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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枢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第3版)(上下卷)》是一部阐述脑和脊柱疾病的权威性巨著。
全书分上下2册5部分35章，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磁共振成像的原理、脉冲序列和磁共振伪影；第二部
分阐述了多种脑部常见病和少见病的磁共振成像诊断及鉴别诊断；第三部分阐述了颅底解剖和颅底常
见病的磁共振成像诊断及鉴别诊断；第四部分阐述了脊柱脊髓常见病和少见病的磁共振成像诊断及鉴
别诊断；第五部分阐述了磁共振功能成像和磁共振波谱的临床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囊括病种多，部分少见疾病在国内出版的相关专著中尚未见到。
本书是国内外有关脑和脊柱疾病磁共振成像最为翔实的版本。
对疾病的论述详尽，从疾病的发生、流行病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直到详尽的磁共振成像表现和诊
断，更有多数疾病加有鉴别诊断，部分章节以解剖区域阐述相关疾病。
图片丰富，其中穿插的病理组织图片、尸检图片和术中图片更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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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W.Atlas)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医学中心神经放射科主任，
在国际磁共振专业领域是泰斗级人物。

译者李坤成教授,是宣武医院放射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
分会全国委员、影像工程学组组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李坤成教授专长于神经影像学和心血管影像学，在比较影像学、数字化影像学及图像后处理和医学影
像学临床应用质量控制等三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
曾主编专著5部，其中《心血管磁共振成像诊断学》和《心脏及大血管疾病磁共振诊断图谱》，填补
了国内空白。
其所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影像诊断、影像技术和医学工程紧密结合的
科研工作居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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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设备：磁体、线圈和硬件1895年11月8日，在巴伐利亚的伍兹伯格，威廉?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
管时检测到一种从射线管发出的辐射线。
1896年1月初，关于x线的这一发现已经被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报纸所报道，至1月末，麻省理工学院物理
系开始使用能证实伦琴发现的设备。
几乎在发现X线的同时即产生了人体x线图像，1896年4月（伦琴发现x线6个月后），F.H.威廉姆斯在波
士顿医学会议上展示了x线的人体骨骼成像。
从发现核磁共振（nucleaF，magnetic resonance，NMR）现象到获得临床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MR）图像历时l40年，与x线相比较，MR成像技术在发展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所付出的努力都显示
了MR基础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复杂性。
荷兰物理学家C.J.高特在1936年首先提出了NMR理论，但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洛赫、
珀塞尔及合作者才将这一理论在真空室以外的实验中得到证实。
NMR早期主要用于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些早期研究应用于试管大小的样本，或
者用于通过真空室的原子或分子束，主要应用当时较好的物理实验室常有的标准化、相对小的磁体。
NMR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汇集了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有趣的是，这些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最初
对人体成像的实用性提出过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仅有少数人体和动物组织的NMR研究报道。
1973年Lauterbur提出的关于应用梯度磁场对NMR空间位置进行编码的提议成为开启现代NMR临床应用
的钥匙，使人体断层解剖图像的获得成为可能。
几年以后，诺丁汉大学两个研究组在1976年和l977年首先获得人体解剖图像。
用于人体成像的设备应能产生强度高、特别均匀和磁场非常稳定的大容积磁体；换言之，必须将NMR
设备从处理试管内样品的规格升级成能对人体进行研究的规模。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应用这样的磁体进行实验，很快获得了整个人脑或躯干的NMR信号。
人体的解剖结构非常复杂，从人体发出的NMR信号具有复杂的时间依赖性电压变化，为了引出这些信
号，人们在磁体内部放置特殊接收线圈，以精确测定时间依赖性电流。
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和开发提出了控制这些线圈中的电流和将NMR信号转化成图像的方法，包括反投
影、敏感点和场聚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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