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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X线、CT检查早已普及到县级基层医院，近几年基层医院也纷纷引进了MRt诊断设备，为基层医院提
高疾病的诊断水平、普及放射科相关治疗技术提供了可能。
但另一方面，基层医师很多没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专业教育，加之多年在基层，所见病例量少，病种
局限，影像读片诊断存在困难。
目前市场上影像方面的多数图书或者过专、起点过高，或者是面向学生的入门小手册，内容过少、过
浅显，不能满足基层医师的临床实际需要。
针对目前的现状，本着“贴近基层实际，提高基层影像诊断水平”的原则，我们编写了这套“影像读
片从入门到精通系列”，共三个分册，分别为《X线读片指南》、《CT读片指南》、《MRI读片指南
》。
     以简洁的语言写明各系统读片的共性技巧和报告书写内容和方法。
     病例的选择上，贴近基层实际，全面覆盖基层常见病及多发病，同时也包括一些少见病，便于拓展
影像学诊断思路。
     在写作方法上，遵循影像读片的正常思路，以典型的图片资料为主线，以最简明的语言给出读片分
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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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磁共振成像（MRI）是利用原子核在磁场内所产生的信号经重建成像的一种技术。
人体内的氢质子分布最广，含量最高。
每一个氢质子可被视为一个小磁体，正常情况下，这些小磁体自旋轴的分布和排列是杂乱无章的，若
人体置于一个强大的外磁场内时，这些小磁体的自旋轴将按磁场的方向重新有规律地排列，此时施加
一个能够影响磁场方向的射频脉冲，使其产生共振，当射频脉冲停止后，磁场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并以射频信号的形式释放出吸收的能量，这个视频信号被接收后，经计算机处理后重建成图像。
　　二、常用MRI机分类　　按照所用的磁体不同，MRI机可分为常导型、永磁型、超导型。
前两者磁场稳定性差，目前应用最多的为超导型。
超导型磁场稳定而均匀，不受外界温度影响，场强高，可调节；缺点是造价高，维护费用高。
　　三、纵向弛豫与横向弛豫　　纵向弛豫又称自旋一晶格弛豫，简称T1，是指90。
射频脉冲停止后，纵向磁化矢量从最小值恢复至平衡态的63％所经历的弛豫时间。
不同组织的T1不同，其纵向弛豫率亦不同，故产生MRI信号强度的差别。
MRI信号主要依赖T1而重建的图像称为T1加权像。
　　横向弛豫又称为自旋一自旋弛豫，简称Tz，是指射频脉冲停止后，横向磁化由最大量衰减到37％
所经历的时间。
T2值也是一个具有组织特异性的时间常数，不同组织以及正常组织和病理组织之间有不同的T2值。
MRI信号主要依赖T2而重建的图像称为T2加权像。
　　四、MRI图像的特点　　图像反映组织问弛豫时间的差别；可多方位成像；可以直接轴位成像，
或冠状位、矢状位成像。
可多参数成像；可同时得到T1加权像、T2加权像、质子密度加权像。
有流空效应；可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情况下，使血管显示。
　　五、MRI对比增强的原理及意义　　由于正常与异常组织的弛豫时间有较大重叠，故MRI影像特
异性较差，为提高影像的对比度，可以人为改变组织的MRI的特征性参数，即缩短T1和T2。
MRI对比剂能改变组织和病变的弛豫时间，从而提高组织与病变之间的对比。
　　MRI对比剂按增强类型可分为阳性对比剂（如钆一二乙三胺五乙酸，即Ga-DTPA）和阴性对比剂
（如超顺磁氧化铁即S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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