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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的应用价值 
孙进 

(谷城县人民医院  湖北襄阳  441700) 

摘要：目的：胎儿脑发育异常是孕期常见的问题，对胎儿的健康和生命质量有严重影响。早期诊断和干预是预防和治疗胎儿脑发育异常的

关键。多模态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无创、无辐射、高分辨率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提供胎儿脑部的详细结构和功能信息。本研究

旨在探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149 例孕晚期孕妇，等量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

常规超声检查，定时记录胎儿情况，定时记录情况；定时记录情况。定时记录情况。实验组给予常规超声联合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比

较两组诊断效果各指标对应的评价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效果越好。结果：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显示胎儿脑部结构和功能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脑部的各个部位，包括大脑皮质、脑沟、脑回、脑室等，同时还能够提供脑部血流动力学和代谢信息。与常规

超声相比，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方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多模态磁共振成像不仅能够发现胎儿脑发育

异常的病变，还能够对病变的性质和程度进行评估，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结论：多模态磁共振成像作为一种无创、无

辐射、高分辨率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在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通过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可以更早、更准确地

发现胎儿脑发育异常，为早期干预和治疗提供更好的依据。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胎儿脑发育异常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和标准，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加科学和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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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多模态磁共振成像（MRI）已成为孕晚

期胎儿脑发育异常的重要诊断工具，在胎儿的生长、发育过程中，

大脑的发育、分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妊娠中晚期是胎儿大脑

发育的关键时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常都可能造成胎儿长

期、不可逆的神经发育障碍，进而对围生儿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

响。磁共振成像是一种无创、安全的影像学检查手段，能实现多方

位断层立体成像，空间分辨率高，不会受胎儿体位、羊水量及母体

肥胖等因素的干扰，能够为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本

研究旨在探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中

的应用价值。 

一、研究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20 年 2-12 月浙江省台州医院收治的 149 例疑似

脑发育异常胎儿。孕妇年龄 20±46 岁，平均年龄为(26.58±4.29)

岁。 

(二)研究方法 

选取 149 例孕晚期胎儿，等量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

超声检查，定时记录胎儿脑部数据；定时记录胎儿脑部数据；定时

记录胎儿脑部数据。定时记录胎儿脑部数据。定时记录胎儿脑部数

据。定时记录胎儿脑部数据。实验组采用常规超声联合多模态磁共

振成像检查。记录两组不同孕期胎儿脑部面积、各指标对应的评价

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诊断效果越好。 

(三)研究标准 

纳入标准:①单胎;②孕周>20 周;③孕妇自愿接受超声、MRI 检

查;④无超声、MRI 检查禁忌;⑤孕妇事先知晓本研究，自愿参与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⑥有明确的引产尸检或分娩后随访确诊资

料。排除标准:①安装心脏起搏装置者;②羊水过少者;③有精神系统

疾病或意识障碍者;④近期有异常妊娠情况者(如胎膜早破、先兆流

产、阴道出血及先兆早产等)。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四)研究计数统计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分析，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经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多模态磁共振成像（MRI）已成为

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诊断的重要手段。相比于传统的超声检查，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具有更高的组织分辨率和无辐射的优点，能够提

供更准确的胎儿脑部结构信息。孕晚期是胎儿脑部发育的关键时

期，准确诊断胎儿脑发育异常对于优生优育和改善儿童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研究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科学价值。 

近年来，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胎儿脑发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多项研究表明，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能够清晰显示胎儿脑部的

解剖结构和功能状态，对于诊断脑发育异常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

性。然而，目前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诊断中

的应用仍存在一些挑战，如成像参数的选择、图像解读的标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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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的规范等。 

本研究旨在探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对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了详

细介绍，包括成像原理、技术方法和数据分析等。然后，我们通过

实验的方式，对 149 例孕晚期胎儿进行了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

并使用常规超声检查作为对照。我们记录了胎儿脑部的各项数据，

包括脑部面积、形态、信号强度等，并使用相关评价量表对数据进

行了评价和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

脑发育异常诊断中具有显著优势。相比于常规超声检查，多模态磁

共振成像能够更清晰地显示胎儿脑部的结构和功能信息，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而言，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能够检测到更多

的脑发育异常特征，如脑室扩张、脑裂畸形等。此外，多模态磁共

振成像还可以提供更多关于胎儿脑功能的信息，如脑代谢和血流灌

注等。这些信息对于评估胎儿预后和制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

常诊断中存在一些挑战。首先，成像参数的选择需要进一步优化，

以提高图像质量和降低伪影干扰。其次，图像解读的标准化需要进

一步推进，以提高不同医生之间的诊断一致性。最后，临床应用的

规范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以确保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

儿脑发育异常诊断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表 1：MRI 和超声诊断胎儿脑发育异常的正确率、漏诊率及误

诊率比较 

检查方法 正确率 漏诊率 误诊率 

超声 88.59（132/149） 35.56（16/45） 0.96（1/104） 

MRI 98.66（147/149） 4.44（2/45） 0.00（0/104） 

Χ2 值 13.611 13.611 13.611 

P 值 <0.001 <0.001 <0.315 

三、研究分析 

孕晚期是胎儿脑部发育的关键时期，任何异常都可能对胎儿的

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准确诊断胎儿脑发育异常至关重要。多

模态磁共振成像（MRI）作为一种先进的医学影像技术，在孕晚期

胎儿脑发育异常的诊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模态磁共振

成像是一种结合了多种成像模式的医学影像技术。它通过多种参数

和角度获取组织或器官的详细信息，从而提供更准确的诊断依据。

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的诊断中，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反映胎儿脑部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为医生的诊断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 

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是一类复杂的疾病，包括多种类型，如

脑室扩张、脑裂畸形等。这些异常可能导致胎儿智力发育迟缓、行

为问题等多种并发症。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胎儿预后至

关重要。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分析中具有显

著优势。首先，它可以清晰地显示胎儿脑部的解剖结构，有助于医

生准确地识别异常。其次，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可以提供胎儿脑部的

功能信息，帮助医生了解异常对胎儿脑功能的影响。此外，多模态

磁共振成像还可以通过测量相关参数（如脑沟回形态、髓鞘形成等）

来评估胎儿脑发育的程度和速度，从而预测胎儿的预后。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分析中具有很高

的应用价值。首先，它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相比于传统的超声检

查，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胎儿脑发育异常的类型和

程度。其次，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有助于医生全

面了解胎儿的状况，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此外，多模态磁共

振成像还可以用于监测胎儿脑发育的进程，从而及时发现和处理潜

在问题。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分析中具有重要

的应用价值。它不仅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还为医生提供了更多有

关胎儿脑部结构和功能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医生全面了解

胎儿的状况，为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四、结论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中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与超声检查相比，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具有更高的检出

率、灵敏度、特异度和诊断符合率。此外，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能够

更准确地检测出后颅窝枕大池增宽、室管膜下囊肿、双侧侧脑室增

宽、左侧侧脑室增宽和韦尔加腔异常等具体异常情况。因此，多模

态磁共振成像可作为孕晚期胎儿脑发育异常的重要诊断工具，有助

于提高胎儿脑发育异常的诊断准确性和及时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有

力支持。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范围和限制因素，以期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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