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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0T磁共振成像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简称3.0T磁共振）是目前被各国医疗卫生主
管部门批准的、可以在临床常规使用的最高磁场强度的磁共振仪。
自2002年第一台3.0T磁共振仪在中国内地装机以来，3.0T磁共振的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在我国进入蓬勃
发展的阶段。
目前，3.OT磁共振仪不仅成为许多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流磁共振设备，而且逐渐向地市级医院普及
，3.0T磁共振的从业人员队伍逐渐壮大，临床受益人群日渐增多。
没有图像就没有影像医学，而图像的可靠优质获取是影像医学的基础和前提。
在MRJ发展中3.0T磁共振较1.5T磁共振具有巨大优势，如更高的信噪比和更佳的空间与时间分辨率；但
同时，高场条件下保持磁场的均匀性变得更加困难，射频能量特殊吸收率（SAR值）也明显增高。
编者在使用3.0T磁共振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如何使广大磁共振从业人员更好地利用3.0T磁共振设
备，充分发挥其优势及潜力，是目前临床所面临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因此迫切需要一本3.0T磁共振的临床规范化扫描指南来作为广大临床磁共振应用医师和技师的指导性
参考手册。
这正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本书由国内知名放射学家指导组编，由3.0T磁共振临床应用经验丰富的临床放射学家和放射技术人员
共同参与本书的编写。
本书所有素材均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的临床数据，是广大3.0T磁共振工作者临床经验的积累
。
华西医院是目前国内单点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拥有三台3.0T全身磁共振仪，分别来自目前市场占有
量最大的三大厂家GE、Philips和Siemens，在3.0T磁共振应用方面独具优势。
华西临床磁共振中心具有丰富的3.0T磁共振新技术应用经验，在国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并具备一定
国际影响力。
这些条件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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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3.0T磁共振扫描技术方面的指南『生著作。
全书共计7章，10万余字，插图400余幅，扫描实例80余例。
编著者结合自身的临床工作经验和3.0T磁共振临床使用经验，根据患者病情和临床需要设计个性化扫
描方案，讨论脉冲序列优选和成像参数优化，针对_生地提出了提高3.0T磁共振检查质量的经验和技巧
。
全书按人体解剖分部或特殊的临床病症划分章节，便于读者快速查阅，易读性强。
书中还附有丰富的扫描实例供读者参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书不仅适合MR操作人员阅读使用，也可是影像诊断医生、临床医生、影像专业学生了解3.0T磁共振
的参考书籍，对于医院进行3.0T磁共振规范化和人性化检查也将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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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头颈部  一、头部    （一）头部MRI常规扫描    （二）不合作患者的头部扫描    （三）微量脑出
血患者的扫描    （四）癫痫患者的扫描    （五）超急性期和急性期脑梗死的头部扫描  二、垂体  三、
颅神经  四、眼眶  五、鼻、鼻窦及鼻咽部  六、颞骨、内耳  七、颞颌关节  八、颌面、口腔  九、颈部
软组织第二章  胸部  一、胸壁  二、纵隔  三、肺占位  四、肺弥漫性病变  五、肺血管  六、乳腺    （一
）乳腺    （二）乳房植入物第三章  心脏  一、先天性心脏病  二、心脏瓣膜病  三、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四、心肌病  五、心包疾病  六、心脏肿瘤  七、获得性心脏病  八、心、胸部大血管第四章  腹部、盆腔 
一、肝脏／上腹部  二、胆道系统  三、胰腺  四、小肠  五、肾上腺  六、肾脏  七、子官、阴道、膀胱
、直肠    （一）子宫、阴道    （二）膀胱    （三）直肠  八、前列腺  九、产道  十、腹部及盆腔血管成
像  十一、尿路成像（MRU）第五章  脊柱  一、颈椎    （一）颈椎榻伤患者的扫描    （二）颈椎炎症、
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颈椎病患者的扫描    （四）颈段脊髓病变患者的扫描    （五）平山病患者的
扫描    （六）脊柱侧弯患者的扫描    （七）臂丛神经    （八）颈动脉、椎动脉  二、胸椎    （一）胸椎
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胸椎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胸椎病患者的扫描    （四）胸段脊髓病
变患者的扫描    （五）脊柱侧弯患者的扫描  三、腰椎    （一）腰椎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腰椎炎症
、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腰椎病患者的扫描    （四）腰段脊髓病变患者的扫描    （五）脊柱侧弯患
者的扫描    （六）骶尾椎、骶髂关节    （七）坐骨神经第六章  上肢  一、肩关节    （一）肩关节损伤患
者的扫描    （二）肩关节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二、上臂    （一）上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上臂
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肘关节    （一）肘关节外伤患者的扫描    （二）肘关节炎症、肿瘤患者的
扫描  四、前臂    （一）前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前臂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四、腕关节    （一）
腕关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腕关节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五、手    （一）手外伤患者的扫描    （
二）手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第七章  下肢  一、髋关节    （一）髋关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髋关
节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二、大腿    （一）大腿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大腿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大腿血管  三、膝关节    （一）膝关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膝关节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四、小腿    （一）小腿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小腿炎症、肿瘤患者的扫描    （三）小腿血管  五、踝
关节    （一）踝关节损伤患者的扫描    （二）跟腱损伤患者的扫描    （三）踝关节炎症、肿瘤患者的
扫描附录  3.0T磁共振成像（MRI）序列及参数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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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需要注意事项：据受检者的呼吸控制模式，对于肺部MRI序列可以作如下划分：屏气扫描模式
：T.WI首选二维扰相梯度回波序列；需要检查肺转移和肿瘤性结节病变，首选三维高分辨快速梯度回
波序列。
TWI可选择快速自旋回波序列、SS-FSE或HASTE序列；梯度回波序列首选二维扰相快速梯度回波序列
和真稳态进动快速梯度回波序列即如图2-22所示。
采用并行采集技术可以加快扫描速度，缩短屏气时间和次数。
呼吸触发扫描模式：适合于呼吸节律和幅度都较均匀一致、心律整齐的受检者。
选用序列与屏气模式相似，只是需要调整TR与心动或呼吸周期保持整数倍的关系，且激励次数不小
于2次。
如图2-23、图2-24所示。
不选用运动补偿的采集模式：适合于不能良好屏气和均匀呼吸的受检者（包括危重昏迷患者、呼吸不
配合和心律不齐的受检者）。
通常采用亚秒扫描序列。
TWI首选三维超快速梯度回波序列选用半傅立叶变换单次继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HASTE）和真稳态
进动快速梯度回波序列。
另外，在设置参数时，可适当降低空间分辨率、采用并行采集技术以进一步提高单副图像的采集速度
，并增加采集次数，以减少运动伪影。
同时可配用呼吸导航技术，以保证图像质量。
·特殊扫描序列：动态增强成像：具有更高的分辨力和信噪比，并且加上并行采集技术的运用，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对大范围的扫描。
对于肺脏孤立性小结节及肿瘤炎症鉴别时，可采用动态增强成像。
通常采用三维容积内插快速GRE序列包括西门子公司的vI：BE序列，GE公司的序列，飞利浦公司的序
列。
该序列采集速度很快，少有运动伪影；空间分辨力高，扫描层面薄，可做到等像素容积采集，有利于
小病灶的显示；且动态采集过程可以用来观察肺组织血流灌注的情况，如图2.3 2。
动态增强后，可做增强的平衡期和3分钟的延迟采集，如图2.3 3所示。
灌注：PWI可以描述血流通过组织血管网的情况，通过测量一些血流动力学参数，来无创地评价组织
的血流灌注状态。
通常选用三维容积内插快速GRE序列或短TE的二维GRE序列进行PWI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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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0T磁共振临床扫描指南》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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