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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比
较分析 

张  晶 

(太原市杏花岭区中心医院  医学影像中心  山西太原  030000) 
摘要：目的：探讨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MRI 检查结果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的差异，分析与其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方法 筛选本院治疗的
轻度认知障碍（研究组 A）、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研究组 B）各 45 例，纳入时间范围为：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0 月。全部患者均接受 MRI 检查，获
得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数据，分析不同组别该指标差异，另采用量表对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智力水平进行评价，分析 MRI 检查数据与患者认知功能、
智力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相较于研究组 A，研究组 B 患者 MRI 检查获得的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数据更小，差异统计值<0.05，有统计学意义；相较
于研究组 A，研究组 B 患者认知功能、智力水平量表得分更低，差异统计值<0.05，有统计学意义。分析相关性，结果显示：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与其认知功能、智力功能呈正相关。结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较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MRI 检查中海马及内嗅皮
质体积，且认知功能、简易智力评分更低，可见随着认知功能、智力水平减退，患者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会缩小，其中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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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进行性智力减退为主要特征的临床常见痴

呆类型，该病患者会出现认知功能衰退，首先表现为记忆力障碍，随着
疾病发展，进展为语言、执行功能等异常[1]。轻度认知障碍则是正常高
龄、痴呆之间的一种状态，患者出现轻度认知缺损，该类患者属于阿尔
茨海默病的高危人群，在影像学表现为颞叶结构的萎缩[2]。现阶段，磁
共振成像是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常用诊断手段[3]。为了
分析磁共振成像中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对两种疾病的诊断价值，分析该
体积变化与认知功能减退的相关性。本研究对两类患者进行对比，总结
其中关系，旨在为临床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障碍的识别、预防提供
有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本院治疗的轻度认知障碍（研究组 A）、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研

究组 B）各 45 例，纳入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0 月。对研
究组 A、研究组 B 患者一般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可见差异统计值>0.05，
符合研究开展要求，能够初步排除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其中研究组 A 中
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有 26 例、19 例，年龄范围 59-78 岁，平均年
龄（70.24±3.05）岁；研究组 B 中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有 27 例、
18 例，年龄范围为 60-79 岁，平均年龄（70.48±3.20）岁。全部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符合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诊断标准；患者
临床资料完整能够配合检查。排除标准：存在 MRI 检查禁忌证患者；
存在脑部疾病；存在幽闭恐惧症；既往存在精神病史患者。 

1.2 方法 
1.2.1 图像获取 
操作医师通过单盲法对患者进行检查，使用西门子 1.5T sempraMR

扫描仪和标准头线圈对患者进行扫描，首先获取矢状位、横轴位的 T1
加权成像、冠状位和横轴位的 T2 加权成像，扫描参数设置：层间距、
层厚分别为 1.0mm、5.0mm。扫描完成后，调整模式对海马、内嗅皮质
进行矢状位无间距扫描获得图像进行三维处理，处理后上传至工作站进
行多平面重建。 

1.2.2 图像测量 
同一组影像学医师对重建图像进行测量，获得海马、内嗅皮质体积

参数，二者获得数据有差异时重复测量取平均值。 
1.3 观察指标 
（1）收集两组患者 MRI 检查中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参数并进行组

间比较。（2）认知功能评分，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对两组患者认
知功能进行评价，包括了注意与集中、执行功能、记忆、语言、视结构
技能、抽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等 8 个认知领域的 11 个检查项目。总
分 30 分，≥26 分正常，分数越高表示患者认知功能越好。（3）智力水
平：采用简易智力量表（中文版）对两组患者智力水平进行评价，总分
为 3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对应智力水平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整理本次研究数据为 EXCEL 表格，导入 SPSS25.0 软件分析，

（ sx ± ）表示计量资料（量表评分、MRI 参数等）并采用 t 检验，
直线相关性分析 MRI 检查参数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评分的相关
性，以 P<0.05 表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 A、研究组 B 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比较 
对比研究组 A、研究组 B 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结果可见相较于研

究组 A，研究组 B 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均更小，差异统计值<0.05，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研究组 A、研究组 B 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比较（cm3， sx ± ） 

组别 例数 左侧海马 右侧海马 
海马总体

积 
左内嗅皮

质 
右内嗅皮

质 
内嗅皮质 

研究组
A 

45 
3.16±

0.43 
3.17±

0.54 
6.33±

0.85 
1.38±

0.15 
1.40±

0.19 
2.78±
0.29 

研究组 B 45 
2.45±

0.55 
2.54±

0.48 
4.99±

0.92 
1.04±

0.17 
1.06±

0.22 
2.10±
0.38 

t 值  6.8222 5.8494 7.1765 10.0601 7.8462 9.5427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研究组 A、研究组 B 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比较 
对比研究组 A、研究组 B 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结果可见

相较于研究组 A，研究组 B 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更低，差异统
计值<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研究组 A、研究组 B 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比较（分，
sx ± ） 

组别 例数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量表 
简易智力量表 

研究组 A 45 22.75±1.87 25.43±2.05 
研究组 B 45 13.84±2.60 15.42±1.97 

t 值  18.6628 23.6180 
P 值  0.0000 0.0000 

2.2  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的相关
性分析 

分析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的相关
性，结果可见：海马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771、0.811，均 P<0.01；内嗅皮质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
得分均呈正相关，r=0.805、0.842，均 P<0.01。 

3  讨论 
影像学技术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诊断价值已经经过多年临床经验

证实，近年来头颅磁共振成像检查，重建获取参数在其诊断中得以广泛
应用[4]。本研究为了探讨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用 MRI 检
查进行区分的效果和价值，对两种疾病患者均进行 MRI 检查，重建图
像后获得海马、内嗅皮质相关参数。有研究表明，海马、内嗅皮质是机
体记忆功能、注意力、智力水平和认知功能的结构基础，与认知水平等
存在密切关系。在国外一项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中，发现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最早受累区域便是海马、内嗅皮质，随着疾病进展逐渐影响皮
质联合区、扣带前回区，晚期可能对运动区、感觉产生影响。因此，从
临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表现也可以看出，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日常行
动、肢体功能是正常的[5-6]。 

本研究对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 MRI 检查，比较
海马、内嗅皮质差异，结果显示：相较于研究组 A，研究组 B 海马及内
嗅皮质体积均更小，差异统计值<0.05，有统计学意义，即阿尔茨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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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相较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海马、内嗅皮质明显缩小，两组患者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萎缩，与既往相关研究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7]。分析本
研究结果可见：处于正常高龄和痴呆中间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已经开始
出现能够测量的海马、内嗅皮质改变，其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高危人群，
可能随着疾病进展萎缩更加明显，最终进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8-9]。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诊断中，可以通过 MRI
扫描获取相关参数为临床确诊提供参考，也可作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
影像学标志表现。 

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均存在认知功能、智力水平减退
的临床表现，本研究通过量表对两组认知功能、智力水平量化评价。结
果显示：相较于研究组 A，研究组 B 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更低，
差异统计值<0.05，有统计学意义，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较于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智力水平均更差。分析研究结果可见：轻度认知
障碍发病后，患者视空间执行功能等收到一定损伤，表现为典型的认知
功能变化。简易智力量表对于视空间执行功能的测试相对较为简单，得
出的结果无法及时发现受损情况[10]。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则能够通
过完善的测试对患者记忆功能损伤进行有效评价，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的评价中具备较高应用价值。此外，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能够通过三
维、二维空间测试及时发现患者空间感受受损情况，及时发现患者不同
认知领域损害。 

本研究将量表得分与 MRI 检查参数相结合分析，分析其中存在的
相关性，结果显示：海马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量表得分均呈正相
关，r=0.771、0.811，均 P<0.01；内嗅皮质体积与认知功能、简易智力
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r=0.805、0.842，均 P<0.01。提示随着疾病进展，
患者海马体积、内嗅皮质体积缩小，认知功能减退更明显，呈现一致的
发展，与 Orzyowska A 等[11]研究结果类似。表明 MRI 检查获得患者海马、
内嗅皮质体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价患者认知功能、智力水平状况，可
作为患者预后效果评估的影像学标志数据。 

综上所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较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MRI
检查中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且认知功能、简易智力评分更低，可见随

着认知功能、智力水平减退，患者海马及内嗅皮质体积会缩小，其中存
在密切关系。提示 MRI 检查参数可作为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的鉴别诊断方式，值得借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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