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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就核磁共振成像（MRI）对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断价值进行研究、分析。方法：本次研究主要围绕某

院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孕妇展开，择取时间始于 2021 年 7 月止于 2022 年 7 月，在其诊断中分别应用超声及 MRI 检查。结果：

有效检查落实后，经对比随访发现，相较于行超声检查的孕妇，接受 MRI 检查的孕妇，其诊断准确率更高，呈现的差异较大 
（P ＜ 0.05）。结论：在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断中，MRI 的应用价值明显，值得进一步推广。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fetal nervous system 
abnormalities. Methods: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d on pregnant women with abnormal fetal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in 
our hospital. The selection time was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Ultrasound and MRI were respectively used in their diagnosis.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ffective	examinatio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pregnant	women	who	received	MRI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large 
(P<0.05). Conclusion: MRI has obvious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nervous system abnormalities,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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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先天性畸形中，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是较为常见的

一种类型，与母体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如贫血、糖尿病、

病毒感染等均是常见诱发因素，以脑室扩张、神经闭合缺陷

等为主要临床特征，情况严重者则需立即终止妊娠，以确保

孕妇生命安全。而早期有效诊断的落实，则可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妊娠结局，减少新生儿死亡率，为母婴健康提供保障，

是保护产妇及胎儿的健康权益、维护国民生殖健康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从基础和源头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因此，精

准的诊断对于预防、提前干预尤为重要 [1]。论文主要就核磁

共振成像（MRI）对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断价值进行

了研究、分析，现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围绕某院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孕妇（50

例）展开，择取时间始于 2021 年 7 月止于 2022 年 7 月，均

为单胎。孕妇年龄最大、最小分别为 35 岁、22 岁，平均孕

周为（29.3±4.9）周。孕妇既往体健；否认显性遗传性疾病；

资料齐全；知情同意。将孕妇的年龄等资料予以对比、分析，

未发现较大差异（P ＞ 0.05）。

2.2 方法
所有孕妇先接受超声检查，即使用某院提供的彩超诊断

仪，将探头频率设定为 3.5MHz，常规扫描侧脑室、小脑等

结构，之后再实施 MRI 检查，采用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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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shot fast spin-echo, SSFSE）序列和稳态采集快速成

像（fast imaging employing steady state acquisition, FIESTA）

序列 [2]，将层厚、层间距、矩阵、FOV 分别设定为 4~5mm、 

0~1mm、320×256、400mm×400mm，SSFSE 序 列 TE、

TR 分别设定为 2.2ms、5.2~9.6ms，FIESTA 序列 TE、TR 分

别设定为 77.5ms、2000ms，患者取仰卧位，指导其全身放松，

平静呼吸，对其子宫展开全面的扫描，采集 2 次，将单序列

扫描时间控制在 30 秒范围内，并以胎儿头部为中心，实施

矢状面、冠状面扫描，最后展开脊髓轴面及颅脑的全面扫描。

由两名丰富经验的影像学医师负责阅片工作，将胎儿的颅内

发育情况作为重点观察内容，对于意见相悖的现象，双方共

同进行协商决定；基于双盲法的前提下，查看影像，以此为

前提，获取统一结论。

2.3 观察指标
在实际的诊断中实施不同检查技术后，需对其结构进行

对比，并经随访对诊断准确率进行明确，随访时间控制在

1~8 个月范围内。

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完成研究中所有数据的统计、分析，

t、X2 分别应用于计量、计数资料的检验，P ＜ 0.05 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有效检查落实后，经对比随访发现，相较于行超声检查

的孕妇，接受 MRI 检查的孕妇，其诊断准确率更高，呈现

的差异较大（P ＜ 0.05），见表 1。

表 1 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诊断准确率（n/%）对比

检出情况 MRI（n=50） 超声（n=50）

右侧脑室增宽 9（18.0） 5（10.0）

左侧脑室增宽 7（14.0） 3（6.0）

后颅窝增宽 5（10.0） 4（8.0）

后颅窝及双侧脑室增宽 4（8.0） 4（8.0）

后颅窝及第三脑室增宽 3（6.0） 2（4.0）

小脑发育异常 8（16.0） 7（14.0）

畸形 3（6.0） 2（4.0）

脊柱裂 7（14.0） 5（10.0）

诊断准确率 46（92.0） 32（64.0）

4 讨论
近些年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胎儿畸形发生率呈

逐渐提升趋势，而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就较为常见，如若

未及时诊断，则会直接威胁孕妇及胎儿的生命安全，需引起

重视。在产前检查中，超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优势主要

以价格低廉、操作简单等为体现，通过腹部探头可观察到胎

儿的颅内结构，不会对孕妇或胎儿造成较大的创设，对于监

测宫内胎儿的发育情况起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此方法也不

受时间限制，孕期各阶段均可进行，如若妊娠初期查出存在

颅脑异常情况，就需实施阴道超声检查，而处于妊娠中晚期

阶段时，腹部超声检查则更加适用，可多切面的展开，有利

于促进诊断准确率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检查方法也

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制，即如若孕妇羊水较少，或是存在胎位

不正等情况，就难以准确判定胎儿神经系统异常发育类型，

误诊或漏诊的可能性就较高。有研究指出，在胎儿神经系统

异常发育的诊断中，超声的应用往往会受到胎儿孕龄、脂肪

层厚等因素的影响，二维、三维超声无法准确判定一些颅内

急性表现，且如若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较低，也会影响诊断的

准确性 [3]。

在影像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核磁共振技术就被广

泛的应用到了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断中，其凭借空间

分辨率、软组织分辨率优等优势，不会受到孕妇体现及周围

结构的干扰，对于胎儿颅脑、脊柱及脊髓发育情况的准确判

断起着积极的意义，可辅助超声检查，从而进一步确保诊断

准确率。MRI 检查的实施，可清楚地呈现出胎儿脑组织发

育情况，基于多方位、多序列成像的前提下，可获取超声无

法显示的信息，尤其是对于中线区结构发育异常等的判断，

起着明显的应用价值。另外，MRI 检查也可通过对电脑程

序、后台系统的利用制作成一定的影像扫描图，从而实现对

颅内结构、神经系统的全方位精确扫描，与超声检查相比，

其检出率更高 [4]。通过对 MRI 检查的分析发现，其应用于

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诊断的优势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能

够对脑裂畸形和颅内蛛网膜囊肿进行准确的鉴别，基于明隔

腔大小的前提下，对胼胝体发育、后颅窝区病灶的等情况进

行判断。针对胎儿明隔腔异常而言，主要以脑裂畸形、慢性

重度脑积水等先天性畸形为多见，尤其是胼胝体发育占比率

较高，这也是导致新生儿伴智力障碍，或是癫痫的关键因素。

在产前检查中，对于颅脑正中矢状切面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

度，这主要是因为极易受到胎儿体位的限制，很难将胼胝体

影像直接且全面的显示出来，故超声应用于胼胝体发育不全

常的诊断中，往往依靠透明隔腔缺如、第三脑室扩张等征象

实现，但对于孤立性透明隔腔缺如等情况，则极易被误认为

正常生理变异 [5]。有研究指出，在产前诊断中，MRI 检查

的实施可将胼胝体全貌清晰地显示出来，对于完全性，或是

部分性胼胝体发育不全，相较于超声扫描，MRI 检查的检

出率更高。超声检查的实施，受后颅窝解剖位置关系的影响，

其宽度的获取往往缺乏准确性，加之结构显示模糊，就难

以对部分后颅窝结构发育异常进行准确的诊断，而 MRI 则

不受到颅骨骨化的影响，可准确的对颅后窝异常进行评价，

且也能将小脑、蚓部脑组织的发育形态等情况清楚的呈现出

来，可准确鉴别 Dandy-Walker 综合征及其变异型，这对于

预后评估的准确性起着积极的意义。有研究指出，在胎儿

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断中，超声与 MRI 应用后，对于侧

脑室扩张的检出占比 MRI 更高 [6]。也有研究显示，对于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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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合并神经元移行障碍、脑外伤、后颅窝畸形等诊断，MRI

的应用具备明显的价值 [7]，这与本次研究结果相符。MRI

检查的实施，可将胎儿脑组织形态、结构的形成过程清晰的

呈现出来，基于脑实质信号及形态变化的前提下对脑灰白质

分解、脑室系统形态等进行观察，从而更加准确的对胎脑发

育情况进行评估，有利于促进产前诊断服务水平的提高 [8]。

此外，MRI 检查实施的过程中，无需服用，或是使用镇静

剂就可获取高质量图像，且在胎龄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其检

查结果也更优，故如若产前诊断中发现疑似胎儿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的情况，就需实施磁共振检查，尤其是妊娠中晚期阶

段，旨在促进妊娠结局的改善 [9]。

通过本研究发现，在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诊断中分别

实施超声、MRI 检查后，经对比随访发现，相较于行超声

检查的孕妇，接受 MRI 检查的孕妇，其诊断准确率更高，

呈现的差异较大（P ＜ 0.05）。说明，针对胎儿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的诊断而言，MRI 的应用价值明显，可进一步降低

误漏诊情况，促进临床诊断准确率的提高，为母婴的身体健

康及生命安全提供保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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