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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兰世民 王晓光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Ǔ宁夏Ǔ石嘴山Ǔ753200

摘 要：论文综述了磁共振成像（MRI）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优势、具体实践、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MRI
以其高软组织分辨率、多种成像序列、动态增强成像、无辐射损伤、三维观察功能以及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有

效评估，为乳腺癌的早期发现、诊断、分期及良性病变的识别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MRI也面临着假阳性、假阴性
结果、金属植入物干扰以及对比剂过敏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优化扫描技术、整合临床数据、AI辅助诊断、个性化扫描
方案、预防对比剂过敏等策略，旨在提高MRI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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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女性

面临的重要健康问题。早期准确诊断对于制定治疗方

案、提高患者生存率至关重要。磁共振成像（MRI）作为
一种先进的医学影像技术，因其独特的成像优势在乳腺

疾病诊断中得到了广泛应用。MRI不仅能够清晰显示乳
腺组织的细微结构，还具备多种成像序列和动态增强功

能，为临床提供了丰富的影像学信息。因此，本文深入

探讨了MRI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优势、挑战及应对
策略，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优势

1.1  高软组织分辨率
磁共振成像技术凭借其卓越的高软组织分辨率，成

为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一种利器。高分辨率能力使得乳腺

内的微细结构，包括正常组织与病变区域间的细微差异

得以清晰展现[1]。在乳腺癌的诊断中，磁共振能够精准地

勾勒出肿瘤的边缘，揭示其内部结构及与周围组织的复

杂关系，为临床医师提供详尽而准确的影像学信息。而

且，高软组织分辨率还有助于发现微小病灶，从而提高

乳腺癌的早期检出率，对于患者的治疗方案和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1.2  多种成像序列
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多样化的成像

序列，这些序列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乳腺疾病诊断的

全面信息库。T1加权成像和T2加权成像分别侧重于组织
内不同成分的显示，为病变的形态、边界及信号强度提

供了丰富的信息。而动态增强成像序列则通过连续捕捉

多期增强图像，揭示了病变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如

强化方式、强化程度等，这些信息对于乳腺病变的鉴别

诊断具有关键价值。多种成像序列的综合运用，使得磁

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病变

的真实情况。

1.3  动态增强成像序列
动态增强成像序列是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一

项独特技术。它通过在短时间内连续采集多期增强图

像，直观地展示了病变在血管灌注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病变的血流动力学特性，还与其良

恶性密切相关。例如，恶性肿瘤往往表现出早期快速强

化、后期快速廓清的特点，而良性肿瘤则可能呈现缓慢

强化或无明显强化的特征。动态增强成像序列的应用，

为临床医师提供了判断乳腺病变性质的重要依据，有助

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4  无辐射损伤
与乳腺X线检查等传统影像学方法相比，磁共振检查

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无辐射损伤的特性。这意味着患者可

以接受多次重复检查而无需担心辐射累积效应对身体的

潜在危害。对于年轻患者或具有乳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

群而言，这一优势尤为突出。他们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

内接受多次检查以监测病情变化或评估治疗效果，而磁

共振检查则成为了一个安全、可靠的选择[2]。而无辐射损

伤还使得磁共振在儿科乳腺疾病诊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避免了因辐射暴露可能给儿童生长发育带来的风险。

1.5  三维立体观察
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三维立体观察功能为乳腺疾病诊

断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帮助医师从多

个角度观察病变的形态、大小、位置及与周围组织的空

间关系，从而获得更加直观、全面的影像学信息。一方

面，三维立体观察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病变的性质和范

围，为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结合动态增强技术，磁共振还能进一步揭示病灶的血流

动力学情况，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加丰富的依据。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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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观察方式使得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更

加广泛和深入。

1.6  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评价
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新辅助化疗作为一种重要

的治疗手段，其疗效的及时评价对于调整治疗方案、预

测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磁共振检查凭借其独特的

优势，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利用连续监测化疗前后乳腺病变的变化情况，磁共

振能够直观地展示化疗对病灶的抑制或缩小效果，为临

床医师提供及时、准确的反馈信息。及时的疗效评价有

助于临床医师及时调整化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同时

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治疗选择。

2��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2.1  乳腺癌的筛查与早期诊断
2.1 .1  高风险人群筛查。对于有乳腺癌家族史、

BRCA1/2 基因突变携带者、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或小
叶原位癌等高危人群，磁共振筛查可以提高早期乳腺癌

的检出率。与乳腺 X 线摄影和超声检查相比，MRI 对乳
腺组织的敏感性更高，能够发现更小的病变。2.1.2致密
型乳腺的评估[3]。在致密型乳腺中，乳腺 X 线摄影的敏感
性较低，而MRI可以更好地显示乳腺组织的内部结构，提
高病变的检出率。对于致密型乳腺的女性，MRI 可以作
为补充检查手段，有助于早期发现乳腺癌。

2.2  乳腺癌的分期与评估
2.2.1  肿瘤大小和范围的确定。MRI 可以清晰地显

示肿瘤的大小、形态和边界，有助于准确评估肿瘤的范

围。此外，MRI 还可以发现多灶性和多中心性乳腺癌，
为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2.2.2  淋巴结转移的评估。通过增强扫描，MRI 可以
观察乳腺周围淋巴结的形态、大小和强化情况，判断是

否存在淋巴结转移。这对于确定乳腺癌的分期和治疗方

案具有重要意义。

2.2.3 对新辅助化疗的评估。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过程中，MRI 可以动态观察肿瘤的大小、形态和血流变
化，评估化疗的效果。这有助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

高治疗的成功率。

2.3  乳腺良性疾病的诊断
2.3.1  乳腺纤维瘤的诊断。MRI 可以显示乳腺纤维瘤

的形态、边界和内部结构，与乳腺癌进行鉴别诊断。乳

腺纤维瘤在 MRI 上通常表现为边界清楚、信号均匀的肿
块，增强扫描后呈缓慢均匀强化。

2.3.2  乳腺增生的评估。MRI 可以观察乳腺增生的范
围和程度，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病情。乳腺增生在 MRI 

上表现为乳腺组织的弥漫性或局限性增厚，信号强度可

因增生的程度和类型而有所不同。

2.3.3  乳腺炎的诊断。对于乳腺炎患者，MRI 可以显
示炎症的范围、程度以及是否形成脓肿。在 MRI 上，乳
腺炎表现为乳腺组织的肿胀、信号增高，增强扫描后可

见强化。如果形成脓肿，可表现为低信号的脓腔和周围

的强化环。

3��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问题

3.1  假阳性结果
MRI可能出现假阳性，导致不必要的进一步检查或手

术，给患者带来心理压力和身体负担。这可能是由于乳

腺组织的复杂性，一些良性病变也可能在MRI上呈现异常
信号。

3.2  假阴性结果
MRI有时会出现假阴性，无法检测到乳腺癌。一方

面，肿瘤太小可能难以被发现，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另

一方面，如果肿瘤位置特殊，如靠近胸壁或被其他组织

遮挡，也可能影响检测。对于高风险人群，即使MRI结果
为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乳腺癌的可能。

3.3 金属植入物
对于有金属植入物的患者，MRI可能不安全。如：心

脏起搏器、某些类型的关节置换或金属片等可能会在MRI
磁场中受到影响，导致移位、发热或损坏。除此之外，

金属植入物还可能干扰MRI图像，影响诊断结果。
3.4  对比剂过敏
某些MRI检查需要使用对比剂来增强图像的清晰

度[4]。虽然大多数人对此没有问题，但有些人可能对其过

敏。过敏反应可能包括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严重

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3.5  解释的复杂性
MRI图像可能需要放射科医生进行详细的解释，这可

能会增加误诊的风险。MRI图像通常比较复杂，需要专业
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准确解读。不同的医生可能对同一图

像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导致诊断结果的差异。

3.6  不适合所有患者
怀孕的女性通常不建议进行MRI检查，除非在医生的

建议下。这是因为MRI检查可能会对胎儿产生潜在的影
响，虽然目前尚无明确的证据表明MRI对胎儿有害，但为
了安全起见，一般避免在孕期进行MRI检查。另外，对于
一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MRI检查也可能会带来不
适。在选择检查方法时，医生应充分考虑患者的特殊情

况，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4��磁共振成像（MRI）在乳腺疾病诊断中应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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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提高诊断准确性，减少假阳性与假阴性
一是，优化扫描技术与参数：采用高分辨率、多序

列成像技术，如动态增强MRI（DCE-MRI）、扩散加权
成像（DWI）及磁共振波谱（MRS）等，以更全面地
评估乳腺病变的生物学特性，减少因技术局限导致的误

诊。通过调整扫描参数，如增加层厚、优化信噪比等，

提高微小病灶的检出率，降低假阴性率。二是，结合临

床信息与其他检查：MRI诊断应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病
史、体检结果及必要的超声检查、钼靶X线摄影等其他影
像学资料，进行综合评估。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即使

MRI未发现明显异常，也应密切随访或考虑其他辅助检查
手段。三是，AI辅助诊断：引入人工智能（AI）技术，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大量MRI图像进行训练，自动识别和
分类乳腺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准确地做出诊断，减少人

为判断的主观性和差异性。

4.2  管理金属植入物患者
4.2.1  术前筛查与沟通：在预约MRI检查前，详细

询问患者是否有金属植入物史，包括但不限于心脏起搏

器、关节置换、金属碎片等，并评估其对MRI检查的安全
性影响。对于存在风险的植入物，需与临床医生、设备

工程师及患者充分沟通，探讨替代检查方案或采取保护

措施。

4.2.2  个性化扫描方案：针对特定类型的金属植入
物，制定个性化的扫描方案，如调整磁场强度、缩短扫

描时间、使用特定序列等，以减少对植入物的干扰，同

时保证图像质量。

4.3  预防对比剂过敏
首先，严格筛选与预测试：在使用对比剂前，详细

询问患者的过敏史，特别是对碘制剂的过敏情况。对于

高风险患者，可进行皮肤预测试，以评估过敏反应的可

能性。其次，备好急救措施：确保检查室内备有必要的

急救设备和药物，如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等，以便在发

生过敏反应时能够迅速应对。此外，使用低过敏性对比

剂：在可能的情况下，选用低过敏性或钆基对比剂的替

代品，降低过敏风险。

4.4  提升图像解释能力
4.4.1  专业培训与继续教育：加强对放射科医生的

MRI技术培训，特别是针对乳腺疾病的诊断技能，包括新

技术、新序列的解读及AI辅助诊断工具的使用[5]。定期组

织学术交流会议，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提升

整体诊断水平。

4.4.2  建立多学科会诊机制：对于复杂或疑难病例，
建立由放射科、乳腺外科、肿瘤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会

诊团队，共同讨论分析，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5  增强患者适应性
为MRI检查室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减少噪音和光

线的干扰。对于幽闭恐惧症患者，可提供耳塞、眼罩等

辅助设备，缓解其紧张情绪。在检查前，详细向患者解

释MRI检查的过程、目的、可能的不适感及安全性保障
措施，增强患者的信任感和配合度。同时，通过健康宣

教，提高患者对乳腺疾病的认知水平和自我保健意识。

然后，针对不同患者的特殊需求，如孕妇、老年人、儿

童等，制定个性化的检查方案和关怀措施，确保检查过

程的安全性和舒适度。

结语：综上所述，磁共振在乳腺疾病诊断中具有显

著的应用价值。它为乳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准确诊断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高软组织分辨率、多参数成

像以及功能成像等优势，磁共振能够清晰地显示乳腺组

织的细微结构和病变特征，有助于鉴别良恶性病变。并

且，结合其他检查方法，形成综合的诊断体系，为乳腺

疾病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提

高女性健康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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