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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观察烟雾病（ＭＭＤ）的磁共振成像（ＭＲＩ）与磁共振血管成像（ＭＲＡ）表现，探讨 ＭＲＩ各序列与 ＭＲＡ对 ＭＭＤ

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明确诊断的１８例 ＭＭ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分析其影像学征象，１８例采用常规头部 ＭＲＩ平扫，包

括横断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ＤＷＩ、ＦＬＡＩＲ及矢状Ｔ２ＷＩ序列；ＭＲＡ采用三维时间飞跃法（３ＤＴＯＦ）。结果　１８例 ＭＲＡ结果均显示双

侧颈内动脉远端、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近端不同程度狭窄、闭塞，其中，并发脑梗死１１例，出血３例，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及

侧脑室周围缺血灶７例，脑萎缩４例，脑软化灶并胶质增生８例。结论　ＭＲＩ及 ＭＲＡ检查对 ＭＭＤ诊断、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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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病（ｍｏｙａｍｏｙ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ＭＤ）又称为脑底异常血管

网症或自发性基底动脉环闭塞症。是一种原因不明以双侧颈

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大脑中动脉起始部动脉内膜缓慢增厚，

动脉管腔逐渐狭窄以致闭塞，脑底穿通动脉代偿性扩张为特征

的特发性进行性脑血管疾病。过去一直认为全脑血管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ＤＳＡ）检查是本病诊断的“金标准”，经ＤＳＡ检出

者大多处于脑卒中阶段，并以血管狭窄及烟雾状血管增多为

主，此时临床治疗常束手无策；为阻止病情发展和改善预后，目

前，临床仍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外科干预下血流重建是改善

血流动力学和减少继发性卒中的最有效手段［１］，因此，早期诊

断及治疗意义重大。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对 ＭＭＤ的诊断具有

重要价值，侯进等［２］报道，磁共振血管成像（ＭＲＡ）结合 ＭＲＩ

检查可作为 ＭＭＤ筛选的首选方法，但有关高场强 ＭＲＩ对该

病的诊断报道较少，现将１８例 ＭＭＤ ＭＲＩ诊断回顾性分析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铜仁市人民医院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经 ＭＲＩ、ＭＲＡ检查并确诊的１８例

ＭＭＤ患者。其中，男９例，女９例；年龄最大８８岁，最小１岁；

小儿７例，成人１１例。临床症状以头痛、头晕、肢体乏力为主。

其中，肢体乏力９例，头痛７例，头晕６例，语言障碍３例，精神

行为异常２例，癫痫１例，耳鸣１例，饮水呛咳１例，发作性咽

部疼痛１例，偏瘫１例。

１．２　设备与器材　ＭＲＩ设备：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３．０Ｔ、Ｐｈｉｌｉｐｓ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线圈：头颈联合线圈 ＮＶ１６；后处

理工作站：ＡＮＫＥＡＳＧ３４０；无需对比剂。

１．３　方法　本组１８例患者均使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３．０Ｔ、Ｐｈｉｌｉｐｓ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磁共振扫描仪，所有患者先行颅

脑 ＭＲＩ平扫常规序列，包括横断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ＤＷＩ、ＦＬＡＩＲ

及矢状Ｔ２ＷＩ。ＭＲＡ采用三维时间飞跃法（３ＤＴＯＦ），扫描完

毕后将所有数据经医学影像信息系统传输到ＡＮＫＥＡＳＧ３４０

后处理工作站。阅片诊断结果由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医师审

核后发出。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行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ＭＲＩ表现　本组病例经 ＭＲＩ检查发现脑梗死１１例，脑

出血３例，半卵圆心、放射冠区及侧脑室周围缺血灶７例，脑萎

缩４例，脑软化灶并胶质增生８例。ＭＲＩ征象：液体衰减反转

恢复（ＦＬＡＩＲ）像示脑沟或脑表面见软脑膜高信号征或柔脑膜

高信号征１６例，又名常春藤征（ＩＶＹ征）
［３］，呈斑点状、条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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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线状高信号改变。双侧半卵圆中心、丘脑基底节区见不同

程度血管流空信号１３例，呈多发点状、迂曲条状长 Ｔ１短 Ｔ２

信号改变（图１）。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显示，病灶弥散受限１１

例。脑实质见片状、斑点状长Ｔ１长Ｔ２信号１２例，见片状短

Ｔ１稍长Ｔ２信号２例，见类圆形混杂信号１例。

２．２　ＭＲＡ表现　本组１８例患者中，颈内动脉远端及大脑前

动脉、大脑中动脉近端狭窄或闭塞１８例；大脑前动脉、大脑中

动脉狭窄后扩张６例；单侧或双侧大脑前动脉或大脑中动脉缺

失８例；双侧大脑后动脉向内上增粗、延长１７例；颅底烟雾状

血管增多１３例；颅底烟雾状血管减少５例。见图２。

　　Ａ：ＦＬＡＩＲ序列示双侧脑沟均见条片状、斑点状高信号（ＩＶＹ征），

右侧额颞顶叶见脑梗死及双侧半卵圆中心多发脑软化灶并胶质增生

ＭＲＩ表现；Ｂ：Ｔ１ＷＩ序列示双侧丘脑基底节区均见多发点状、迂曲条

状长Ｔ１信号（流空效应）。

图１　　患者颅脑 ＭＲＩ征象图

　　Ａ：ＭＲＡ示双侧颈内动脉末端、双侧大脑前动脉及大脑中动脉近

端狭窄、闭塞及狭窄后扩张，颅底烟雾状血管增多，双侧大脑后动脉增

粗、延长向内上方走行；Ｂ：ＭＲＡ示双侧大脑中动脉缺如，颅底烟雾状

血管增多，双侧大脑后动脉明显增粗、延长且向内上方走行。

图２　　患者颅脑 ＭＲＡ征象图

３　讨　　论

ＭＭＤ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特发性脑血管疾病，

主要发生于日本，以女性和儿童多见，在中国则以男性和成人

青壮年多见［４］。本组病例儿童与成人之比为１∶１．６，男女之

比为１∶１。其病因尚未完全清楚，据文献报道
［５６］，可能与先

天性动脉发育不良、遗传因素有关，更多学者认为是后天多种

因素如炎症、外伤、免疫反应等所致。国内罗正祥等［７］结合相

关文献报道，ＭＭＤ的发病机制与遗传学、免疫学、炎症、原发

性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各种细胞因子如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ＧＦβ１）、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

（ｂＦＧＦ）及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ＰＤＧ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ＭＭＤ在临床上常以脑卒中为主要临床表现，缺血性脑卒中常

见于小儿 ＭＭＤ，多为颈内动脉远端或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

脉近端狭窄或闭塞所致，而出血性脑卒中常见于成人，ＭＭＤ

常为代偿扩张增多的毛细血管或烟雾状血管破裂所致。轻者

常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癫痫、肢体乏力、精神行为异常等，

重者可出现脑梗死、脑出血而致残乃至危及生命。Ｋｉｍ等
［８］对

本病治疗采用外科间接血管重建术后的患者随访发现 ＭＭＤ

的临床预后与术前脑梗死的发生有关，本组病例脑梗死占

６１％。Ｍａｒｃｉｎｋｅｖｉｃｉｕｓ等
［９］研究发现成功的颅内外血管重建手

术可以增加新生血管，改善大脑供血，缓解 ＭＭＤ患者脑缺血

症状，提高认知水平。因此早期诊断对早期治疗 ＭＭＤ有重大

临床意义。

ＭＭＤ的诊断包括 ＤＳＡ、ＣＴ 血管造影术以及 ＭＲＩ与

ＭＲＡ检查。由于ＤＳＡ能提供优质的图像质量信息，且能判断

血流方向，尤其能清楚地显示细小动脉参与供血以及建立侧支

循环的状态，并能观察有无合并继发性动脉瘤，为此国内外学

者均将ＤＳＡ检查列为诊断本病的“金标准”。ＤＳＡ诊断 ＭＭＤ

的缺点是有Ｘ射线损伤，不能观察脑实质病变情况，有介入操

作禁忌证的患者不能实施，ＤＳＡ毕竟是一种有创检查，置管操

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并发症，如斑块脱落或血栓形成，造成神

经功能缺失、穿刺处血肿、动脉夹层等［１０］，尤其不适用于小儿。

另外当临床需要作ＤＳＡ检查时，患者病情往往已处于脑梗死

或脑出血的严重阶段。

ＣＴＡ是经静脉快速注射对比剂而使血管显影，经连续快

速的容积扫描加上计算机三维影像重建技术来显示血管［１１］。

它具有扫描速度快、范围广及清晰度高；可以多方位、任意角度

观察病变的形态、位置以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等优点。它的缺

点是仍然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且存在造影剂过敏的风险，具

有Ｘ线损伤。更为显著的是当ＣＴ平扫发现大面积脑梗死或

脑出血征象时，临床会避开ＣＴＡ而直接选择ＤＳＡ检查。

ＭＲＩ常规采用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ＤＷＩ及ＦＬＡＩＲ序列技术，它

能清楚地显示脑实质病变情况，比如脑梗死、脑出血、脑萎缩及

脑软化等。更为重要的是在Ｔ１ＷＩ、Ｔ２ＷＩ像上能在丘脑基底

节区看到迂曲的血管流空信号，本组１８例患者均能看到不同

程度的 Ｍｏｙａｍｏｙａ血管网。ＦＬＡＩＲ序列能在脑沟或脑表面见

到斑点状、条片状或线状软脑膜高信号，本组１６例均在大脑半

球脑沟及脑表面显示，达９０％，小脑及脑干没有发现该征象，

与文献报道相符［１２］。软脑膜高信号称为ＩＶＹ征，首次为Ｏｈｔａ

等［１３］报道，是指在Ｔ１ＷＩ对比增强图像上，弥散性的软脑膜强

化，强化的方式类似常春藤在石头上爬行，被命名为“常春藤

征”。随后，类似的软脑膜高信号被报道在未强化的ＦＬＡＩＲ图

像上，也被参考为ＩＶＹ征
［１４１５］。文献报道［３］，ＩＶＹ征对 ＭＭＤ

的诊断有重要价值，认识ＩＶＹ征对病情进展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高场磁 ＭＲＡ的特点是脑血管显影快速，无需注入对比

剂，图像清晰，不仅能清楚地显示颈动脉远端、大脑前动脉及大

脑中动脉近端以及脑底动脉环（Ｗｉｌｌｉｓ环）的解剖情况，更能清

楚显示 Ｍｏｙａｍｏｙａ血管网，确诊 ＭＭＤ具备的条件是颈内动脉

远端、大脑前动脉与大脑中动脉近端狭窄或闭塞以及侧支血管

（包括 Ｍｏｙａｍｏｙａ血管网或ＦＬＡＩＲ像上的ＩＶＹ征）的存在。

其缺点是有可能高估颅内血管的狭窄程度及低估烟雾状血管

的存在，而作为影像科医师只要高度结合 ＭＲＩ平扫表现不会

因此而影响诊断。本组１８例患者经 ＭＲＩ及 ＭＲＡ检查均能

确诊，文献报道采用１．５Ｔ以上磁共振检查技术，可基本满足

诊断需要，认为其对 Ｍｏｙａｍｏｙａ病诊断的敏感度可达９２％ ，特

异度达１００％，因而高场 ＭＲＩ及 ＭＲＡ应为 ＭＭＤ最理想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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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法。总之，高场 ＭＲＩ及 ＭＲＡ具有无创、无辐射、检查时

间短、确诊率高以及费用低等优点，是患者与临床的理想选择，

尤其适合小儿、临床症状轻微、高危患者筛查以及拒绝脑血管

造影的患者。它不仅能清楚显示脑血管，更能观察脑实质的继

发性病变，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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