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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磁共振分子功能成像
%,+

技术在动物模型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的鉴别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实验室内家兔胰头移植瘤模型&慢性肿块型胰腺炎模型&正常家兔各
7

只!对其进行磁共振弥散加权分子功能成像!

V

值为
!!!

&

009

&

1555B

'

EE

6

!观察不同
V

值下胰腺癌模型&慢性炎性模型及正常兔胰腺区的表观弥散系数"

#%S

$!并分析不同
V

值下胰腺癌

模型&慢性炎性模型及正常兔胰腺区的
#%S

值及表观弥散系数差值"

%#%S

$的变化情况!并观察各组织在分子扩散&组织灌注等

方面中的差异%结果
!

整个研究周期!胰头移植瘤模型死亡率为
354

#肿块型胰腺炎模型和
7

只正常家兔均正常存活%相同
V

值下胰腺癌
#%S

值明显低于慢性炎症及正常胰腺区!随着
V

值的增大!各组织
#%S

值明显下降!

V

值为
!!!B

'

EE

6 时!各组织内

#%S

数值存在差异"

&-0/006

!

#-5/51)

$!组间两两比较!胰腺癌与胰腺炎"

'-0/99!

!

#-5/55!

$!胰腺癌与正常胰腺"

'-3/77!

!

#-5/5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3

$%

V

值增大!

%#%S

越小!不同
V

值时胰腺癌区与慢性炎症肿块区&胰腺癌区与正常胰

头区各组织
%#%S

值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3

$%结论
!

合理选择
V

值的分子功能成像
%,+

技术能够较好的鉴别胰腺

癌与肿块型胰腺炎!可在动物胰头癌模型的评价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

磁共振成像#胰腺肿瘤#胰腺炎#鉴别诊断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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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恶性程度较高的恶性肿瘤"胰

腺炎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胰腺癌与胰腺炎在整个发生发展过程

中"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特征&

1

'

$通过
$W+

扩散加权成像!

=FMMABF;<Q&F

O

D'&=FE(

O

F<

O

"

%,+

#影像学方法

对胰腺占位进行评估"可以在不损伤动物模型的前提下"对占

位进行评估"诊断与鉴别诊断$

%,+

是在活体组织上检测水

分子布朗运动的成像技术"通过观测水分子在组织中的跨细胞

膜或细胞内运动的程度最终判断组织的性质$有文献报道"

%,+

信号衰减程度与所测的表观弥散系数!

(

@@

(H&<'=FMMABF;<

C;&MMFCF&<'

"

#%S

#和选取使用的扩散敏感系数!

V

值#有密切关

系&

6

'

$为探讨不同
V

值下"

#%S

值及表观弥散系数差值

!

=FMM&H&<C&;M(

@@

(H&<'=FMMABF;<C;&MMFCF&<'

"

%#%S

#在对胰腺

癌肿块模型诊断中的作用"本研究选择不同
V

值下"对胰腺癌

模型%慢性炎性模型及正常家兔胰腺区的
#%S

值及
%#%S

的

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V

值在家兔胰腺癌模型和慢性炎性模

型中的分子扩散%生化代谢%组织灌注等方面中存在的差异$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齐齐哈尔医学院医学影像与生物医学工

程实验室内家兔胰头移植瘤模型!

7

只#"慢性肿块型胰腺炎模

型!

7

只#"正常健康家兔
7

只"兔龄均为
!

!

0

个月"家兔由齐

齐哈尔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W

分子成像部分在齐齐哈

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W

室进行"设备为美国
ZU935!/5[

$W

$

?/!

!

研究方法
!

$W+

检查前准备"

$W+

扫描前用乌拉坦麻醉

家兔模型$麻醉方法采用耳缘静脉注射"注射剂量为
3E:

*

\

O

$将麻醉平稳的家兔模型根据实验要求固定于自制的固定

架上$仰卧位"头部先进$垫高家兔使其位于扫描线中心部

位"将膝关节线圈放置于家兔上方$肿瘤区置于线圈中心部

位"其侧方放置标准水模$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测定占位组织

的横向弛豫时间!

[6

#"扫描参数)

[W!555EB

"

[U96EB

"

X]a!7CEb!7CE

"矩阵
167b167

"层厚
3EE

"层间距
5

"激

励次数
6

次"采集频带宽每像素
1635"̂

$

V

值采用
!!!

%

009

%

1555B

*

EE

6

$通过
%,+

测定其
#%S

"以及氢磁共振波谱分

析!

1"$W?

#测定肿瘤组织内主要代谢物波谱$本过程要求在

胰头占位在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从胰腺肿块长至
1CE

开始

扫描"每周扫描
1

次"历时
1

个月"比较每次扫描肿瘤图像信号

及相应组织的变化$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2/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用
=c0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6 检验"

#

"

5/53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模型生存结果
!

7

只家兔胰头移植瘤模型在第
6

次扫描

时死亡
1

只"在第
!

次扫描时共计死亡
!

只"第
)

次扫描"死亡

)

只"整个研究期间!

)

周#"死亡率
354

(

7

只慢性肿块型胰腺

炎模型和
7

只正常家兔均正常存活"无死亡$

!/!

!

胰腺癌%胰腺炎及正常胰腺组织
#%S

值差异比较
!

相同

V

值下胰腺癌
#%S

值明显低于慢性炎症及正常胰腺区"随着
V

值的增大"各组织
#%S

值明显下降"

V

值为
!!!B

*

EE

6 时"各

组织内
#%S

数值存在差异!

&-0/006

"

#-5/51)

#"分别进行

组间两两比较"胰腺癌与胰腺炎!

'-0/99!

"

#-5/55!

#"胰腺癌

与正常胰腺比较!

'-3/77!

"

#-5/5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5/53

#"当
V

值为
009B

*

EE

6 和
1555B

*

EE

6 各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53

#$见图
1

"表
1

$

图
1

!!

不同
V

值下胰腺癌%胰腺炎及健康

胰腺组织
#%S

值差异比较

表
1

!!

不同
V

值下各组间
#%S

差异比较&

=c0

'

B

(

EE

6

)

组别
/ !!!B

*

EE

6

009B

*

EE

6

1555B

*

EE

6

胰腺癌
7 1/7!c5/)0 1/)0c5/66 1/66c5/19

胰腺炎
7 6/93c5/36 1/2)c5/)9 1/33c5/6!

正常胰腺
7 6/!9c5/!7 1/70c5/6! 1/3!c5/66

& 0/006 6/110 5/229

' 5/51) 5/691 5/796

!!

正常胰腺与肿块性胰腺炎
#%S

值下降的程度大于胰腺移

植瘤区域"两者的绝对值逐渐降低"最后相互接近"而且
V

值越

大"

%#%S

越小"说明胰腺癌低灌注和胰腺炎高灌注$不同
V

值时胰腺癌区与慢性炎症肿块区%胰腺癌区与正常胰头区各组

织差值表观扩散系数
%#%S

值差异变化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5/53

#"见表
6

$

表
6

!!

各组
%#%S

比较&

=c0

'

B

(

EE

6

)

V

值!

B

*

EE

6

# 胰腺癌与胰腺炎 胰腺癌与正常组织胰腺炎与正常组织

!!! 1/16c5/12 5/93c5/65 5/!2c5/63

009 5/36c5/15 5/!0c5/13 5/53c5/56

1555 5/6!c5/11 5/13c5/53 5/5!c5/51

& 9/93! 0/0!) 0/050

# 5/555 5/557 5/515

!/"

!

胰腺癌%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磁共振影像差异比较
!

1

个

月后处死家兔胰腺癌模型后"胰腺生长情况见图
6#

"胰腺癌

$W+

影像多表现为边界较清楚%信号较均匀的肿块!图
6U

%

X

%

Z

%

"

#(主胰管相对光滑均匀的扩张后于肿块处突然中断多提

示胰腺癌(胰腺癌更容易侵犯胰周血管并出现淋巴结转移$氢

磁共振波谱分析!

1"$W?

#显示
SD

与
K##

峰异常增高!图

6P

#$

$W+

表现为边界不清%散在分布%信号混杂不均的肿块

为炎性肿块的可能性大!图
6S

%

%

#(胰腺炎性肿块更容易出现

[6,+

高信号%

[1,+

低信号的小泡状影"常常多发"其病理基

础为小潴留囊肿(近端胰管及胆管不规则扩张或呈串珠状改变

以炎性狭窄的可能性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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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兔胰腺癌解剖图像"胰腺区域可见大量胰腺占位肿瘤(

P

)家兔胰腺癌波谱分析"可见
SD

与
K##

峰异常增高(

S

)慢性胰腺炎
$W[6

图

像)胃体下缘可见点状等信号及稍高信号影!

V

为
!!!B

*

EE

6

"兔
7

第
6

周图像#(

%

)慢性胰腺炎
$W[6

图像"胃体下方见稍高信号影!

V

为
!!!B

*

EE

6

"兔
)

第
)

周图像#(

U

)胰头移植瘤模型"胰腺区域见肿瘤稍高信号影像"

1/55CEb5/35CE

!兔
6

第
1

周图像#(

X

)胰头移植瘤模型"胰腺区域

见肿瘤稍高信号影像"

1/56CEb5/3CE

!兔
6

第
6

周图像#(

Z

)胰头移植瘤模型"胰腺区域见肿瘤高信号影像"

6/15CEb5/35CE

!兔
7

第
!

周图

像#(

"

)胰头移植瘤模型"胰腺区域见肿瘤高信号影像"

6/13CEb5/76CE

!兔
)

第
)

周图像#

图
6

!!

家兔胰腺占位
$W+%,+

图像

"

!

讨
!!

论

!!

早期诊断较为困难"发现时往往达到晚期"

$W+

在正常胰

腺组织中
[1,+

与肝脏%肌肉等非脂肪组织比较呈高信号表

现"而
[6,+

仅比肌肉信号略强"在抑脂
[6,+

中正常胰腺与

周围抑制脂肪之间的比较差异较小&

!

'

$而在
$W+

增强扫描中

由于胰腺为血供丰富器官"正常胰腺实质动脉期为均匀强化"

但高于肝脏%脂肪信号$虽然
$W+

对胰腺癌具有较高的检出

能力"但对于胰腺癌与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二者之间的鉴别诊断

能力仍较弱"误诊率达
634

以上&

)

'

$本研究中可以看出图
6"

虽为胰腺癌模型"但是病变形态不规则"与常见的肿块型胰腺

炎影像类似"因此单从
$W+

影像表现中容易造成一定的误

诊率$

功能成像
%,+

"通过对体内水分子不规则随机运动进行

检测"应用
#%S

对水分子扩散运动的随机性进行描述和测量"

而
V

值与信号强度密切相关"

V

值越大"

%,+

的扩散加权越重"

对水分子的扩散越敏感"图像的信噪比越弱&

3

'

(

V

值越小"图像

的信噪比越强"但扩散加权变弱"

[6

透过效应明显$临床动物

实验研究显示"

%,+

不仅与细胞内水分子运动和水分子跨膜

运动有关"还受到组织灌注状态和细胞外水分子运动的影响"

因而随着
V

值的升高"胰腺癌区%炎性肿块区和正常胰腺组织

的
#%S

值都会出现一定变化&

0

'

$

在胰腺癌与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的鉴别诊断中"可以利用磁

共振分子功能成像水分子的弥散速度在胰腺癌细胞内和细胞

外不同"进行弥散成像检查&

9

'

$

#%S

值表观扩散系数相对于

扩散系数
%S

来说"更能够反映组织内水分子运动受到的呼

吸%脉搏%血流等影响时的扩散状态&

782

'

"

#%S

值反映水分子的

扩散运动范围以及速度&

15

'

$本组从表
1

和图
1

的实验结果中

可以看出"相同
V

值下胰腺癌
#%S

值明显低于慢性炎症及正

常胰腺区"随着
V

值的增大"各组织
#%S

值明显下降"

V

值为

!!!B

*

EE

6 时"各组织内
#%S

数值第
!

周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

&-0/006

"

#-5/51)

#"组间两两比较"胰腺癌与胰腺炎

!

'-0/99!

"

#-5/55!

#"胰腺癌与正常胰腺比较!

'-3/77!

"

#-

5/510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当
V

值为
009B

*

EE

6 和

1555B

*

EE

6 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53

#$胰腺

炎和胰腺癌随
V

值增加"

#%S

值逐渐减低"这主要是由于组织

出现纤维化改变"造成胰腺血流及水分减少"从而灌注水平下

降"低
V

值!

!!!B

*

EE

6

#对灌注情况比较敏感$

在不同组织"以及相同组织的病理生理过程中"组织的

#%S

值不同"

%#%S

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病变的不同阶

段以及同一组织的不同病变
%#%S

均不同"与组织的灌注情

况密切相关&

11

'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不同
V

值时胰腺癌区与

慢性炎症肿块区%胰腺癌区与正常胰头区各组织比较
%#%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正常胰腺与肿块性胰腺炎
#%S

值下降

的程度大于胰腺移植瘤区域"两者的绝对值逐渐降低"最后相

互接近"而且
V

值越大"

%#%S

越小"说明胰腺癌低灌注和胰腺

炎高灌注$因此利用对灌注敏感的较低
V

值!

!!!B

*

EE

6

#

%,+

下的
#%S

值进行检测"与分子扩散权重高
V

值
%,+

下

的
#%S

值变化进行比较"即可以得到
%#%S

的差异$这种方

法有助于对胰腺占位进行鉴别$因此应用该规律"应用不同高

V

值和低
V

值的变化规律来鉴别胰腺癌和胰腺炎是可行的$

同时本组实验在不同
V

值测得胰腺癌
#%S

值较正常胰腺组织

降低"随着
V

值的减小两者
%#%S

值有增大趋势"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
$W

分子功能成像下胰腺癌与慢性胰腺炎在

分子扩散%组织灌注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所述"

V

值能够反映
%,+

水分子的扩散运动状态"并

且在小
V

值!

!!!B

*

EE

6

#下"更容易获得血流灌注对病变的影

响"因此分子功能成像
%,+

技术"合理选择
V

值"能够较好的

鉴别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由于观察动物模型较少"因此研

究结果需后续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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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可有效地降低意外妊娠率和延长生育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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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

对于产后人群"仍需宣教逐渐强化避孕意识"对有瘢痕子宫等

高危因素的妇女更要重视避孕的重要性"主动提供流产后避孕

服务"从而改善妇女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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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落实率虽然有了明显

提高"但青少年%年轻未生育女性及产后女性的长效避孕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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