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磁共振灌注成像



Catalogue

• 1、灌注成像概念及原理

• 2、灌注成像的扫描技术

• 3、灌注在脑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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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Perfusion）

• 人脑正常的神经心理和高级神经活动要求以一定的血流灌
注为基础，灌注是指血流通过毛细血管网，将携带的氧和
营养物质输送给组织细胞的重要功能，一般等同于血流过
程，是以流动效应为基础的，存在于正常组织和疾病状态
，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流动使灌注成像成为可能。

• MR PWI用来反映组织的微血管分布和血流灌注情况，可
以提供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信息。具有时间分辨率（小于2s
即可包括全脑）和空间分辨率高，操作简单，无放射性，
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复进行，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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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成像的理论基础

• 核医学的放射性示踪剂稀释原理和中心容
积定律（central volume principle)

•          

•               rMTT=rCBV/r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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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

• 静脉团注对比剂后，当对比剂第一次通过受检组织之前之
中和之后，采用快速扫描序列进行连续的多层面多次成像
，从而获得一系列动态的扫描图像。

• 对比剂第一次通过期间，主要存在于血管内，血管外极少
，血管内外浓度梯度最大，信号的变化受弥散因素影响小
，故能反应组织的血液灌组情况。根据造影剂第一次通过
局部脑组织引起的信号强度变化和时间的关系，可以绘制
信号强度—时间曲线，根据信号强度—时间曲线可获得部
分的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相对值，并可通过工作站制成各种
血流动指标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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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灌注技术的分类

• 1 使用外源性示踪剂，即对比剂首过磁共振灌注
成像法，以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dynamic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contrast enhanced，
DSC）灌注成像最常用。

• 2 使用内源性示踪剂，即利用动脉血中的水质子
作为内源性示踪剂的动脉自旋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法，由于不需注射对比剂，安全
无创，因而有着较强的临床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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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资料的后处理

• 将扫描获得的原始图像输入离线工作站。在实际工作中，
通常首先获得的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然后通过工作站
计算机的处理进而得到相对脑血容量，相对脑血流量及平
均通过时间图，确定兴趣区（ROI）以获得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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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I可以提供必要的血液动力学参数。
• 1 灌注不足：MTT明显延长，rCBV减少，rCBF明显减少。
• 2 侧支循环信息：MTT延长，rCBV增加或尚可。
• 3 血流再灌注信息：MTT缩短或正常，rCBV增加，rCBF

正常或轻度增加。
• 4 过度灌注信息：rCBV与rCBF均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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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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