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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政

元

素

创新精神、科学精神

以组织内铁含量测量举例；定量磁敏感成像的出现

教

学

目

标

（一）知识目标 （二）能力目标

掌握：

1. 掌握磁敏感成像的原理

2. 掌握磁敏感序列在中枢的主要应用

理解：

1. 理解物质的磁敏感性

了解：

1. 了解磁敏感成像的序列及特点

拓展：

1. 磁敏感成像在科研方面的应用

科研创新能力：学习磁敏感成像原理及应用，激发科

研兴趣，提高创新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了解磁敏感成像的序列及特点，掌

握各序列在中枢中的应用。

临床思维能力：影像与临床相结合，掌握发现临床问

题的能力

重点 难点



教

学

重

点

、

难

点

1. 磁敏感成像的原理；

2. 磁敏感序列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应

用；

1. 不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在磁敏感序列中的表现特

点；

2. 磁敏感序列在铁含量及肿瘤分级中的作用。

教学设计（可续页）

教学内容 方法、辅助手段 时间分配

一、磁敏感成像的介绍

（一） 磁敏感成像的原理

1. 磁敏感成像的介绍

磁敏感成像就是根据不同组织间的磁敏感

性差异来产生图像的一种技术。

2. 物质的磁敏感性

3.磁敏感成像序列

（二） 磁敏感成像在CNS的临床应用

1.动静脉畸形

颅内动静脉畸形(AVM)是一团发育异常的

PPT 及图片展示

1. 介绍磁敏感成像的基本原理及序列

2. 讲解中枢神经系统（动静脉畸形、海绵状

血管瘤、毛细血管扩张症、脑外伤性疾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性病变）在磁敏感

成像序列的表现特点

3. 了解磁敏感成像序列在科研中的应用

90 分钟



病态脑血管，由一支或几支弯曲扩张的动脉供

血和静脉引流而形成的一个血管团。对于较大

病灶，常规序列也能发现病灶如上两幅图像，

磁敏感序列的优势在于发现引流静脉。

2.脑海绵状血管瘤

颅内海绵状血管瘤是发生在毛细血管水

平的血管畸形。

3. 毛细血管扩张症

磁敏感加权成像是显示毛细血管扩张症

的最理想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4. 脑外伤性疾病

常引起小血管的撕裂，造成小灶性出血。

研究表明轴索损伤的程度和范围与患者的预

后密切相关。

5. 神经退行性疾病

6. 肿瘤性病变

磁敏感序列作为MR的一个有用的补充序

列，可以显示肿瘤的边界、静脉、出血及钙化

等，有助于肿瘤的分期。



（三）磁敏感成像在科研中的应用

1. 磁敏感在铁测量方面的应用

1）相位位移值

应用的原理是铁蛋白是一种超顺磁性物

质，所形成的局部微磁场在缩短横向弛豫的同

时也造成邻近质子相位偏移，产生负的相位

值。在一定的回波时间，组织内铁含量越多，

产生的相位越低。

2）定量磁敏感成像

能够定量测量钙、铁含量、微出血、静脉

内血氧含量，使其在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对

病情严重程度的量化及评估病情进展具有重

要价值。

2. 磁敏感成像在肿瘤分级中的应用



相

关

研

究

进

展

1.随着高场强MR的引进及图像后处理技术的完善，使其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查成为可能；

2.基于血氧水平依赖效应的敏感性和其他内在成像特性，磁敏感成像还可用于高分辨力的脑功能成

像，在细胞、分子等领域均具有很大潜能。

专

业

外

语

词

汇

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动静脉畸形：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海绵状血管瘤：cavernous hemang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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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题

及

作

业

1. 简述中枢神经系统的哪些疾病可以导致磁敏感成像的高信号，哪些可以导致低信号。

2. 简述磁敏感成像相位图和幅度图的特点。

3. 简述磁敏感成像如何实现肿瘤分级。

章

/

节

总

结

1. 磁敏感序列有利于评价静脉等含顺磁性物质的情况，能更好地判断脑肿瘤、血管畸形及脑外伤的

病灶特点、血管分布和出血等情况。

2. 由于对脑内结构铁含量的相对改变非常敏感，所以对组织内铁进行测量是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