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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低颅内压综合征起病急骤，多见于青壮年男性多

于女性，其临床特点是头痛剧烈，呈现全头痛或枕颈

额颞持续性胀痛或无固定位置痛，常伴有恶心呕吐，

耳鸣畏光，眩晕，步态不稳、心悸、出汗等
[1]
。传统

的CT检查无法及时发现疾病，而MRI(磁共振成象)是

断层成像的一种，主要利用磁共振成象从人体中获得

电磁信号，并重新建出人体信息，从磁共振图像中我

们可以得到物质的多种物理特性参数。如质子密度，

自旋—晶格驰豫时间T1，自旋—自旋驰豫时间T2，扩

散系数，磁化系数，化学位移等。经相关研究发现，

磁共振成像较为清晰可以将CT等提供不了的细节均可

在MRI成像中观看。为探究MRI在自发性低颅内压综合

征中的应用效果，特选取选取2016～2017年间在我院

接受治疗的低颅压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

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5月～2017年6月间在

我院接受治疗的低颅压综合征患者20例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0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为7例，女性患者为3例，

MRI在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河南 许昌 461700）

叶志刚

【摘要】目的 探讨MRI在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5月～2017年6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低颅压综合征患者20例，采用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诊断的方式是采用MRI扫描成像仪)及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放

射影像学诊断)，每组患者各10例，观察两组中患者确认脑部疾病的准确率以及MRI扫描仪的成像情况。结果 观察

组中通过MRI扫描可看出患者的脑脊液压力的测量结果与影像学表现例如硬脑膜强化、硬膜下积液、静脉窦扩张、

脑结构下垂等的表现，而对照组中通过放射诊断以上状态均无清晰显示，故观察组成像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观

察组通过MRI扫描仪观察低颅压综合征脑部微小变化的概率为100.00%，而对照组中通过放射诊断观察低颅压综合征

脑部微小变化的概率为70.00%，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RI诊断在自发

性低颅压综合征患者诊断中可以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好的影像学依据，具有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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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in the Diagnosis of Spontaneous Hypocranial Compression Syndrome
YE Zhi-g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angcheng People's Hospital, Xuchang4617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spontaneous hypocranial compression syndrome. Methods  
Selection in May 2016 to June 2017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20 patients with low cranial pressure 
syndrome, using the random table metho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diagnosis way is to use an MRI scan 
imager)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radiographic imaging diagnosis), 10 cases of each group of patients, 
observ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o confirm the accuracy of brain disease and MRI scanner imaging. Results  Observation 
group by MRI scans can be see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pressure measurements and imaging findings such 
as dura aggrandizement, subdural effusion, drooping, cerebral venous sinus expansion structure such as performance,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by diagnostic radiolog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tate is no clear reason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like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 probability of small changes in the brain through MRI scann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0%,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obability of small changes in the brain 
through radiological diagnosis was 70.00%.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RI dia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hypocranial 
compression syndrome can provide better imaging basis for clinicians and has greater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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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40～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0.43±4.62)

岁。对照组中男性患者为5例，女性患者5例，年龄在

42～7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34±4.13)岁。每位

患者除患有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疾病外均无其他疾

病，且该试验均在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确

保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平均病程以及合并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观察组中的10位患者采用MRI成像

扫面议诊断，且每一位患者均通过腰穿证实为低颅压

改变。成像由横切面及矢状面组成，扫描的横断面为

T1W1、T2W1、FLAIR序列，矢状面序列为T1W1。增强扫

面增加一个冠状面扫描T1W1序列
[2]
。诊断的MRI成像采

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Vior3T超导型磁共振扫

描仪。

　　对照组中采用常规的放射诊断方法，通过头颅CT

观察患者脑室脑池脑沟等的变化
[3]
。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

患者脑脊液压力的测量结果与影像学表现，以及两组

患者不同诊断学方法清晰程度的概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正态计量数据用(χ
-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观察组MRI脑脊液压力与影像学表现  通过

MRI成像观察脑脊液压力的测量结果与患者影像学表

现，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见表1。

　　2.2 对比两组诊断脑部变化概率  通过观察两组

患者脑部变化情况的清晰图像，可看出MRI成像的患

者脑部微小的变化的人数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低颅压综合征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侧卧位腰部蛛

网膜下腔的脑脊液压力在0.59kPa(60mmH2O)以下，以

体位性头痛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一般是由脑体积的

减少，脑脊液的减少或脑内血液量的减少形成颅内总

的体积减少而使颅压下降，并且造成一系列的临床表

现
[4]
。几年来该病患者逐渐增多，开始引起人们的重

视。临床上观察低颅压综合征脑内清晰变化表现的方

式有MRI扫描仪和常规的放射诊断，但是传统的放射

诊断形式尽管可以帮助低颅压综合征患者观察到脑部

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些脑部内微小的变化不能够清晰

的看到，这给临床医生带来很大困扰，医生因为没有

看到微小变化现象进而耽误患者的治疗效果
[5-6]

。临

床上大多数医生更倾向应用MRI扫描仪来观察低颅压

综合征患者脑内变化情况，为探究MRI磁共振成象和

传统常规放射诊断两者之间在低颅压综合征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特做此研究
[7]
。

　　本研究表明，通过该实验可看出观察组低颅压综

合征患者脑部微小变化清晰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证明了临床上观察

低颅压综合征患者脑部内变化情况远远优于对照组，

主要原因是MRI是由磁体、梯度系统、射频系统、计

算机、外围设备等组成，它的物理基础是原子、自旋

与核磁组成，由原子产生核磁即
1
H(氢质子)，进入磁

体后发生变化，当人体进入磁体场时原子核受磁场作

用发生变化通过与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组合，将人体

内脑部发生的变化呈现出图像
[8-9]

。因为磁场与体内

存在的原子核发生反应产生一系列变化，所以体内微

小的变化都可以通过磁场反映到计算机上，临床医生

通过该变化进一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法。而传

统的常规放射诊断方法原理类似于MRI，但是常规放

表1 脑脊液压力的测量结果与患者影像学表现

          例1   例2   例3   例4   例5   例6   例7   例8   例9   例10

脑脊液压力(ml)  未测出   13   57   21   43   未测出  41   19   29   28

硬脑膜强化       +   +   +   +   +   +   +   +   +   +

硬膜下积液       -   -   -   -   +   +   -   +   -   -

静脉窦扩张       +   +   -   -   -   +   +   +   +   -

脑结构下垂       +   -   -   +   +   +   +   +   -   - 

表2 两组患者脑部清晰图像显示对比率[n%]

组别    例数       清晰人数          清晰率

观察组     10         10          100.00

对照组     10         7          70.0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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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负压本身可以改善创口处组织微循环，促进病变

组织消肿及新生肉芽的生长，加速伤口愈合。因而有

效缩短了治疗所用时间，加快康复进程。另外，本研

究进一步比较了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炎症指标，结

果发现观察组CRP、TNF-α以及WBC水平较对照组均明

显降低，说明高负压引流在清除炎性因子方面比常规

负压引流更具优势。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高负

压引流可以充分引流，维持良好的负压环境，防止死

腔的形成，同时负压环境能够高效引流淋巴液、组织

液及坏死的脂肪组织，抑制感染的进一步加剧
[12]

；同

时，整个引流系统在封闭环境下运行，避免了交叉感

染，最终改善皮瓣下积液感染导致的炎症反应
[13]

。

　　综上所述，运用高负压引流治疗乳腺癌术后皮瓣

下积液感染，可以有效缩短患者治疗时间，减少抗炎

药物的使用，促进患者创口尽快愈合，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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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原理不是在原子上，而是利用X线、超声和核素

的γ线等，透过人体后，使人体内部结构和器官在荧

光屏上或胶片上显出影像，进而了解人体形态结构、

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低颅压综合征患者利用放射诊

断显出影像，因为不是在原子的基础上进行投射的，

所以没有MRI的成像效果明显，也无法观测到MRI可以

观察到的脑部细微的变化，所以在临床上很多医生选

择MRI磁共振扫描成像进行判断低颅压综合征患者脑

部存在的变化，可以及时发现放射诊断观察不到的微

小变化，及时为临床医生提供治疗依据
[10]

。

　　综上所述，MRI磁共振扫描成像在低颅压综合征

患者病情诊断中具有良好的诊断效果，应在临床上广

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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