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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磁共振功能成像临床应用(精)》介绍了6种磁共振功能成像的基本原理和临床应用，包括扩散加
权成像和扩散张量成像、灌注加权成像、磁共振波谱成像、脑功能成像、动态增强扫描及心脏磁共振
功能成像，体现了最新的技术理念。
《磁共振功能成像临床应用(精)》编排合理、内容翔实、图文互参，适合MRI诊断专业医师、影像学
研究生以及相关临床专业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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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研究：乳腺癌常常早期即有腋窝淋巴结转移，所以淋巴结转
移情况是评价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并对后续治疗有指导意义。
能早期发现哨兵淋巴结是磁共振波谱研究的目标之一。
动物淋巴结研究发现Lac／Thr（苏氨酸）和Cho 3.3～4.0 ppm处未命名谱线升高提示淋巴结转移，另一
些研究发现转移淋巴结中Lac、Cr／Lys（赖氨酸）和Glu（谷氨酸）／Gin（谷氨酰胺）有升高。
将人体切除淋巴结行波谱分析发现GPC／PC、Ch0、Ala（丙氨酸）、UDPG（尿苷二磷酸葡萄糖）
和Lac五项指标在转移灶中均有明显升高，余指标无明显改变，当取GPC，PC／Thr为0.8作标准时，准
确度最高，为89％。
而对于术前行新辅助化疗的患者，准确度有所下降。
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监测：初步系统化疗，即我们常说的新辅助化疗，是在乳腺手术之前进行的全身化
疗。
尽管和术后化疗相比，它并不能提高生存率，但它有助于实施保乳手术。
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判断新辅助化疗的疗效，而波谱可以无创地检测活体组织代谢状态，是检测新辅
助化疗疗效的有效指标。
Sina等的研究发现，以传统标准——病灶直径减少30％即为化疗有效作为参考，凡对化疗有反应的患
者，第一次化疗后24h波谱即显示tCho含量减少，且对化疗有无反应的患者tCh0的改变有明显差异。
该研究说明波谱可以早期判断新辅助化疗是否有效。
同时，定量研究对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监测也有相当价值。
 （七）肺癌放、化疗疗效的评价 MRS通过对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胆碱水平的监测，能够对肿瘤辅助治
疗后的数天内疗效的评价提供重要的信息。
含胆碱化合物的聚集是细胞膜磷脂新陈代谢改变的生物标记，是恶性肿瘤的征象，如治疗有效，则胆
碱水平降低，胆碱峰下降。
MRS能够反映化疗药物的新陈代谢及动态变化，通过测量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来评价肿瘤组织对药物的
反应。
在药理学应用方面能够测量灌注、组织改变及生化调节。
MRS用于肺癌的检测较少，由于匀场局限性而使体外1H—MRS在肺组织内应用比较困难，其最大的问
题是图像上观测与乳酸峰重叠的脂质信号及心脏和呼吸运动导致的匀场和定位困难。
Yokota等利用MRS获得乳酸、胆碱和肌酸水平作为非小细胞肺癌预后评价的指标，其研究表明，肺癌
（细支气管肺泡癌和鳞状细胞癌）肌酸峰较高，乳酸峰越高表明预后越差（P=0.039），但是胆碱和肌
酸的比值高低对评价肺癌预后无明显意义。
Leij—Halfwerk等应用31P—MRS测量健康志愿者和进展期肺癌病人在输注三磷腺苷后肝能量和磷酸化
的状况。
而19F—MRS有可能预测19F标记的药物治疗的疗效。
因此可以应用该项技术，通过测定含胆碱、肌酸及乳酸的化合物水平及比值对肺癌治疗后的疗效和预
后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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