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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神经影像学》主要内容包括：功能影像学技术、脑功能图像处理与分析、脑功能的影像学
研究等内容。
由刘树伟、尹岭和唐一源三位教授主编并组织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编著的这本《功能神经影像学》共
分三篇44章。
第一篇介绍了“功能影像学技术”及其新进展；第二篇为“脑功能图像处理与分析”评介、相关原理
、使用方法等；第三篇“脑功能的影像学研究”，综述正常与异常脑功能的影像研究的新进展。
全书共84万字，附图片464幅，可谓图文并茂，内容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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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直立负荷试验 正常人因体位改变所造成的脑血流灌注降低往往是暂时性的
，通过神经、体液的调节可很快恢复。
在某些病理情况下，神经、体液调节因素不足以或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调节脑血流至正常水平，可引起
大脑rCBF低下，甚至引起昏厥。
根据这一现象，分别在基础状态（卧位）和立位负荷状态（由卧位突然转变为立位）时进行脑血流灌
注显像，比较两次显像的结果，可用来诊断体位性脑血流灌注低下和隐匿性脑缺血。
 受试者先行静脉穿刺保留静脉通道，然后戴眼罩、塞耳塞后躺在特制的、腿部以下可移动的检查床上
，腿部垫高休息20 min。
室内安静、光线暗淡，用自动血压心率记录仪测定基础血压、心率等。
检查时快速移去腿部支持物，让受试者在2～3 S内由卧位转为直立位，并由两名助手扶持受试者保持
直立体位2 min以上。
直立即刻由医生自静脉通道快速“弹丸”式注入脑显像剂，如用同日分割剂量法，则给予小剂量。
同时记录直立位血压。
然后根据注射之显像剂的特性决定首次显像的时间。
首次显像（负荷显像）采集完毕后受试者保持原位，即卧位，再次通过静脉通道注入第2个剂量（大
剂量）的脑显像剂，并以同样条件再次进行脑血流灌注显像，作为基础影像。
直立负荷试验的处理分析方法、影像自测比较和定量数据分析与乙酰唑胺试验相仿。
 直立负荷试验可用于检测隐匿性脑血流灌注低下，且对了解直立性低血压的脑血流供应状况也有诊断
意义。
尤其适用于由颈内动脉闭锁、狭窄、或大脑中动脉病变和脑血流自动调节能力低下等原因造成的直立
性低血压患者，以发现基础状态显像无法检测出的病灶。
 （五）其他药物负荷试验 脑血管疾病时用L—乙酰肉毒碱负荷，癫痫时用美解眠诱发，Parkinson病时
用抗胆碱药物负荷，精神分裂症中用抗精神病药物负荷等都可进行脑血流负荷试验。
国内易得的一些血管扩张剂，如潘生丁、腺苷等用作脑负荷试验的方法如下。
 1.用潘生丁负荷脑血流灌注显像评价rCBF对6例重度颈动脉疾病的患者，用隔日法在1～3 d的问隔内完
成基础状态和潘生丁负荷态的SPECT脑血流采集。
潘生丁负荷脑血流灌注显像的程序如下：在心电图、血压和心率的监护下，4 min内缓慢静脉注入潘生
丁0.57 mg／kg，注射完3 min后，静脉注入脑血流灌注显像剂99m Tc—HAMPAO 30min后采集。
负荷状态显像和基础状态显像的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
其中2例还加作了乙酰唑胺负荷试验。
经影像重建和定量及半定量数据处理，6例均显示颈内动脉狭窄80％以上，其中3例伴有对侧颈动脉狭
窄。
4例潘生丁负荷试验显示同侧大脑半球为低灌注区，提示脑血流储备低下和潜在的局部缺血危险。
6例中有4例注射潘生丁后两侧的不对称性较基础态时明显，其中2例同时进行乙酰唑胺负荷试验，这种
不对称性征象以潘生丁负荷更为明显。
因此认为，潘生丁负荷对估价脑血流储备有应用价值，有助于显示血管储备能力低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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