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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关节学组．周围神经MRJ检查中国专家共识[J]．磁共振成像，2023，14(5)：1．7．

[摘要] 周围神经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网络，并且长期以来其影像学成像一直是技术难点。随着MRI技术的发展

及高场超导MRI的普及，磁共振神经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neurography，MRN)成为目前最具应用价值和前景的影像学技
术，对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和临床决策有重要意义。周围神经MRI检查具有一定的技术复杂性，在临床常规影像学检查的应用

和普及上受到限制，且目前尚未有可循的周围神经MRI检查操作规范。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关节学组的专家结合自身实践

经验，从临床需求出发，在充分学习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制定了周围神经MRI检查技术专家共识，针对外周神经MRI检
查的适应证、检查流程、扫描方案、图像后处理以及临床应用方面提供了科学、具体的实践标准和建议，为全国各级医院放射
科医师及技师提供参考，以促进该技术的规范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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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pheral nenre is a complex motor and sensory neural net、]lrork，and its imaging has been a technical dimculty for a

long time．With me develo口mem of MRj teclllloloPⅣand tlle Dopularity of high．field su口erconducting MRJ，magIletic resonance

neurography(MRN)is cun-emly tlle most valuable and promising imaging tecllnology．It is important for diagnosis and clinical decision

ofperipheral neuropathv．Peripheral nerve MRI has certain tecllllical com口lexitv，which is linlited in the a口Dlication and po口ularization of

clinical routine imaging ex啪ination，and there is no operation standard for peri口heral nerve MRI examination to f．ono、v．Experts仔om

Osteoanhrographv Grou口of Chinese Society of Radiologv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practical ex口erience and

clinicaI needs，and on the basis of f-ull studv of relevant domestic and fbreiPm liten咖es，developed the exDert consensus on periDheral

nenre MRI imaging．This paDer Drovides sciemific and sDecific Dractice s协dards and suggestions fbr indications，examination

procedures，scaIlIling schemes，image post．Drocessin2 and clinical apDlications of peripheral neⅣe MRI，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radiologists and techllicians in hospitals at alllevels in China，so as to Dromote me st锄dardization aIld DoDul撕zation ofmis technol0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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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前言

周围神经病变是在许多临床环境中都可能遇到

的常见疾病，现有报道表明，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病率

约2％～8％川，涵盖多种病理的疾病，包括创伤性、先天

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和肿瘤性疾病。患者最常见

的表现为运动障碍、感觉丧失和疼痛口，，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也是导致残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医学技

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临床在周围神经相关疾

病的诊疗过程中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以满足

精准治疗、个体化治疗的需求，因此也对周围神经影

像成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通过影像技术实现

神经结构可视化、3D成像、高分辨多模态图像融合、

3D打印建模等，为临床诊断、治疗和术前规划提供更

为丰富的信息。

周围神经损伤及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周围神经病

变的评估主要基于临床和电生理检查p。4，，无法直观

地从形态学上显示神经结构、神经病变的位置、范围

及可能的病因。磁共振神经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neurography，MRN)经过20多年的技术

发展，涌现出多种成像技术手段，图像分辨率不断提

高、扫描速度日益加快，已经成为辅助诊断周围神经

病变的重要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阻。7，。目前，在恰当

的扫描条件及合理的检查参数设定下，MRN检查可以

获得高质量的周围神经图像，辅助疾病的准确定位

和诊断。MRN的成像质量受到不同的硬件设备及软

件、技术参数设置、患者条件等影响，目前仍然属于

成像难度相对较大的影像技术。临床上目前在周围

神经成像的适应证、硬件要求、检查前准备、扫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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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图像后处理以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参

差，为进一步规范周围神经MRI检查，中华医学会放

射学分会骨关节学组的专家结合临床需求及实践经
验，以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为参考，特制定此专家

共识。

1 周围神经成像的解剖学基础

周围神经MRI最小可识别的成像单元为神经纤

维束嗍，由多个单条的神经纤维及其髓鞘、周围的神

经内膜、周围结缔组织、毛细血管及神经束膜捆绑在

一起组成，而多个神经纤维束与周围外膜一起组成

外周神经干。周围神经成像主要是利用神经内膜中

的低蛋白水分子与周围组织水分子之间产生的T2时

间差来突出神经纤维束的信号，利用神经内膜的水

信号来勾勒出周围神经的结构形态。

脊髓的腹侧与背侧分别发出运动、感觉，向椎管

外走行融合形成脊神经，多支脊神经汇合形成不同

神经丛，四肢的周围神经由此延续形成。颅神经

(12对)、脊神经(3l对)与四肢等周围神经统称周围
神经【”10】，其中脊神经又形成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等

不同的纤维丛。由于周围神经走行迂曲、结构复杂，

与周围组织水分子信号差异很小，且周围往往存在

骨骼、肌肉、脂肪、淋巴、血管等多种复杂组织结构产

生干扰，成像难度大。目前，MRN的总体策略是采用
高分辨各向同性的3D成像来解决周围神经结构走行

复杂的问题，利用重T2权重的序列或扩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相关序列成像

突出神经组织信号而抑制周围组织信号，并且选用
合适的脂肪抑制技术减少脂肪信号的影响婶，111 31。

2适应证与禁忌证

适应证：(1)周围神经解剖定位，显示正常解剖

结构及变异；(2)制订手术或治疗计划：如外伤造成

的神经损伤、神经卡压，或肿瘤等占位性病变的定性

和范围评估等；(3)非特异性疼痛、感觉或运动障碍

患者，电生理及传统MRI检查尚无定论，以排除／确诊

周围神经病变；(4)神经相关疾病及周围组织病变累
及神经的相关疾病的定性及范围的评估，神经损伤

程度的分级；(5)术后评估；(6)为其他临床或教学活

动提供影像3D数据。

禁忌证“q：(1)体内有心脏起搏器、神经刺激器和

人工耳蜗者，MRI检查存在较大风险，需充分评估其

MR安全性；(2)体内有动脉瘤夹、金属异物者，检查前

需充分明确金属物体的属性，强铁磁性材料的禁止

行MRI检查；(3)眼内金属植入物有可能在强磁场中

发生移位，不宜进行MRI检查；(4)骨科手术相关的非

磁性或弱磁性金属植入物MRI检查往往是安全的，但

会引起明显的金属伪影，需评估其对相关区域神经

成像的影响；(5)昏迷、神志不清、精神异常、易发癫

痫、严重外伤、幽闭症患者、幼儿及不配合的患者，周

围神经MRI检查的成功率显著减低，需评估检查的风

险及必要性，检查时须医生或家属的监护，必要时给

予镇静剂；(6)高烧患者，最好待患者体温降至正常

时再扫描，如必须扫描则应使用低射频特殊吸收率

(specific absorption ratio，SAR)值扫描序列并

给予患者密切监护。

3检查技术要点

3．1设备及检查技术

3．1．1扫描设备

由于3．O T磁共振扫描仪具备高信号比、合适的

空间分辨率及更快的扫描速度，推荐优先使用3．0 T

高场强磁共振扫描仪。3．0 T磁共振扫描仪可获得

更薄的扫描层厚，可以使2D成像获得更好的平面分

辨率、3D成像获得更好的各向同性分辨率。当不能

使用3．0 T磁共振扫描仪时，推荐使用1．5 T磁共振

扫描仪”51。1．5 T磁共振扫描仪需要更长的扫描时

间，在3D成像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仍然可以满足

大部分检查需求。特别是对于近期手术后、创伤后

的患者，1．5 T磁共振扫描仪因其磁场强度较低，出

血或手术植入材料相关伪影带来的图像失真相对
3．0 T磁共振扫描仪更小。
3．1．2线圈选择

推荐使用多通道线圈，为提高图像信噪比

(signa卜to—noise ratio，SNR)和成像速度，优先选

择16通道及以上线圈，并使用并行采集技术缩短扫

描时间。对于四肢的MRN，推荐使用专用相控阵列线

圈(如神经血管阵列线圈／体表柔性表面线圈或专用

肩、腕、膝或踝线圈)，同时使用并行采集技术以提高

检查效率。线圈使用总体原则是尽量紧贴或包裹需

要检查的区域，尽量减少线圈与肢体之间存在大的

空白(空气)区，必要时可联合应用表面线圈和多通

道相控阵列线圈，以提高SNR，减少磁场的不均匀性

带来的影响同。若患者因自身原因在检查过程中出

现疼痛或活动受限，建议使用专用的线圈和定位垫，

以减少因身体不适产生运动相关伪影。

3．1．3扫描视野

视野(field of view，FOV)的设置原则是在满

足临床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小的FOV进行扫描，

以获得高分辨率和sNR的图像。FOV设置应控制肢体

周围空白间隙小于肢体面积的20％，为了避免该设置

造成的卷褶伪影，可以加入过采样和去卷褶技术加

以克服盯】。FOV的设置在扫描层面、图像质量方面有

决定性的作用，对周围神经病变的检出和诊断至关

重要，影像工作者需与临床进行充分沟通，尽可能通

过临床相关检查对病变区域作出筛选，从而确定扫

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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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患者准备

影像技术人员对患者的指导和宣教在检查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让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如何配

合、如何保持体位等，应该给予重视。影像检查前，

应该了解患者做MRN的目的及相关病史，包括最相关

的急／慢性疾病、任何相关的电生理诊断信息、手术

史、糖尿病史、神经病变家族病史等。如检查前有病

变的体表定位，可在相应区域放置标记物。检查摆

位时应该使用垫子让患者尽可能处于一个舒适的姿

势、限制肢体随意摆动，并要求患者在图像采集过程

中保持静止、正常呼吸。在盆腔或腰骶丛MRN检查前

应嘱患者排空膀胱以避免造成T2信号干扰影响图像

后处理。当患者疼痛或其他感觉异常无法坚持配合
检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予适当的止痛镇

静剂。

4扫描序列的选择

周围神经MRI的总体原则是突出神经束与周围

组织的T2信号差，并抑制背景信号。在日常检查中，

常常结合2D和3D成像进行多平面观察。脊神经及

相关神经丛扫描时，冠状位扫描可同时实现双侧多

个节段神经根，易发现患侧神经和对侧神经在信号

和形态上的相对变化”61，而考虑节前神经根病变时，

往往还需要轴位扫描加以辅助n”。下面介绍目前周

围神经成像可供选择的常用序列，以供临床工作选

择和参考。临床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周

围神经成像方式和序列进行选择，必要时可以选择

联合应用多种扫描序列进行成像。

4．1 3D快速自旋回波

3D快速自旋回波(fast spin echo，FSE)／涡轮

自旋回波(turbo spin echo，TsE)是目前最常用的3D

各向同性周围神经成像序列，属于T2权重的FSE序

列，可结合短时间反转恢复(short time reversal

recovery，STIR)脂肪抑制技术，即3D—STIR—TSE序列，

实现神经结构的显示和背景的抑制。该序列为3D各

向同性成像，允许更薄的扫描层厚(可小于1咖)，可

进行多平面重组、最大密度投影重建，更好地描绘复

杂的周围神经解剖结构及走行。不同厂家对该序列

有不同的命名，如VISTA、CUBE、SPACE等。然而，STIR

技术虽然可以比较好地实现脂肪背景信号的抑制，

但也存在成像SNR偏低、搏动伪影明显、成像时间较

长等缺点，特别是在臂丛神经成像时脂肪抑制效果

受到较大影响。当扫描部位于磁场中心区域时，可

以选择光谱绝热反转恢复(spectral adiabatic

inversion recovery，SPAIR)压脂技术，可以获取较

高的SNR、减少搏动伪影“8q91。

4．2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

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ith background suppression，DWIBS)是

利用神经髓鞘的存在造成神经组织内部水分子各向

异性的特点进行DWI，神经内水分子扩散受限而形成

高信号，在此基础上结合STIR等技术抑制背景信号，

实现选择性地显示神经结构。受扩散梯度的影响，

基于平面回波成像的DwI结合STIR背景抑制的方法

往往SNR和空间分辨率不高，多用于显示较粗大的神

经，小的外周神经显示效果欠佳。利用翻转稳态进

动快速成像(reversed fast imaging with steady

state precession，PsIF)序列联合DwI可提高图像
的SNR及空间分辨率，有助于小神经的显示口01。

4．3 3D快速梯度回波

利用小角度激发的快速梯度回波3D成像序列，

获取T2权重的图像以显示周围神经结构。此类方法

是基于扰相梯度回波的快速成像技术，结合背景抑

制而达到显示周围神经的目的。不同厂家的相关命

名有FFE、FLAsH／PsIF、sPGR等。此类成像方法扫描

时间较短，神经组织显示清楚，缺点是背景抑制效果

相对较差，肌肉组织信号比较高。

4．4扩散张量成像

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是一种选择性功能成像，利用周围神经内部水

分子的各向异性特点进行成像，通过纤维束追踪技

术显示神经形态结构，可用于周围神经功能性改变、

损伤的初步评估或外科修复创伤的评估。DTI还通

过一些参数测量，如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平均扩散率、径向扩散率和轴向扩

散率，提供有关正常和／或病变神经的定量信息瞄卜23】。

DTI成像时间长，空间分辨率不高，并且容易出现运

动伪影及ghosting伪影，应用较为受限。设置紧密

的回波间隔、频率选择性脂肪抑制、图像采集前的高

质量匀场以及指导患者配合静止，有助于获得好的

DTI数据Ⅲ】。DTI可根据临床需求，联合应用形态学

神经扫描序列，作为功能MRI的补充扫描。

4．5水激发成像

水激发成像(water—excitation，WE)选择性水

激发的梯度回波序列采用3D成像方法，使神经组织

内的水被激发而产生信号，也是脂肪抑制技术的一

种。现常见用于外周神经成像的wE技术主要有双回

波稳态水激发(3D dual echo steady state with

water—exit，3D—DESSwe)、选择性水激发技术

(principle of selective excitation technique，

PR0sET)等。该序列的主要不足有背景信号特别是肌

肉信号不够低，其他液体或脉管组织信号抑制欠佳。

4．6 3D自旋回波翻转恢复序列

3D自旋回波翻转恢复序列利用翻转恢复技术抑

制自由水信号，并且是利用real图成像，在颅神经的

显示中有一定的优势。主要有3D真实重建反转恢复

(real inversion recovery，3D Real IR)序列、3D液体

衰减反转恢复(3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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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3D FLAIR)序列。

5增强扫描

由于血一神经屏障的存在，静脉注射MRI对比剂

后，正常神经组织并不会强化。然而，当血一神经屏

障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T1wI增强扫描可使神经强

化，提高外周神经与周围组织的信号差别口51。当临床

怀疑肿瘤(肿瘤浸润神经)、炎症(感染、妊娠、自身免

疫相关疾病)或神经病变术后患者，推荐选择T1wI增

强脂肪抑制序列口6。271。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肌肉如

处于失神经状态，强化程度会提高，增强扫描有助于
判断病变范围。此外，钆对比剂可缩短神经周围富

含顺磁性的组织的T2值，而由于血一神经屏障作用，

对比剂不能使神经强化，因此在T2权重序列采用

sTIR作为背景抑制的情况下，可提高神经与周围组

织的信号对比度口81。

6周围神经扫描参考方案

鉴于不同的单位临床特色和需求、不同厂家的

扫描仪工作特点均存在差别，故无法做到绝对一致

的扫描方案和推荐参数。下面以3．0 T磁共振扫描

仪为参考，列举常见的周围神经成像扫描方案，扫描

参数及序列设置应根据临床实际情况、患者配合程

度以及设备特点等进行调整。在条件合适的情况

下，推荐增加T1、T2权重的增强扫描。

6．1臂丛神经扫描

6．1．1体位

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下颌紧收，双手置于身

体两侧，颈椎取常规体位，以患者舒适为首选，肩背

部或头部可垫高使颈胸椎生理曲度尽量变直。双肩

部可放置盐水袋／小米袋，以减少空气与软组织交界

面的磁场不均匀性。推荐优先选用神经血管阵列线

圈，或头颈一脊柱相控阵列线圈，必要时可结合体表

线圈两侧分开扫描。

6．1．2扫描层面定位

当颈一上胸椎排列呈直线时，扫描基线与椎体后

缘平行；当存在生理曲度时，扫描基线则平行于C5～

C6椎体后缘；扫描范围应覆盖C4椎体上缘至T4椎体

水平，横断位扫描时C4椎体水平至T2椎体水平即

可；双侧应覆盖双肩关节；前后包括椎体前缘和椎管

后缘。

6．2腰骶丛及坐骨神经扫描

6．2．1体位

患者取仰卧位，四肢完全伸展，双手置于胸前，

以减少扫描过程中出现的卷褶伪影；嘱患者平静呼

吸。定位中心对准线圈中心及髂棘连线中点(约平

L4椎体棘突)；腹部放置小沙袋，或用宽布带固定大

腿中部，以减少腹壁运动及肢体活动所产生的运动

伪影。使用脊柱阵列线圈，可以与患者前部的身体

阵列线圈相结合。
6．2．2扫描层面定位

当腰椎生理曲度变直时，扫描基线与椎体后缘

平行；当存在生理曲度时，平行于L3～L5椎体后缘连

线进行扫描；冠状位及矢状位扫描时，扫描范围约

T12椎体中份至骶尾椎水平；横断位扫描需要包括全

部腰、骶尾椎椎体，或对可疑病变区域进行小范围的

扫描。双侧应覆盖双侧股骨头，前后包括椎体前缘

至椎管后缘。

6．3四肢周围神经扫描

6．3．1体位

上肢扫描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掌心向上，患

侧贴近检查床床面。下肢扫描患者取仰卧位，足先

进，足尖向上，若患处位于身体背侧时可取俯卧位，

以减少压迫引起组织结构的变形。肢体周围或上方

放置小沙袋，或用宽布带固定下肢，以减少肢体活动

所产生的运动伪影。优先推荐使用四肢相关部位专
用线圈，当专用线圈无法满足时选用多通道体表线

圈／柔性线圈。

6．3．2扫描层面定位

冠状位及矢状位扫描需要平行于神经的长轴或

短轴；横断位则需要垂直于神经的长轴。扫描范围

尽可能选择小范围扫描以提高图像分辨率，缩短扫

描时间。可对患侧进行单侧扫描或双侧同时对比

成像。

6．4颅神经扫描

6．4．1体位

患者头先进，保持头部自然舒适状态，两侧缝隙

用海绵垫固定，减少头部运动导致的伪影；双手自然

放置身体两侧或置于胸前。采用高头部、颈部多通

道阵列线圈。

6．4．2扫描层面定位

颅神经有十二对，不同神经的走行方向有所不

同，在扫描定位方面尽量根据目标神经的走行分布

确定扫描范围，可以根据临床资料进行初步判断。

选择适当的成像平面有助于提高颅神经的显示率，

如矢状位有助于显示眶上、眶下神经，横断位有助于

显示嗅神经、视神经、面听神经、三叉神经颅内段，冠

状位有助于显示舌咽神经／迷走神经、舌下神经““291。

3D扫描可根据神经走行选择相应的重建平面。

6．5参考扫描序列

用于周围神经的磁共振扫描序列在不断发展，

不同成像技术均具有各自的优缺点。本共识根据当

前临床常用的磁共振扫描仪及相关检查技术实际运

用场景，将主要的外周神经成像扫描序列进行汇总

(表1)，以供参考。

7图像重建

利用3D各向同性的MRN所获得的图像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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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周围神经MRJ参考扫描序列及参数设置
Tab．1 Peripheral nerve MRj reference scall sequence and par锄etcr settings

注：增强扫描可用于常规TlwI、T2一STIR；Tra为横断面，Sag为矢状面，cor为冠状面；扫描参数需根据具体设备等情况进行调整。

对图像进行最大强度投影提高图像SNR，进行多平面

重建和曲面重建，以更好地描绘周围神经解剖结构

及神经走行，有助于沿其长轴显示神经，描述沿其长
轴的形态改变、不连续和病变口们。神经组织MR数据

高分辨3D重建还可以与cT等3D数据融合配准，形成

多模态3D模型，更好地展示神经与其他组织结构的

关系m】。

8阅片及报告要点

影像诊断医生进行周围神经图像阅片时，一定

要充分结合临床病史、不同成像技术及图像重建进

行综合判断，对结合神经组织的解剖定位及影像学

征象进行描述，得出相应的诊断。影像报告应包括

神经组织病变的位置、形态信号变化、邻近组织结构

的改变等内容。

正常周围神经常规T1wI及T2wI序列均与骨骼

肌信号相仿，T2权重脂肪抑制影像上神经结构呈等

信号或轻度高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从形态学上，

正常神经束走行自然，近端至远端逐渐变细，不出现

局限性变细或明显增粗；神经周围脂肪界面清晰，并

可见伴行动脉、相近管径与神经相仿。当出现周围

神经局限性增粗(管径大于伴行动脉)、局部T2信号

增高(高于T1wI静脉信号)、信号减低或缺失(比如纤

维化、萎缩、断裂等)、增强扫描出现强化(血一神经屏

障破坏)、所支配肌肉出现萎缩、水肿、脂肪浸润等情

况时，均提示神经组织病变p21”。下面列举几种常见

周围神经病变的影像学特征表现。

8．1神经卡压

常见的有腕管综合征、肘管综合征、尺管综合征

等，诊断仍然主要依赖于病史、体格检查和电生理检

查，影像学对病变的具体定位及周围组织的病变显

示有帮助。MRN主要表现为相应卡压部位突然变窄

呈“缺口征”(神经长轴切面显示)，邻近神经束肿胀

增粗，T2权重压脂序列信号增高，DTI显示FA值下降

而ADc值升高p，“‘3”。此外还要注意对周围组织结构

的变化进行观察，如神经通道狭窄、周围肌腱肌肉或

骨质的病变、关节炎、滑膜炎、占位或肿块等。

8．2神经损伤

常见病因包括拉伤、撕裂、骨折后继发伤、穿刺

或注射损伤等，并可分为神经失用、轴突断裂、神经

断裂不同严重程度n81。神经失用仅伤及髓鞘，导致一

过性神经功能障碍，MRN主要表现有T2信号增高和轻

度肿胀。轴突断裂为轴突损伤后不连续，但是神经

束膜和外膜仍保持完整，病变以远可出现华勒氏变

性，MRN表现除了神经粗大、T2信号增高之外，还可以

表现为节段性信号混杂、缺失，远段变细或不显影。

神经断裂是指神经束完全离断、神经功能完全丧失，

急性期MRN可直接观察到神经断裂、分离的部位，并

可见相应区域积液；亚急性期和慢性期神经断端可

见条状低信号(纤维化)或局部瘤样改变口，。当损伤

神经仍保持连续性时，DTI可以正常显示神经束形

态，但DTI无法追踪断裂的神经结构，可表现为病变

区域信号紊乱901。

8．3系统性周围神经病变

系统性周围神经病变为继发于全身系统性的病

变，如代谢性疾病、中毒、感染、炎症、自身免疫性疾

病或遗传性疾病。临床常见的系统性周围神经病变

有继发于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淀粉样变性)、自身

免疫性疾病等。MRN的主要表现是受累神经的水肿

增粗、T2信号升高，以及所支配肌肉的失神经改变：

水肿(急性期)、萎缩和脂肪浸润(亚急性、慢性期)∞】。

感染等炎症病变继发的周围神经病变的MRN往往表

现为长节段的神经水肿增粗及相应T2信号增高改

变，并且增强扫描可见到不均匀的强化p”。

8．4肿瘤

最常见的周围神经肿瘤有神经鞘瘤、神经纤维

瘤、纤维脂肪瘤性错构瘤等，MRN主要表现为神经走

行区域的占位性病变，根据不同肿瘤的形态及信号

特点对肿瘤性质和来源作出判断。在影像报告中，

需要对病变的数目、大小、范围、分布及周围组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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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等情况进行描述。

9新技术及发展方向

周围神经相关疾病的患者常常无法坚持长时间

的磁共振扫描，这限制了周围神经MRI检查作为一种

常规检查手段应用于临床。因此，快速成像成为MRN

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常联合应用并行成像技术、压

缩感知成像等快速成像方法，实现周围神经的快速

扫描。提高神经显示能力也是MRN技术发展的重点，

MRI开发者不断开发出多种序列联合成像技术，总体

方向依然是抑制背景信号如移动的血流信号以及突

出神经组织信号，这样有助于对神经的精确定位和／

或周围神经病变的术前评估。一些新的扫描序列逐

渐证明了在周围神经疾病辅助诊断中的应用。比如

超短回波(ultrashort echo time，uTE)成像3D

uTE—Cones技术用于神经内短回波时间的成分(如髓

鞘等)的定量检测971，现已证明定量磁共振神经成像

的可行性；磁化传递对比成像(magnetization

transfer contrast imaging，MTC)可以提供神经组

织的组成、蛋白含量、胶原蛋白完整性及脱髓鞘信

息删，以揭示脱髓鞘和轴突丢失所引起的神经组织的

变化；定量磁敏感图(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QSM)、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CEST)成像等技术

在神经组织代谢及退行性变等疾病的定量检测方面

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果日91。综上，新的扫描序列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神经的识别及损伤提供新的信

息，但其在周围神经成像以及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

值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确定。

在增强扫描方面，除常规钆对比剂的应用外，新

型对比剂Gadofluorine—M对检测神经损伤导致的血

神经屏障破坏的敏感性高于传统的Gd—DTPA增强一“，

有助于追踪周围神经退行性变和再生H”。炎症细胞

MRI对比剂如超顺磁氧化铁颗粒和氟碳增强19F等可

作为外周神经炎症细胞浸润的体内生物标志物H4 421。

新型MRI对比剂还未常规应用于临床，但为未来周围

神经增强扫描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可通过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式实现图像去噪和伪影校

正，提高图像分辨率。未来可能在提高图像空间分

辨率及增加临床试验的基础上实现细胞水平磁共振

扫描，在无创性检查基础上实现更精准的周围神经

病变的诊断。

10小结

综上所述，伴随着磁共振扫描技术的迅猛发展，

实现快速、规范化的神经扫描有利于受检者病情的

评估，为临床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准确信息。

本共识就规范化周围神经扫描提供了相关重要的扫

描序列、参数及推荐扫描方案，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进一步推动周围神经MR扫描的应用，以使更多的患

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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