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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扩散张量成像是 fMRI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唯一可在体显示白质纤维束的无创性检查

方法。此外，还可通过测量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等参数，对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进行评价。目前，已有

研究将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应用于周围神经系统疾病，本文拟从急性周围神经损伤、慢性周围神经损伤，

以及周围神经系统炎症和肿瘤等方面对其在周围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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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s the unique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 to visualize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in vivo. In addition, the diffusion data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quantitative diffusion
values such as isotropic and anisotropic diffusion that reflects condition of nerves. Recently,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TI was useful for the evaluation of peripheral nerve.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DTI application in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cluding acute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chronic peripheral nerve damage, peripheral nerve inflammatory lesions and peripheral nerve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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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张量成像（DTI）是由扩散加权成像（DWI）
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 MRI 检测技术，主要用于评价

组织结构的完整性，是 fMRI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

三维空间定时、定量分析组织内水分子扩散特性，

具有常规 MRI 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预后评价。近年来，

DTI 技术已逐渐应用于周围神经、肌纤维、关节软骨

和椎间盘的研究。

一、扩散张量成像基本原理

DWI 可用于测量在体脑组织内水分子的随机

运动，即布朗运动，可提供脑组织内水分子无序扩

散运动速度的信息。水分子运动速度可以采用表

观扩散系数（ADC）表示。在生理条件下，水分子向

三维空间各个方向的扩散运动不仅受细胞本身特

征的影响，同时还受阻碍水分子自由运动的细胞结

构的影响，因此一个方向的扩散可能较另一个方向

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在白质纤维束中，垂直长

轴走行的扩散受少突胶质细胞形成的髓鞘限制，而

平行于长轴的扩散，仅受轴突内结构（如线粒体、内

质网等）的影响，因此，平行于神经纤维长轴方向的

扩散明显大于垂直于该方向的扩散。这种方向依

赖性的扩散即为扩散的各向异性。水分子的各向

异性可用于追踪纤维束走行，评价组织结构的完整

性和连通性。扩散的各向同性系指水分子在各个

方向上的扩散速度相同，如脑脊液的水分子运动。

DTI 扫描可获得 3 种参数［1］：（1）平均扩散率

（MD）。MD 值是扩散张量 D 在 x、y、z 共 3 个方向特

征值的平均值［（λ1 + λ2 + λ3）/ 3］，其中λ1指沿纤维束

长轴扩散的本征值（标记为λ∥），λ2 和λ3 系指沿径向

方向扩散的本征值（标记为λ⊥）。MD 值表示分子扩

散阻力和扩散水平的整体情况，代表各个方向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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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一般用平均扩散系数（DCavg）和 ADC 值

表示。MD 值仅表示扩散大小，与扩散方向无关。

（2）各向异性程度。表示分子的空间位移程度，与

组织纵轴方向有关，包括部分各向异性（FA）、相对

各向异性（RA）、容积比（VR）等。这些参数均是通

过 DTI 的本征值（即λ1、λ2、λ3）计算获得。其中，最常

用的是 FA 值，其范围为 0 ~ 1，0 代表最大各向同性

的扩散，1 代表假想状态下最大各向异性的扩散，需

联合 DTI 图像与相应的 ADC 图和 FA 图进行评价。

在 ADC 图中，信号强度与 ADC 值呈正相关，例如脑

脊液为高信号、脑实质呈低信号；在 FA 图中，白质

纤维束各向异性最大，显示为高信号，脑脊液各向

异性最小，显示为低信号。FA 值与白质纤维束纵向

走行及其致密性、髓鞘的完整性呈正相关。（3）扩散

的主要方向。即扩散张量椭圆球的主轴，主要反映

组织结构的三维空间方向。扩散张量纤维束示踪

成像（DTT）是基于 DTI 技术的一种新型可视化成像

技术，可将走行方向各异的白质纤维束以三维形式

重组，直观地显示纤维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二、扩散张量成像在周围神经系统疾病的应用

DTI 技术作为目前唯一可在体显示神经纤维束

走行、方向、排列、髓鞘等信息的检查方法［2］，已尝试

应用于周围神经系统组织形态学和病理学研究。

1. 正常周围神经系统 DTI 技术常用于显示人

和动物较粗大的周围神经，对细小分支目前尚不能

显示。Skorpil 等［3］首次成功应用 1.5T MRI 扫描仪，

采用 2 通道相控阵线圈，共计 32 个扩散编码方向对

3 例健康志愿者坐骨神经进行 DTT 成像。Hiltunen
等［4］首次应用 DTI 技术对人类正中神经、尺神经、桡

神经、胫神经和腓神经的 FA 值和 ADC 值进行分析，

对上述神经进行三维成像，并提出应用 DTI 技术显

示在体纤维网络的构想。Zhou 等［5］的研究显示，正

中神经与尺神经的 FA 值和 MD 值存在显著差异。

健康志愿者正中神经由近端至远端，FA 值逐渐降

低、ADC 值逐渐升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FA 值呈

逐 渐 降 低 之 趋 势 、ADC 值 则 逐 渐 升 高 ［6］ 。

Guggenberger 等［7］发现，当 b 值为 1000 ~ 1400 s/mm2、

FA 值最低阈值为 0.20、最大角度阈值为 10°时，显示

正中神经效果最佳，建议以此作为正中神经 DTT 成

像的最佳参数。此外，有国外学者尝试应用 DTI 技
术研究人类臂丛神经，发现 DTT 成像能清晰显示臂

丛神经纤维束形态和分布，并能获得 DTT 扩散量化

指标，测得双侧臂丛神经平均 FA 值为：左侧 0.29 ±

0.08、右侧 0.29 ± 0.05［8］。 Tagliafico 等 ［9］应用 3.0T
MRI 扫描仪对 40 例健康志愿者的臂丛神经进行 DTI
和 DTT 成像，结果显示，DTT 成像能够清晰显示双侧

臂丛神经，且双侧臂丛神经根的 ADC 值和 FA 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Kabasawa 等［10］报告了其对三叉

神经和听神经 DTT 成像的研究结果，认为调整不同

的 FA 值作为其最低显示阈值，有利于颅底神经的

显影。在动物研究方面，张帆等［11］应用 3.0T MRI 扫
描仪、8 通道相控阵膝关节线圈，成功地显示了兔坐

骨神经走行，其路径与大体标本解剖部位一致；同

时还证实，除神经外，肌纤维和韧带也存在较高的

各向异性。

2. 急性周围神经损伤 目前，除临床病史和体

征外，神经电生理学检查即是评价周围神经损伤程

度和功能恢复情况的金标准，但是采用神经电生理

学评价周围神经损伤程度和神经修复再生情况仍

十分困难［12］。而且，由于该方法缺乏特异性，易受

操作者经验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且无法提供解剖

学信息，诊断价值有限。有研究显示，神经损伤后

轴突发生华勒变性，使神经纤维完整性丧失，从而

导致水分子各向异性降低［13 ⁃14］。国外相关研究提

示，采用 DTI 技术检测神经损伤后的各向异性变化，

可评价周围神经损伤的修复情况。在 Meek 等［15］的

研究中，1 例正中神经损伤患者分别于伤后 1 和 2 个

月时行 DTI 检查，结果显示，伤后 1 个月时 DTT 成像

仅能追踪到正中神经的损伤部位，与 T1WI 所示相

符；伤后 2 个月时 DTT 成像则可观察到损伤远端的

纤维束，此时患者神经功能尚未完全修复，表明 DTT
成像可早期检测到神经再生。 Takagi 等 ［16］采用

7.0T MRI 扫描仪对急性坐骨神经损伤大鼠模型进

行 DTI 检查，发现大鼠坐骨神经损伤后 24 小时内轴

索和髓鞘结构仍保留，故神经纤维内水分子扩散尚

能保持方向性，FA 值下降不明显；然而，因损伤节段

神经信号转导通路中断，神经功能丧失，伤后第 4 天

时轴索和髓鞘即开始大量崩解，轴索密度降至零，

FA 值呈现大幅度下降，基于神经外膜和周围结缔组

织的存在，FA 值并未降至零；此后，FA 值和神经功

能同步回升，当观察到轴索形成时，FA 值和神经功

能呈现明显回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神经系统发

生退行性变时 FA 值降低、λ⊥值升高；神经再生时，

FA 值升高、λ⊥值降低［17］。动物实验结果表明，大鼠

坐骨神经损伤远端的 FA 值与轴索密度、直径及髓

鞘轴索化程度呈正相关［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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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性周围神经损伤 DTI 技术亦可用于慢性

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腰椎间盘突出常导致相应

椎体节段椎间孔狭窄，造成相应神经根受压，诱发

坐骨神经痛症状。Balbi 等［18］和 Eguchi 等［19］尝试将

DTI 技术应用于腰骶神经根显影，发现受压神经根

DTI 参数与未受压神经根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受压

神经根 FA 值明显低于未受压神经根，进而提出 DTI
参数可以作为评价神经根受压程度的量化指标。

与正常对照者相比，腕管综合征患者正中神经 FA
值降低、ADC 值升高，可以通过设定 FA 值和 ADC 值

阈值而诊断腕管综合征［6，20］。Maeda 等［21］对腕管综

合征患者进行头部 DTI 扫描，发现患者脑内特定部

位灰质明显缩小，推测这种灰质体积改变与神经传

导速度（NCV）有关，而与患者临床症状并无明显相

关性。有研究显示，三叉神经痛患者受累三叉神经

的 FA 值明显降低、ADC 值明显升高，这种影像学改

变与三叉神经病理改变存在明显相关性［22］。

4. 周围神经系统炎症 DTI 技术可以用于观察

周围神经系统炎症。炎性脱髓鞘改变可使神经根

增粗，ADC 值发生改变，但是尚不能评价神经纤维

束膜等细微结构的变化［23⁃24］。由于 FA 值对周围神

经的病理变化较 ADC 值更为敏感，因此 Khalil 等［25］

和 Andreisek 等［26］根据 FA 值的变化早期发现神经病

理改变；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

（CIDP）患者胫神经 FA 值低于正常对照者，与病理

改变存在明显相关性，但与神经传导速度并无明显

关联性［27］。Mathys 等［28］发现，周围神经病患者坐骨

神经 FA 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者，且 FA 值与临床能

力分级及电生理学检查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因此提

出 FA 值是一项判断周围神经病患者坐骨神经损伤

的敏感指标。

5. 周围神经系统肿瘤 DTI 技术还可用于评价

周围神经系统肿瘤和肿瘤样病变患者的神经功

能。其中，恶性病变 ADC 值明显低于良性病变，受

累神经 FA 值低于未受累神经，但受累神经与未受

累神经的 ADC 值并无明显差异，与此同时，DTT 成

像对鉴别肿瘤良恶性质亦有很大帮助［29］。Vargas
等［8］对臂丛神经肿瘤患者进行追踪调查，DTT 成像

结果显示，良性肿瘤仅造成臂丛神经移位或包绕臂

丛神经，恶性肿瘤则可使臂丛神经中断、破坏或移

位，其中仅造成邻近神经移位的患者预后较好。但

这项研究并未显示出良恶性肿瘤患者 FA 值和 ADC
值的差异。

DTI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 MRI 诊断技术，已广泛

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如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状态、缺

血性卒中、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颅脑创伤、脑白质病

变或脊柱脊髓疾病等。然而，由于周围神经系统

DTI 技术对呼吸运动、主磁场不均匀性极为敏感，对

磁场强度、线圈和成像序列等要求较高，以及周围

神经较细小、走行不规则等原因，均可使此项技术

的应用受到限制，目前仍主要应用于临床研究。而

且，不同研究结果的结论不尽相同，仍有许多问题

亟待解决。相信随着 MRI 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可变

形相控表面线圈的应用，组织分辨力、信噪比和对

比噪声比的提高，扫描序列的优化，DTI 技术在周围

神经系统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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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内容预告 本刊 2014 年第 3 和 4 期报道专题为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研究，重点内容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的昨天、今天

与明天；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重视神经影像学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的应用；为更早识别阿尔茨海默病：阿尔

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行动（ADNI）简介；非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脑老化及相关神经疾病新进展；认知与脑

功能老化；风险框架情境下决策理性的老化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痴呆脑脊液（或体液）生物学标志物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免疫治

疗：对攻克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几点启示；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的人脑海马毕生发展轨线；PET 显像技术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

应用进展；阿尔茨海默病颞干纤维束扩散张量成像研究；额颞叶痴呆脑结构磁共振成像改变；简单乘法运算与老化功能磁共振

成像研究；扩散加权成像诊断散发性 Creutzfeldt⁃Jakob 病的临床价值；18F⁃FDG⁃PET CT 显像技术鉴别阿尔茨海默病与额颞叶痴

呆的临床价值；不同类型痴呆患者脑代谢图之特点：18F⁃FDG PET 显像技术的 SPM 分析；11C⁃PIB and 18F⁃FDG PET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敬告读者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4 年第 3 ~ 12 期报道计划为：第 3 和 4 期，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研究；第 5 和 6 期，

代谢性肌肉病；第 7 和 8 期，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第 9 和 10 期，脑血管病；第 11 和 12 期，非癫 发作性疾病。供广大神经

内外科及相关学科的医师和研究生参考，有相关内容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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