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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章、节） 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

教 材

[1] 田捷、代晓倩、杨飞主编. 医学成像与医学图像处理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3.

[2] Bernard J. Baars. 认知、脑与意识：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科学出版社,2012.

思

政

元

素

科学精神、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磁共振成像的发展史；以脑肿瘤的术前评价举例

教

学

目

标

（一）知识目标 （二）能力目标

掌握：

1. 掌握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原理

理解：

1. 理解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的优点

了解：

1. 了解功能磁共振成像分为静息态和任务

态功能磁共振

科研创新能力：掌握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激发科

研兴趣，提高创新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了解功能磁共振成像分为静息态和

任务态功能磁共振，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问题。

临床思维能力：图像处理分析与临床相结合，更好的

服务于临床。

重点 难点



教

学

重

点

、

难

点

1.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原理

2.组块设计和事件相关设计的原理和特点；

1. 任务态磁共振的实验设计。

教学设计（可续页）

教学内容 方法、辅助手段 时间分配

（一）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技术

（二） 组块设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组块就是由若干具有相同性质的实验任

PPT 及图片展示

1. 介绍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原理

2. 讲解任务态功能磁共振设计的分类

3. 简述组块设计和事件相关设计的特点

90 分钟



务所组成的一个刺激序列

（三）事件相关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指刺激-反应引起的神经事件变化，并在

fMRI 信号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刺激的呈现顺

序可随机化，并允许在混合任务范式中对个别

剌激组做选择性的平均。事件相关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的设计方法显然不同于“组块设计”。



相

关

研

究

进

展

1.随着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发展，利用任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实时地看到脑是如何进行信息加工；

2. 任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联合生理心理交互、动态因果模型、格兰杰分析、任务态感兴趣区分析等

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各类疾病中。

专

业

外

语

词

汇

组块设计：block design

事件相关设计： event related design

参

考

资

料

[1] 田捷、代晓倩、杨飞主编. 医学成像与医学图像处理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 Bernard J. Baars. 认知、脑与意识：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科学出版社,2012.

思

考

题

及

作

业

1. 简述任务态功能磁共振和静息态磁共振的区别。

2. 简述组块设计和事件相关设计的特点和区别。

章

/

节

总

结

1. 组块设计是事件相关设计的特例，事件相关设计有许多区块设计所不能比拟的方法学优势。

2. 事件相关设计进行研究更具有普遍性，可以实时看到脑是如何进行信息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