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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在颅脑肿瘤患者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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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lain enhanced MRI combined with perfusion imaging 
(PWI) in the diagnosis of craniocerebral tumor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raniocerebral 
tumor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samples. All the 
enrolled patients received plain ENHANCED MRI and PWI examination, and the surgical situation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followed up.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taken as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plain enhanced MRI and PWI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cranial tumor diseas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this group of 94 suspected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umor disease, 86 cases were confirmed as 
craniocerebral tumor, including 35 cases of glioma, 31 cases of meningioma, 12 cases of brain metastasis and 8 cases of 
lymphoma. With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results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MRI 
plain enhanced diagnosis were 96.9%, 20.7% and 73.4%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MRI 
combined with PWI were 97.6%, 60.0% and 93.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n the diagnosis of craniocerebral tumor 
diseases, MRI plain scan enhancement combined with PWI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which can provide reliable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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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磁共振成像技术（MRI）在临床疾病诊断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价值也得到普遍认可[1]。在颅

脑肿瘤疾病的诊断中，通过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可观

察到肿瘤病灶的占位效应、囊变坏死情况以及信号的

不均匀性等情况，从而为颅脑肿瘤的定性诊断提供一

定的依据。不过 MRI 平扫及增强并不能准确提示肿瘤

的血管丰富区，其诊断价值有一定的局限性[2]。MRI
灌注成像(PWI)可呈现脑内局部组织的血流灌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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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准确评判肿瘤新生血管程度，为临床医师更准确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本文分析了 MRI 平扫增强联

合 PWI 在 94 例疑似颅脑肿瘤疾病患者诊断中的情况，

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选取本院收治的 94例疑似颅脑肿瘤疾病患者为观

察样本，收治时间 2021 年 1 月-2022 年 5 月。纳入标

准：（1）入组患者均被首诊为疑似颅脑肿瘤患者；（2）
在本院接受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并进行 PWI 检查，影

像学资料完整；（3）随访手术及病理检查结果，临床

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因死亡或其他原因失访者；

（2）合并肝、肺、肾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者。94 例患

者中男性 57 例，女性 37 例，年龄 46-78 岁，均值（53.2
±4.1）岁。 

1.2  
MRI 检查：选用 GE 1.5T SignaHDxt 医用磁共振成

像设备，选取头颅相控阵线圈，先接受常规 MRI 增强

前扫描，定位肿瘤所在位置，平扫序列为自旋回波

(SE)：包括冠状面或矢状面+横断面 T1WI；快速自旋

回波(FSE):包括横断面 T1WI 和 T2WI 以及 FLAIR。扫

描视野为 22cm×22cm，扫描矩阵为 256×192，NEX
为 2。 

PWI 检查：采用对比剂首过磁共振灌注成像法，

静脉注射钆喷替酸葡甲胺(Gd-DTPA)对比剂（应用高压

注射器），按照 0.1-0.2mmol/kg 体重设定对比剂用量，

以 4.0ml/s 速度注射，对比剂注射完成再以相同的速率

给予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20ml 进行对比剂冲洗。扫描时

应用 EPI 序列，其中 TE 为 40ms、TR 为 1500ms、90°
为翻转角，扫描视野 224×224，以 128×128 为重建矩

阵，以 96×95 为采样矩阵，扫描层厚 4mm，层距为 1，
激励次数为 1。注意要在对比剂注射的同时进行扫描。

扫描结束后应用 PWI 专用软件处理图像。 
1.3  
以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判定 MRI 平扫

增强联合 PWI 检查对该组患者的诊断灵敏度、特异性

及准确率。 
1.4  
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配对资料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表示，组间进行 χ²检验。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 SPSS23.0 统计分析软件， 
2 结果 
2.1  

本组 94例疑似颅脑肿瘤疾病患者经术后病理学检

查证实，86 例患者为颅脑肿瘤患者，包括脑胶质瘤 35
例，脑膜瘤 31 例，脑转移瘤 12 例，淋巴瘤 8 例。 

2.2 MRI  
MRI 平扫增强诊断本组患者的结果：检出阳性 65

例，阴性 29 例，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其中真阳

性 63 例，真阴性 6 例，MRI 平扫增强诊断的灵敏度

96.9%（63/65），特异性 20.7%(6/29)，准确率 73.4%
（69/94），见表 1。 

表 1 本组患者 MRI 平扫增强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比较 

病理结果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断结果 

合计 
阳性 阴性 

阳性 63 23 86 

阴性 2 6 8 

合计 65 29 94 

2.3 MRI PWI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断本组患者的结果为：

阳性 84 例，阴性 10 例，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

其中真阳性 82 例，真阴性 6 例，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断的灵敏度为 97.6%（82/84），特异性为 60.0%
（6/10），准确率为 93.6%（88/94），详见表 2。 

表 2 本组患者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

比较 

病理结果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断结果 

合计 
阳性 阴性 

阳性 82 4 86 

阴性 2 6 8 

合计 84 10 94 

3 讨论 
研究显示，颅脑肿瘤疾病的恶性程度高、死亡率

高、易复发，是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3]。及早诊断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是降低颅脑肿瘤

患者死亡风险、改善预后的关键。目前，MRI 是诊断

此类疾病的主要手段，它能够定位肿瘤部位，并显示

肿瘤病灶的数目、形状、大小等信息，从而为颅脑肿

瘤的诊断提供重要参考[4-5]。近年来，MRI 在颅脑肿瘤

疾病诊断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检查方式也越

来越多样化，如常规扫描、增强扫描、弥散成像、灌

注成像、MRS 等[6]。本文分析了 MRI 平扫增强联合灌

注成像（PWI）在颅脑肿瘤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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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MRI 平扫

增强检查诊断本组患者的灵敏度为 96.9%，特异性

20.7%，准确率 73.4%，而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诊
断的灵敏度为 97.6%，特异性为 60.0%，准确率为

93.6%，提示 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可大大提高诊断

灵敏度和准确率，有更高的临床价值。人脑正常的神

经生理以及高级神经活动均以一定的血流灌注为基

础，血流灌注通过毛细血管网，将血液中携带的营养

物质、氧输送给脑组织细胞。不管是在正常组织状态

还是疾病状态下，血流灌注一直存在，这为灌注成像

提供了可能[7]。研究中发现，常规 MRI 平扫和增强扫

描可呈现肿瘤的占位效应以及瘤周水肿及增强程度，

但并不能提示肿瘤恶性程度，也无法为立体定向穿刺

活检提供确切证据，而 PWI 则可以清晰显示脑组织的

微血管分布及其血流灌注情况，从而反映脑内血流动

力学方面的信息，提高诊断准确率。从影像学表现特

征来看，以脑胶质瘤（Ⅲ-Ⅳ级）为例，术前 MRI 平扫

及增强扫描呈现显著不均匀强化特征，病灶边缘不清

晰，占位明显；PWI 检查时呈明显的高灌注表现。术

后 MRI 平扫及增强则呈现了强化效应显著下降的特

点，术后 PWI 强度显著下降，占位效应不明显。研究

中还发现，PWI 的时间分辨率及空间分辨率均较高，

而且检查无放射性，操作简单，病人无需特殊准备，

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MRI 平扫增强联合 PWI 应用于颅脑肿

瘤疾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率，此检

查方式简便、安全，可为颅脑肿瘤疾病的诊断及术后

效果评定提供可靠依据，建议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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