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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 X 线的发现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是自然科学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放射诊断学（diagnostic
radiology）及其后的医学影像学（medical imagiology）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医学科学尤其是

临床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的疾病防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医学影像学已成为临床医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学

科之一。
如果说，1969 年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的问世是放射诊断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突

破性进展，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的临床应用更是锦上添

花。 近年来，随着核磁共振硬件技术的进步，磁共振成像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在各种系统疾病的诊

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某些疾病的诊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MRI 既不受 X 线辐射

影响，又不受骨伪迹影响，对软组织对比分辨率高，可获得任意层面的三维立体影像；灌注、弥散、功能成

像及磁共振波谱（MRS）等新技术的开发研究亦是方兴未艾，新型 MRI 对比剂研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充满发展潜力。

面对 MRI 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甘肃省中医院影像中心同道与院内、省内众多专家不甘寂寞，团结

协作，收集和整理了近年来的科研和临床资料，综合国内外文献，完成了《实用磁共振成像（MRI）诊断与

临床问答》的编写工作。
通览全书，我认为本书有“一全、二多、三新”的特点。 一全：即本书介绍的病种全，二多：介绍自己的

经验及其他国内外先进经验多，三新：在内容上包括了新技术、新论点和新经验。 该书以问答的形式将

MRI 诊断和临床各系统理论及技术精华分门别类地予以阐述，内容丰富、全面系统、重点突出，便于查

阅，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全文文字简练而明确，用词严谨而规范，图表典型而清晰，对照阅读一目了

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质量著作。 可以说他们的工作为影像科、骨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儿科等学科

医师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 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这也是为我国影像医学作出的新贡

献，想必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孙树椿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9 年 3 月



前 言

磁共振成像（MRI）为继 CT 后迅速崛起的一门影像学新技术，虽然只有短短 20 多年的历史，但其发

展速度和应用前景令世人瞩目。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1.5 T 高场强磁共振仪进入临床应用以来，出现

了质的飞跃，其扫描速度不断加快，图像质量不断提高；面对 MRI 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临床医师渴望获

得更多的 MRI 相关知识，有鉴于此，我们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综合国内外文献，以问答的形式将 MRI
诊断和临床知识、难点分门别类予以阐述，达到了使读者快速入门，便捷查阅，易于解读的目的。

本书共分 23 章，题解 2 114 条，线条插图近 60 幅。 从病理特点、临床表现、读片方法、诊断与鉴别诊

断、比较影像学五个方面入手，精辟地总结了每种疾病的特点，并结合影像学新技术、新进展进行了阐

述，可谓简明、扼要、实用。
全书共计 130 余万字。 其中骨肌系统由李盛华、周晟撰写，完成字数分别为 6 万、12 万；头颅、五官、

颜面、颈部及脊柱脊髓部分由王闻奇、张彦彩、雷林革、张晓明撰写，完成字数分别为 12 万、12 万、6 万、6
万；总论及各系统成像技术部分由贾有福、陈晓飞、汪新柱撰写，完成字数分别为 12 万、6 万、6 万；呼吸

系统、乳腺及心血管系统由陈小勇、唐治、郭卫东撰写，完成字数分别为 12 万、6 万、6 万；腹部、盆腔部分

由曹红霞、靳金龙、吴晓琴、诸春敏撰写，每人完成 6 万字。
本书由于参编人员水平有限，书中内容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诚挚期望广大同仁的批评指正和赐

教。

周 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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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弓形体病分为几型？ 有何临床特点及 ＭＲＩ 表现？ / 155
１６． 颅内真菌感染的途径有哪些？ 常见致病菌有哪些？ / 156
１７． 脑囊虫病分几型？ 有何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 / 156
１８． 何谓脑包虫病？ 脑包虫病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56
１９． 脑肺吸虫病引起的颅内改变及其影像学表现有哪些？

/ 156
２０． 何谓脑血吸虫病？ 其基本病理改变是什么？ 有何 ＭＲＩ 表

现？ / 157
２１． 脑血吸虫病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57
２２． 神经梅毒分为几型？ / 157
２３． 梅毒树胶肿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57

１． 脑髓鞘的发育有何规律？ / 158
２． 什么是脑白质病？ 脑白质病如何分类？ / 158
３． 继发性脑白质病如何分类？ / 158
４．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的病理是什么？ 其临床表现有哪

些？ / 158
５．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59
６． 多发性硬化有何特点及 ＭＲＩ 表现？ / 159
７．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临床特点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59
８． 一氧化碳中毒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0
９． 中心性桥脑髓鞘溶解的病因有哪些？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60
１０． 橄榄桥脑小脑萎缩（ＯＰＣＡ）的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

些？ / 160
１1． 双侧基底节区对称性信号异常见于哪几类疾病？ / 160
１2． 脱髓鞘性假瘤的病理、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些？

/ 160
１３．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脑内改变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1
１４． 何谓癫痫？ 何谓症状性癫痫及特发性癫痫？ 引起癫痫的

原因有哪些？ / 161
１５． 海马硬化有何病理特征及临床意义？ 其 ＭＲＩ 表现有哪

些？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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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眼和眼眶

１． 眼球及眼眶常规扫描技术及常见病变的特殊检查要求有

哪些？ / 162

１． 眼眶正常结构及其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3
２． 正常眼眶组织的 ＭＲＩ 表现为何种信号？ / 164
３． 什么是眼眶的滑车结构？ / 164
４． 眶壁间的裂和管有哪些？ / 165
５． 眼眶的眶缝有哪些？ / 165
６． 视路由哪几部分构成？ / 165

１． 引起眼眶畸形的常见疾病有哪些？ / 166
２． 常见的眼球发育异常有哪些？ / 166
３． 视神经发育不良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6
４． 何谓原始玻璃体增生症？ / 166
５． 与眼部血管异常有关的综合征有哪些？ / 166
６． 何谓 Ｃｏａｔ 病？ 有何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 / 167
７． 何谓眼眶爆裂骨折、直接骨折和复合型骨折？ / 167
８． 眼部异物分为几类？ 有何并发症及 ＭＲＩ 表现？ / 167
９． 何谓晶状体后纤维增生症？ / 167
１０． 眼球壁间潜在的间隙有哪些？ / 167
１１． 眼球内膜剥离分为几种？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67
１２． 眼球内膜剥离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8

１． 眼眶炎症分为几类？眼眶蜂窝织炎和脓肿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68
２． 眼外肌增大常见的病因有哪些？ / 168
３． 突眼性甲状腺肿的临床特点、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

些？ / 168
４． Ｇｒａｖｅｓ 眼病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69
５． 眼眶内炎性假瘤的临床特点、分型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69
６． 眼眶炎性假瘤 ＭＲＩ 如何分型？ / 170
７． 眼眶炎性假瘤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70
８． 视神经炎的病因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0
９． 视神经普遍增粗见于哪些病变？ / 170

１． 发生于眼睑的肿瘤有哪些？ / 171
２． 泪囊癌的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1
３． 泪腺肿瘤源于何种组织？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71
４． 什么是眶颅沟通瘤？ 常见的眶颅沟通瘤有哪些？ / 171
５． 影响眼神经的主要病变有哪些？ / 171
６． 视神经胶质瘤的 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些？ / 171
７． 眶内脑膜瘤的分类和病理有哪些？ / 172
８． 眶内脑膜瘤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2
９． 眶内脑膜瘤应与哪些病变进行鉴别？ / 172
１０． 蝶骨脑膜瘤好发于何处？ 其病理、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

有哪些？ / 173
１１． 眼眶神经鞘瘤与神经纤维瘤的病因、病理及临床表现有

哪些？ / 173
１２． 眼眶神经鞘瘤与神经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有哪些？ / 173
１３． 眼眶神经鞘瘤与神经纤维瘤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73
１４． 眼眶横纹肌肉瘤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4
１５． 眼眶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4
１６． 眶内淋巴管瘤的病因、病理改变是什么？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74
１７． 眶内淋巴管瘤的鉴别的诊断有哪些？ / 174
１８． 转移性眼眶肿瘤的途径、来源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4
１９． 眼眶内皮样囊肿和表皮样囊肿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75
２０． 眼眶海绵状血管瘤的病理、临床表现有哪些？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75
２１． 眶内血管外皮瘤的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5
２２． 发生于眼眶的纤维组织肿瘤有哪些？ / 175
２３． 视网膜母细胞瘤有何临床特点？ 其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6
２４．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途径及退变形式有哪些？ 何谓三

侧、四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 176
２５．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76
２６． 脉络膜黑色素瘤的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现有何特点？ / 176
２７． 成人脉络膜黑色素瘤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77
２８． 色素膜黑色素细胞瘤的病理、 临床特点、ＭＲＩ 表现及鉴

别诊断有哪些？ / 177
２９． 在 ＭＲＩ Ｔ１ 加权像上呈高信号的眼病变有哪些？ / 177
３０． 脉络膜血管瘤好发于何处？ 其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8
３１． 葡萄膜转移瘤常见于哪些肿瘤？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78
３２． 转移瘤与恶性黑色素瘤如何鉴别？ / 178
３３． ＭＲＩ 如何鉴别成人眼球内常见肿瘤与血肿？ / 178
３４． 眼眶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

些？ / 178
３５． 眼眶静脉曲张的病因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何谓间歇性或

体位性眼球突出？ / 179
３６． 海绵窦动静脉瘘或畸形的类型及眼部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79
３７． 眼眶动静脉畸形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

有哪些？ / 179
３８． 眼上静脉增粗常见于哪些疾病？ / 179

第四章 颞骨及耳部

１． 颞颌关节常规扫描技术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 180
２． 耳部常规扫描技术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 180
３． 内耳膜迷路扫描技术及临床应用如何？ / 181

１． 颞骨及耳部的解剖结构各分为几部分？ / 182
２． 外耳的正常解剖结构有哪些？ 什么是鼓室盾板？ / 182
３． 中耳的解剖结构有哪些？ / 182
４． 听小骨如何分布？ / 182
５． 内耳的正常解剖结构有哪些？ / 182
６． 耳蜗导水管及前庭导水管各走行于何处？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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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 192
３． 鼻部脑膜脑膨出的分类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192
４． 何谓面裂囊肿？ 可分为几种类型？ / 192

１． 鼻和副鼻窦炎的分类、病理及影像学表现有哪些？ /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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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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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化脓性鼻窦炎的发病与副鼻窦的解剖特点有何关系？

/ 194
５． ＭＲＩ 如何诊断鼻黏膜增厚？ / 194
６． 真菌性鼻窦炎常见的致病菌有哪些？ 临床如何分型？ / 194
７． 真菌性鼻窦炎的病理、临床分型有哪些？ / 194
８． 真菌性鼻窦炎的 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些？ / 195
９． 儿童副鼻窦炎有何特点？ / 195
１０． 鼻窦炎的并发症有哪些？ / 195
１１． 鼻窦黏液囊肿是如何形成的？ 好发于何处？ 有何 ＭＲＩ 表

现？ / 196
１２． 鼻窦黏液囊肿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96
１３． 鼻窦黏膜囊肿是如何形成的？ 好发于何处？ 有何 ＭＲＩ 表

现？ / 197
１４． 鼻息肉的病因、病理改变是什么？ ＭＲＩ 表现有何特点？

/ 197
１５． 临床上鼻息肉有哪些类型？ 各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97
１６． 鼻腔和副鼻窦息肉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197
１７． 恶性肉芽肿如何分型？ 其影像学表现有哪些？ / 197
１８． 牙源性囊肿包括几种类型？ 各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198

１． 鼻腔和副鼻窦的良、恶性肿瘤主要有哪些？ / 198
２． 内翻性乳头状瘤有何临床特点？ ＭＲＩ 表现如何？ 其鉴别

诊断有哪些？ / 198
３． 副鼻窦骨瘤的好发部位、分型及影像学表现有哪些？ / 199
４． 鼻腔、副鼻窦软骨瘤的临床特点、病理特点及 ＭＲＩ 表现有

哪些？ / 199
５． 鼻窦骨化性纤维瘤好发于何处？ ＣＴ 及 ＭＲＩ 有何表现？

/ 199
６． 鼻腔、鼻窦纤维血管瘤的组织学特点、临床表现及 ＭＲＩ 表

现有哪些？ / 200
７． 鼻腔血管瘤的病理、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些？ / 200
８． 鼻咽纤维血管瘤的临床特点及 ＣＴ 表现 、ＭＲＩ 表现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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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鼻腔恶性肿瘤的分类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200
１０． 鼻窦恶性肿瘤的临床特点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201
１１． 上颌窦恶性肿瘤需与哪些病变进行鉴别？ / 201
１２． 筛窦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有哪些？ / 201
１３． 什么是颅鼻沟通瘤？ 可分为哪两型？ / 201
１４． 嗅神经母细胞瘤的临床表现、ＭＲＩ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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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咽和喉

１． 口咽部、颅颈部常规扫描技术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 204
２． 喉部常规扫描技术及常见病变的特殊检查要求有哪

些？ / 205

１． 咽部的范围、分部及功能有哪些？ / 205
２． 鼻咽部的境界如何划分？ 其正常解剖结构有哪些？ / 206
３． 口咽部境界如何划分？ 其正常解剖结构有哪些？ / 206
４． 喉咽部境界如何划分？ 其正常解剖结构有哪些？ / 206
５． 咽部筋膜间隙有哪些？ / 206
６． 喉部的境界和范围是如何划分的？ / 207
７． 喉的支架软骨由哪几部分构成？ / 207
８． 喉软骨钙化或骨化发生于何年龄？与性别有何关系？舌骨

的骨化过程如何？ / 207
９． 喉的韧带、纤维膜有哪些？ / 208
１０． 喉部有哪些正常的解剖间隙？ / 208
１１． 临床上喉腔如何进行分区？ / 208
１２． 喉肌分为几组？ / 208

１． 咽部常见的先天性囊肿有哪些？ / 208
２． 咽部憩室包括哪些？ 什么是咽侧憩室？ / 209
３． 何谓喉气囊肿？ 其病因、分型及 ＭＲＩ 表现有哪些？ / 209
４． 喉囊肿好发于何处？ 有何 ＭＲＩ 表现？ / 209

1. 扁桃腺位于何处?其周围脓肿的 MRI 表现有哪些？ / 209
2. 何谓咽后脓肿?其分型及 MRI 表现如何？ / 210
3. 何谓咽旁间隙脓肿?其 MRI 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哪些？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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