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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对癫痫患者海马硬化的应用
谷　翔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　211300）

【摘　要】目的：分析癫痫海马硬化（HS）患者应用MRI 扫描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64 例
疑似癫痫患者为观察组，再选取63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分析HS患者MRI诊断率、各项异性分数（FA）、平均扩散系数（ADC）。
结果：经扫描检查得出HS共 59 例（92.19%），肿瘤 1例（1.56%），炎症 1例（1.56%），无异常 3例（4.69%）；观察组左右侧
海马体积小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左右侧海马 FA值低于对照组，ADC值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MRI 能将HS 形
态及表现清晰显示，为临床人员提供精准定位及诊断，在术前评估中有重要作用，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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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主要特征为脑神经元放电异常，是神经系统疾病的一

种，发病时肢体不停抽搐，危害性极大。癫痫病因与海马体硬

化有关，目前治疗以手术结合药物治疗为主。有研究表示 [1]，

MRI 可清晰观察颅内病变，分析海马病变结构，为癫痫诊治提

供指导。为证实 MRI 应用价值，本研究对癫痫患者应用 MRI 检

查并分析海马硬化情况，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64 例疑似癫痫患者

为观察组，再选取 63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纳入标准：（1）均

行 MRI 检查；（2）患者自愿签署知情书。排除标准：（1）沟

通障碍者；（2）MRI 检查禁忌者。观察组男 36 例，女 28 例；

年龄 11~42 岁，平均（19.37±6.91）岁；病程 2个月 ~10 年，

平均（4.01±1.83）年。对照组男34例，女29例；年龄12~44岁，

平均（19.41±6.74）岁。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扫描方法

MRI 采用西门子 3.0T 进行扫描，患者取仰卧位，进行海马常

规检查、体积检查及双侧海马区检查。常规检查：与海马长轴平行，

垂直于斜冠状位，激励 2 次，矩阵 192×256。双侧海马区以斜冠

状位序列定位，扫描定位海马正中点，激励 508 次，参考兴趣区

为双侧海马体部。通过后处理工作站将海马头带脚层面图像勾选

海马轮廓，并计算层面体积，海马总体积为各层面体积相加之和；

进行波谱处理，极限矫正后计算其波峰面积，得出结果表示物质

浓度，得到比值。图像由两位主治医师阅片，意见不一致时需讨

论得出相同意见。本次以对照组海马体积作为判断萎缩标准，右

侧体积 <2.63cm3，左侧体积 <2.62cm3 为机体缩小标准。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人数和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MRI 诊断率

观察组128例患者MRI诊断情况如下：HS共118例（92.19%），

肿瘤2例（1.56%），炎症1例（0.78%），无异常7例（5.47%），

见表 1。

表 1MRI 诊断率

病变 例数（n） 诊断率（%）
HS 118 92.19
肿瘤 2 1.56
炎症 1 0.78
无异常 7 5.47
合计 128 100

2.2HS 形态表现

观察组左右侧海马体积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HS 影像学表现（ x ±s）

组别 左侧体积 cm3 右侧体积 cm3

观察组（n=33） 2.16±0.31 2.36±0.31
对照组（n=33） 2.98±0.32 2.91±0.30

t 14.732 9.219
P <0.05 <0.05

2.3HS 功能表现

观察组左右侧海马 FA 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左右侧海马 ADC 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HS 功能表现（x ±s）

组别 左侧海马 右侧海马
FA ADC FA ADC

观察组（n=33） 0.19±0.02 1.23±0.06 0.18±0.05 1.27±0.06
对照组（n=33） 0.22±0.03 0.88±0.05 0.21±0.03 0.87±0.05

t 3.658 8.694 2.964 9.025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对 64 例疑似癫痫患者 MRI 扫描后显示，癫

痫患者 59 例，且海马体均有单侧或双侧萎缩情况，使用序列

图像观察可见信号呈增高状态，病侧有颞叶萎缩、白质萎缩情

况，观察组左右侧海马 FA 值低于对照组，ADC 值高于对照组

（P<0.05）。本次将相关研究与本研究 MRI 扫描海马硬化情况

进行总结分析，得出海马硬化表现特点：①单侧或双侧海马体

积缩小，神经元大量丢失后，MRI 图像可见体积缩小，是海马

硬化诊断的重要指标。②海马体表面硬化。病变反应发生后，

胶质细胞生长，进而延长了 MRI 扫描时间，海马体无正常曲线。

③序列中显示海马信号升高。脑髓液信号压制处理后，海马体

脑髓液呈低信号，病变处呈高信号，经图像对比后特征明显。

④头部浅沟消失。海马解剖结构显示海马头部存在 1~3个浅沟，

当海马硬化病变时，浅沟呈消失状态。

因此诊断时应结合图像特征，避免因左右颞叶大小不对称

导致误诊。

综上所述，MRI 能将 HS 形态及表现清晰显示，为临床人员

提供精准定位及诊断，在术前评估中有重要作用，应用价值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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