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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核磁共振检查作为一种先进的医学成像技

术，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中。由于其复杂性和特

殊性，患者在接受MRI检查前、中、后均需注意一系列事
项，以确保检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文旨在为患者提

供一份全面的MRI检查指南，涵盖从预约到检查结束的全
过程注意事项，并特别关注孕妇、儿童、老年人和体弱

者等特殊人群的特别需求。

1��检查前准备

1.1  预约与安排
非造影剂依赖与增强心脏核磁共振检查是一样的，

由于其复杂性和耗时性，通常需要提前预约以确保检查

流程的顺畅进行。患者在接到预约通知后，应仔细核对

检查日期、时间及地点，并尽量按照预约时间准时到达

医院或检查中心。为避免因交通或其他意外情况导致的

迟到，建议提前规划好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此外，

了解整个检查流程，包括检查前的准备事项、检查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检查后的后续安排，有助于减轻患者

的紧张情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1.2  去除金属物品
在心脏MRI检查前，彻底去除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

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包括显而易见的饰品如手表、

项链、耳环、戒指等，还包括可能忽略的细小物品如手

机、磁卡、硬币、钥匙等。因为MRI设备产生的强大磁场
会吸引并移动金属物品，不仅可能损坏设备，还可能对

患者造成伤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体内若有金属植入

物，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因为这些植入物可能会干扰磁

场，影响检查结果，甚至对患者安全构成威胁。医生会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评估是否适合进行MRI检查，或采取
特殊措施以减少潜在风险[1]。在这一点非造影剂依赖与增

强心脏核磁共振检查也是一样的。

1.3  了解过敏史
对于非造影剂依赖检查是不需要的，而对于进行MRI

增强扫描的患者，了解其过敏史是保障检查安全的重要

步骤。MRI增强扫描需要使用对比剂，以更清晰地显示
病变部位。少数患者可能对对比剂产生过敏反应，表现

为头晕、恶心、呕吐、荨麻疹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可能

出现过敏性休克。因此，在检查前，医生应详细询问患

者的过敏史，特别是对药物、食物或其他物质的过敏情

况。对于有过敏史的患者，医生需谨慎评估其是否适合

进行增强扫描，并在必要时准备抗过敏药物以应对可能

出现的过敏反应。

1.4  空腹与饮食要求
对于心脏MRI检查，饮食要求则相对宽松，患者可根

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饮食。如果有腹部MRI检查的患者来
说，空腹准备是确保检查质量的关键。一般来说，患者

需要提前4-6小时停止进食和饮水，以减少胃肠道蠕动和
食物残渣对图像质量的影响。这是因为进食后胃肠道内

的食物和气体可能会形成伪影，干扰医生对病变部位的

准确判断。此外，对于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医生还

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个性化的饮食指导。

1.5  幽闭恐惧症与心理准备
MRI检查需要在相对封闭的机器中进行，且设备运

行时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和震动。非造影剂依赖与普通心

脏核磁共振检查对于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来说，这种环

境都可能会引发强烈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影响检查的顺利

进行[2]。因此，在检查前，医生应主动询问患者的心理状

态，了解是否存在幽闭恐惧症等心理问题。对于存在此类

问题的患者，医生可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缓解

紧张情绪。在必要时，医生还可考虑在镇静药物辅助下进

行检查，以确保患者的安全和检查的顺利进行。同时，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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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也应做好心理准备，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

法缓解紧张情绪，保持平静和放松的状态。

2��检查中注意事项

2.1  保持静止
在核磁共振检查的每一秒，患者的静止状态都是确

保图像清晰度和诊断准确性的基石。MRI技术依赖于精
确捕捉体内氢原子在强大磁场中产生的微妙共振信号，

这些信号随后被转化为详细的身体结构图像。任何微小

的身体移动，无论是手指的轻微颤抖还是头部的无意识

转动，都可能干扰这些信号的稳定性，从而在最终图像

上形成模糊或扭曲的伪影。因此，患者被要求在整个检

查过程中保持绝对的静止，这不仅是对技术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健康诊断的负责。对于心脏核磁检查，静止

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些区域的结构复杂且细微，任何

微小的运动都可能掩盖重要的病理信息。为了帮助患者

达到必要的静止状态，医生可能会建议他们闭上眼睛，

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或者通过深呼吸和渐进性肌肉

松弛法来放松身体。对于儿童、老年人或病情较重的患

者，他们可能由于年龄、疾病或心理因素难以自主控制

身体，此时医生可能会考虑在检查前给予适量的镇静药

物，以确保检查过程中的绝对静止，同时确保患者的安

全与舒适。

2.2  配合呼吸
在针对心脏的MRI检查中，呼吸控制的精准性被视

为确保图像质量的决定性因素[3]。这些区域的生理结构复

杂，且内脏器官随呼吸节律进行着显著的位移和形变，

这些自然生理过程若不加控制，将直接干扰MRI成像过
程中的信号采集，导致图像模糊、结构重叠甚至伪影的

出现，进而削弱诊断的可靠性。因此，医生的细致指导

和患者的全力配合变得尤为关键。在检查前，医生会详

尽地解释呼吸配合的重要性，并亲自示范或通过教学视

频等方式，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这些技巧可

能包括：在扫描开始前的某一时刻进行深吸气并屏气数

秒，以便在静止状态下捕捉器官的清晰图像；或者在扫

描过程中根据医生的指令进行缓慢、均匀的呼吸，以减

轻呼吸运动对图像的影响。患者则需要保持高度的注意

力和依从性，认真倾听并理解医生的每一个指示，确保

在检查过程中能够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为了维持呼

吸的平稳和规律，患者可以通过腹式呼吸等技巧来控制

呼吸深度和频率，避免呼吸过快或过慢导致图像质量下

降。当呼吸配合达到理想状态时，MRI设备能够捕捉到内
脏器官在静息或特定呼吸状态下的精细结构，显著提升

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率。这不仅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识

别病变部位、评估病情严重程度，还能为制定精准的治

疗方案提供坚实依据。

2.3  佩戴耳塞
MRI检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对于部分患者而言，可

能成为一次不愉快的体验。这些噪音虽然源于设备运行

的正常机制，但对于那些对声音敏感或容易产生焦虑情

绪的患者来说，却可能成为难以忍受的干扰。为此，佩

戴耳塞成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高质量的耳

塞能够有效隔绝MRI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音，为患者营
造一个相对安静的检查环境。这种环境不仅有助于保护

患者的听力免受潜在损害，还能有效缓解他们的紧张情

绪，使其更容易放松身心，配合完成检查。此外，耳塞

的佩戴还能提升患者的整体检查体验。在减少了噪音的

干扰后，患者能够更加专注于医生的指导和自身的呼吸

控制，从而进一步提高检查的准确性和效率。对于需要

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或进行多次检查的患者来说，这一

小小的改变无疑将带来极大的便利和舒适。

3��检查后注意事项

3.1  等待报告
核磁共振（MRI）检查完成后，患者往往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检查结果。重要的是要理解医疗报告的出具需要

一定的时间，因为医生需要对图像进行仔细分析，并与

患者的病史、体征等信息相结合，做出准确的诊断。一

般来说，MRI检查的结果会在当天或次日出具，但具体时
间可能因医院流程、检查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在等待

过程中，患者应保持耐心，并尊重医疗工作的专业性和

复杂性。同时，患者也可以通过医院提供的自助查询系

统或咨询前台，了解报告的大致出具时间，以便合理安

排个人时间。在等待报告期间，如果患者有任何疑问或

担忧，可以及时向医生或护士咨询。他们通常会给予耐

心的解答和安慰，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此外，患者

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回顾自己的病情和症状，以便在拿

到报告后与医生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3.2  注意事项提醒
在拿到MRI检查结果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

点：（1）仔细阅读检查报告：患者应当认真阅读检查报
告中的每一项内容，包括图像描述、诊断意见等。这有

助于患者全面了解自己的病情和医生的初步判断[4]。对

于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或不确定的内容，患者可以及时向

医生咨询，以获得更清晰的解释。（2）与医生沟通：患
者应在拿到报告后及时与医生预约复诊，以便详细讨论

病情和治疗方案。在沟通过程中，患者应积极表达自己

的疑问和担忧，并听取医生的建议和指导。医生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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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解答患者的

疑问。（3）接受治疗：如果医生建议患者接受治疗，患
者应积极配合并遵循医嘱。治疗过程中，患者应注意观

察身体反应，及时向医生反馈任何不适或异常情况。同

时，患者也应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这对治疗

效果和身体恢复都有很大的帮助。（4）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无论检查结果如何，患者都应注意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这包括保证充足的睡

眠、适当的运动、均衡的饮食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强

身体免疫力、促进身体恢复和预防疾病的发生。

4��特殊人群注意事项

4.1  孕妇
对于孕妇而言，特别是在妊娠早期（即怀孕前三个

月），核磁共振（MRI）检查虽然理论上不产生电离辐
射，对胎儿的直接辐射风险极低，但医学界仍持谨慎态

度。由于胎儿在孕早期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且关于MRI对
胎儿长期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通常不建议此阶段

孕妇进行MRI检查，除非临床上有绝对必要且其他检查手
段无法替代。若确需进行，应在充分了解风险并与医生

充分沟通后决定，并考虑在妊娠中后期进行，以减少潜

在风险。

4.2  儿童
儿童由于其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对陌生环境和医疗

设备容易产生恐惧和抵触情绪，因此在进行MRI检查时需
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1）心理准备与安抚：检查前，
家长和医护人员应耐心向儿童解释检查过程，使用简单

易懂的语言和正面鼓励的方式，帮助他们减轻紧张和恐

惧。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讲故事、玩游戏等

方式分散注意力，使其更加放松。（2）镇静剂的使用：
对于无法配合检查的儿童，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镇静

剂。使用前，医生会详细评估儿童的身体状况和需要，

确保安全有效。家长应充分了解镇静剂的作用和可能的

风险，并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使用。（3）检查过程中
的监护：在检查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密切观察儿童的反

应和状态，确保他们的安全和舒适。家长也应在检查室

外等候，以便在需要时及时响应。

4.3  老年人和体弱者
老年人和体弱者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可能伴随多种

慢性疾病，因此在进行MRI检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全面了解身体状况：在检查前，医生应详细询问
患者的病史、过敏史以及当前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患

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这有助于医生评估患者是

否能耐受MRI检查，并制定相应的检查方案[5]。（2）个
性化检查安排：对于身体状况较差或存在严重疾病的患

者，医生可能会调整检查时间、优化检查流程或采取特

殊措施（如使用更温和的对比剂）以确保检查的顺利进

行。（3）检查过程中的密切监护：在检查过程中，医护
人员会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和反应情况，如心率、

血压、呼吸等。对于可能出现的不适或异常情况，医护

人员会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确保患者的安全。

结束语

总之，心脏核磁共振检查是一项重要的医学检查手

段，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患者在接受

检查时需注意多个方面的细节，以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

和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本文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希望患

者能够充分认识到MRI检查的重要性，并在检查前、中、
后严格按照医生和医护人员的指导进行操作。同时，也

希望医院和医护人员能够不断优化检查流程和服务质

量，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安全、高效的MRI检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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