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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功能成像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一脑血栓形成的几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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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评价磁共振功能成像 ∀Α9Β ;% 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材料与方法
≅

应用>? 公司 4 2 Χ.
− Δ ∗ + ∃ Ε ∗ .

磁共振成像系统及血氧合水平 ∀Φ ∗ ΓΗ% 法
,

对 # Ι例脑血栓形成患者进行检查
。

∋∃ 加权像应用自旋回波 ∀4?
, 。ϑ ∃ .

) Κ ( ∗% 序列
,

∋ 8 :

应用单次激发回波平面成像 ∀? 1工
, ) Κ ( ∗ ϑ ∃ − . − 2Λ− Μ 2 . 创 序列

。

实验采取对照 一任务一

对照一任务或任务一对照一任务一对照范式
,

应用!  4 ϑ − + Κ 工作站
、

有关数据处理软件以及卜检验与相关分

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

结果
≅

对照组多数患者短期内病情稳定
,

停脱水降颅压药后
,

很快复发
。

只有

一例四十岁男性例外
。

Α9Β 工显示仅 �例本组患者大脑皮质初级运动区有激活
。

实验组患者治疗期内病情稳定
,

一

个疗程内功能明显恢复
。

Α 9Β ;显示实验组患者大脑皮质初级运动区明显激活
。

结论
≅

磁共振功能成像在检测脑

血栓形成患者功能恢复方面是一个客观而有效的手段
,

同时亦提示脑血栓形成急性期应用改善脑血管微循环药物

疗效巩固
,

应用与不用相比有明显差别
。

关键词 脑血栓形成 磁共振功能成像 银杏 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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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功能成像 ∀ΑΟ . ∗ 3 2∗ ,∃− ∃ 9− Χ . ) 3 2∗ Β ) 4 ∗ . − . ∗ ) ;Λ − Χ 2, #�
,

Α姗; % 技术
,

是一项崭新的
、

无创伤的检测技术
。

自从 #� �# 年 !月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首次展示人脑视皮层功能活动以来
,

Α9Β ;

技术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重视
。

本文应用该技术对脑血栓患者进行研究
,

以评价该技术在

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材料与方法
#

6

## 晦床资料
≅
实验选取脑血栓患者#Ι 名

,

分为两组
,

每一组受试者∴名
,

其中
,

男性 Ι名
,

女

性�名
。

患者年龄 =  ⎯ ∴ #岁
,

平均年龄为Ι α岁
。

对照组
≅
在治疗中仅采用脱水

、

降颅压
、

保持离

子平衡方法
。

应用 � 。β 甘露醇 # � ! Λ 工每十二小时静脉点滴一次
,

三天至五天后减为每日一次
,

逐渐减量
,

一至两周内停药
。

实验组
≅

除采用上述方法外
,

同时给予改善脑血管微循环药物 ∀银杏叶提取物
≅

德国威玛舒

培博士药厂% 治疗
。

该药# ∗ 4Λ Χ 加到! β葡萄糖� !  Λ 工或。
6

� β生理盐水 � ! ∗ Λ ∃ 内
,

每日一次静

脉点滴
,

十至十五天为一个疗程
。

#
·

�磁共振成像
#

6

�
6

#实验任务
≅
本实验 以患侧手指运动作为实验内容

。

手指运动又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

实验采

用对照一任务一对照一任务范式或任务一对照一任务一对照范式
,

由计算机进行控制执行
。

#
6

�
6

�扫描设备及参数
≅
应用 > ? 公司4 2 Χ . − Δ ∗ + 2 Ε ∗ . #

6

!∋ 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
,

正交头

线圈
,

取仰卧位并头颅固定
。

实验任务由磁共振音响系统完成
。

矢状位
、

冠状位及横轴位选取

自旋回波 ∀4 ϑ 主. ) ) ( ∗ , 4 ? %序列∋ ∃加权像
。

∋ Β χ ∋ ? = = ∗ χ # # Λ 4 ,

� ! Ι Τ � ! Ι矩阵
,

必要时应

用增强扫描
。

∋ 8 :

加权像采用血氧合水平 ∀Θ ∃ 。。/ ∗ ς , Χ ) . − 3 2 ∗ . ∃ ) Ω ) ∃ / ) ϑ ) . / ) . 3
,

Φ ∗ Γ Η%

法
,

并且应用单次激发回波平面成像梯度回波序列 ∀Χ + − / 2 ) . 七 ? 1工%
≅

∋ Β χ ∋ ? �    χ Ι ∗ Λ 4 ,

# � ∴ Τ # � 4矩阵
,

Ν∗ Ω 8以ς � =或� � ς � � ) Λ
,

层厚 Ι或 !二
,

层∃司距
<或 �

6

!二
。

每阶段成像 ! 。一 #  。帧
。

#
6

�
6

< 图像处理
≅

应用4 Ο . 4 ϑ − ∃ Κ
工作站及有关分析软件

,

对所获图像进行处理
,

同时应用

感兴趣区对大脑相应兴奋区域进行 3 检验与相关分析
,

作出此区域的时间一信号强度变化曲线
。

此外
,

应用∋ − ∃ − 2 + − Κ (和∋ ∗ Ο + . ∗ Ο ς 图谱川对所获图像进行标准化处理
。

� 结 果

对照组
≅

名数患者短期内病情稳定
,

停脱水降颅压药后
,

很快复发
。

在一个疗程内功能恢

复明显慢于实验组
。

本组中只有一例四十岁及一例五十六岁男性例外
。

该�例患者经过脱水降颅

压治疗后
,

病情稳定
,

治疗中无其它合并症
。

创Β 工显示本组 中仅该 � 例患者有大脑皮质初级运

动区的激活
。

实验组
≅

患者治疗期 内病情稳定
,

一个疗程内功能明显恢复
。

Α9 Β 工显示实验组患者大脑皮

质初级运动区明显激活
。

< 讨 论

自从 # � � # 一 。! 月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首次展示 人脑视皮层功能活动 以来
,

磁共振功能成像

∀剑Β 工% 技术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重视
。

这是由于它具有较高的空
、

时间分辨率和良好的



� 期 韩樱等
≅

磁共振功能成像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可重复性
,

更重要的是
,

它是具有非侵入性
、

无创伤特点的研究方法
,

可以用于直接观察人脑

的神经功能活动
。

目前在磁共振功能成像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是血氧合水平 ∀Θ 工。。 / ∗ ς , Χ ) . − 七2 ∗ .

∃)Ω
) 工 / ) ϑ )

./
) . 3

,

Φ ∗ ΓΗ% 法
,

其主要原理是人脑功能区活动时
,

局部脑组织静脉血氧浓度

较周围组织高
,

脱氧血红蛋白减少
,

后者是较强的顺磁性物质
。

其减少则造成脑组织体元内失

相位少
,

∋ 8 :

长
,

因而在∋ 8 :

加权像中局部信号增加
δ “

,

“’。

本研究采用国际公认的Φ ∗ Γ Η法
,

应用回波平面成像梯度回波序列
,

对两组脑血栓患者的急

性期与恢复期进行了临床观察与Α9 Β 工研究
。

结果显示两组急性期患者脑内均无明显激活区
] 而

在恢复期
,

对照组中Ι例患者脑内未见明显功能活动区
,

仅两例较年轻患者例外
,

其脑内可见功

能活动区
。

该两例患者年龄均较年轻且初患此病
,

其中∃例为四十岁男性
,

另一例为五十六岁男

性
,

平常身体素质较好
。

经临床脱水
、

降颅压及保持离子平衡等方法治疗后
,

无其他合并症
,

痊愈出院
。

分析该两例患者的较快恢复可能与其年龄及身体素质有关
。

实验组 ∴例患者脑内均可

见明显激活区
。

说明了其患侧肢体运动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恢复
。

上述结果亦提示在脑血栓形成

的急性期应该尽早应用改善脑微循环类药物如银杏叶提取物等
。

后者对于清除体内自由基
、

保

护细胞膜
,

调整血液循环
、

保持血管张力
,

降低血液粘稠度以及抑制电解质失衡等方面有重要

作用
。

本研究在磁共振功能图像中不仅可以观察到患者的脑功能活动情况
,

而且还可以直接观察

到脑功能活动区与脑损伤部位之间的位置关系
,

以及动态观察患侧脑组织的恢复情况等
,

对指

导临床医生进行下一步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

总之
,

剑Β 工不仅可应用于脑高级功能研究如认知
、

记忆等科学领域
,

亦可在临床医学研究

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

而且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

如用于对脑肿瘤患者

的外科治疗以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中
ε。

,

, ’。

本研究通过对脑血栓形成患者进行临床观察与

Α9 Β 工研究
,

并以检测患者的患侧肢体的手指运动作为实验内容
6

旨在探索创Β 工在临床医疗工作

中的作用
。

当然
,

亦可根据患者的损伤部位不同
,

分别对其深
、

浅部感觉
,

视觉甚至听觉进行创Β 工

研究
,

这方面研究尚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

致谢
≅

对本课题申请过程中我院王楠院长
、

塔明义副院长 以及相关各科室领导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

衷心地感谢
。

此外
,

亦感谢孙成华
、

胡浩
、

赵峰
、

刘京伟等同志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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