控达到心电门控目的，方法是将指脉的压力传感器贴紧手无名指指腹，嘱患者尽量保
持该手指不动。
患者取仰卧位，身体长轴与床面长轴一致，足先进，双上肢置于身体两侧，双手交叉于腹前。
呼吸补偿感压器应放在呼吸幅度最大部位。
注意感压器导线和心电导线均不可接触到磁体。
矢状位定位光标应正对患者身体中线，轴位定位光标应正对胸骨角水平，锁定位置。
检查呼吸门控和心电门控波形显示良好后，进床至磁体孔中心，再次检查两种门控波形显示良好后开
始扫描。
胸部检查如使用包绕式表面线圈时，线圈应置于患者背后，线圈横轴与患者背部中线垂直，中心对准
胸骨中点，线圈两端向胸前包裹。
心脏大血管检查如使用包绕式心脏表线圈时，线圈横轴中心应正对左锁骨中线第5肋问处，然后两端
分别包绕胸部并用束带固定于左侧胸壁。
3.扫描（1）常规扫描方位：肺与纵隔检查常规使用轴位、冠状位，根据需要加扫矢状位及斜位。
心脏大血管检查除轴、冠、矢状位外，还应获取心脏四腔心、长轴位、短轴位等功能分析位（见本章
第八节）。
（2）扫描定位像：可先取冠状位sE序列T，WI作为定位像，确定轴位扫描层面；再以轴位图像作为定
位像，确定其他方位扫描层面。
系统具有3一PL功能时，可同时获取轴、矢、冠状定位像进行定位。
（3）成像序列：常规选用SE、GRE序列等。
心脏大血管检查可选电影成像等方式（见本章第八节）。
可选用流动补偿、预饱和等功能及脂肪抑制技术。
胸部冠状层面成像应以左右方向、轴位和矢状位层面成像以前后方向作为相位编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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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
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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