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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成像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超过二十年，因为对人体无创伤性，是检查中

枢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循环系统、腹腔内器官的理想影像技术。在过去，利

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心脏造影时，要面对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心脏不停地急

速跳动，呼吸令器官移动。但近年科技飞跃地发展，这些障碍已被清除。如今通过

心脏核磁力共振成像，可以仔细地、全面地检查病人心脏的结构、功能、心肌灌

注、心肌存活力、冠状动脉和外周血管等。

如果心血管发生轻微病变，患者在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通过检查及早发现，并征

询医生的意见，采取适当的治疗，可将冠心病防患于未然。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心

脏核磁力共振成像是本世纪心脏影像学的重要里程碑，它的贡献是使心脏病的诊治

进入了预防的时代！

1. 核磁共振成像的基本原理

人体每个原子都含有一个原子核，核磁共振成像机的磁体发出的无线电波导入体
内，使原子核暂时偏离。当无线电波停止发射时，原子核重新回到正常的位置，由
此产生的信号输入电脑，转换成立体图像和胶片图像。
2. 优点及特点

(1) 心脏立体核磁共振成像是一种完全无创伤性的检查。

(2) 在运作的过程中不会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电离子辐射。

(3) 可以同时检查心脏和附近器官。

(4) 必要时使用的显影剂釓一二烯三胺五醋酸（gadolinlum－DTPA），亦非常安全，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不会损害肾脏。

(5) 检查覆盖全身，从颈部至脚部。

(6) 扫描时间短，扫描周边血管只需要大概 72 秒钟。

(7) 清晰的立体图像，提供准确而可靠的检查结果。

3. 临床应用
(1) 检测冠心病

a. 心肌灌注检查—找出冠状动脉发生严重堵塞的区域。

b. 负荷心脏核磁共振成像—注射药物令心肌增加负荷，显示心肌缺血部分。

c. 核磁共振频谱—利用核磁共振频谱检查心肌存活情况。

d. 冠状动脉造影—可检查冠状动脉病变情况，安全和无创伤的特点，将会成为检查冠状动

脉的主流方法。

(2) 评估病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a. 心肌功能—评估整体和局部心肌不正常活动，从而为病人选择最适当的治疗方法。

b. 心肌存活力检查—为

患上心肌梗塞的病人进行心肌存活的

检查，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血

管重建手术。

c. 心瓣膜毛病—准确地

诊断因心瓣膜关闭不全

而引致倒流，计划下一步

的治疗。

d. 相关的疾病—利用核

磁共振成像诊断心内腔

的血凝块、动脉瘤、心包

渗出、心肌梗塞后

产生的心室间隔的缺

损等相关疾病。

(3) 伴随的疾病
很多冠心病的患者，会有

其他疾病的征状，例如血压高、糖尿病、脑血管病、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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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肾脏损伤等。心脏核磁力共振成像比其他检查方法优胜，可在检查血管系

统的同时，亦可提供其他器官的有价值的资料。

(4) 冠心病治疗后的跟进
a. 评估病人身体对药物治疗、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或其他侵入治疗后的反应。

b. 跟进病情，防止复发。

(5) 其他心脏病
除了冠心病外，心脏核磁力共振成像对诊断和评估其他心脏病，例如先天性心脏

病、瓣膜心脏病、心肌症等，都有很大帮助。

2. 预防胜于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需要十至二十年才演变成冠心病，有些人的血管从十几二十岁时就开

始发生硬化，但病发时可以由没有征兆的潜伏期，跳过心绞痛的阶段，直达心肌梗

塞而致猝死。由于冠心病的导因有很多种，故预防非常重要，而且预防的措施必须

全面而不能单靠片面。

总括来说，首先应该注意饮食习惯，要营养均衡，减少吸收饱和脂肪及胆固醇，多

吃含纤维的食物。充分运动，控制体重。妥善处理紧张和压力，不吸烟，节制饮

酒，保持身心健康。

如果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担心，应该去看医生。如果想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做更详

细的了解，应该去医院做彻底的全身检查，包括身体器官和功能的检查。如果身体

健康出现问题，要及时求医，要按照医嘱，进行治疗。中国人常说：「病从浅中

医」、「防患于未然」，提早预防疾病的发生，使您的一生可以更加幸福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