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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磁共振成像（MRI）对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 2020 年至 2023 年间诊断为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患儿为

研究对象。采用多序列 MRI 技术对患儿进行综合评估。分析 MRI 检查对胆红素脑病的检出率及脑区信号异常区域。比较不同血清胆红素水

平患儿的 MRI 信号强度差异。结果：研究共包含患儿 120 例，经过 MRI 技术检查发现 108 例（90.00%）患儿显示出与胆红素脑病相关的脑

区信号异常，且在脑干和基底核的信号改变最为明显。比较重度胆红素脑病（bilirubin level ≥25 mg/dl）患儿与轻度胆红素脑病患儿（bilirubin 

level <25 mg/dl）的 MRI 信号强度，发现重度组的信号异常更加显著（P＜0.001）。结论：MRI 技术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

敏感性与特异性，尤其是在脑干和基底核区域。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早期诊断中采用 MRI 技术可提高临床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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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期是一个特殊的生长发育阶段，其生理调控

机制尚未成熟，尤其对于一些由特定环境和生理因素引

发的疾病，新生儿更易于成为病理机制下的受害者[1]。胆

红素脑病，也称胆红素脑病或未脱酮胆红素脑病，是新

生儿期间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2]。它是由胆红素进入

脑组织所引发的一种临床病症，其发病机制与新生儿生

理和代谢特性的特殊性有关。胆红素脑病的发病机制涉

及到多个环节：胆红素的产生、转运、代谢以及排泄。

新生儿的血胆红素含量比成人要高，同时新生儿还缺乏

有效的胆红素处理和排泄机制，因此很容易出现高胆红

素血症[3]。然而，如果这种状况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处

理，血胆红素过高会导致胆红素进入脑组织，引发脑神

经元损害，从而导致一系列神经症状。这就是被称之为

胆红素脑病的病症。 

胆红素脑病的诊断，传统上主要依赖于血清胆红素

的测定和临床表现。然而，血清胆红素水平并不能准确

反映脑内胆红素的水平，临床表现在疾病早期可能还无

显著异常，因此这两者往往不能提供及时和准确的诊断
[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影像学技术逐渐被用于新生儿

胆红素脑病的诊断。其中，磁共振成像（MRI）因其无

辐射、能够提供优良的软组织对比度以及可以进行多参

数成像等优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的诊断[5]。MRI 虽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然而

其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诊断中的价值仍在研究之

中。本研究通过前瞻性研究设计，旨在评估 MRI 在新生

儿胆红素脑病诊断中的价值，并结合相应的统计分析，

以期为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临床诊断提供更有力的依

据，改善临床效果，提高新生儿生存质量。本研究以研

究 MRI 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中的诊断价值为核心，研究

主题涵盖了从 MRI 技术的应用到统计学分析方法的运

用，同时考虑了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临床特点和疾病的

发病机制，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了 MRI 在新生儿胆红素脑

病诊断中的应用问题。希望本研究能为推动新生儿胆红

素脑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对

促进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旨在评估磁共振

成像（MRI）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研究对象为 2020 年至 2023 年间我院新生儿科接受治疗

并进行 MRI 检查的新生儿。研究方案已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且所有参与家庭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 MRI 设备为 1.5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

所有新生儿在病情稳定后，由经验丰富的放射科技师操

作进行脑部 MRI 扫描。MRI 检查包括 T1 加权成像

（T1WI）、T2 加权成像（T2WI）和液体衰减反转恢复

（FLAIR）序列。扫描前，对新生儿进行适当的镇静处

理，以确保检查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图像的清晰度。MRI

图像的获取和分析均按照标准化的流程进行，以减少操

作者偏差。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为：（1）出生后 28 天内，因高胆红素血症

接受治疗的新生儿；（2）接受过脑部 MRI 检查；（3）有

完整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排除标准为：（1）有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的新生儿；（2）MRI 检查结果不完整或无法

评估的新生儿；（3）有 MRI 检查禁忌症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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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指标 

研究指标涉及主要及次要方面。主要研究指标为脑

区 MRI 信号异常的检出率，特别关注与胆红素脑病相关

的脑干和基底核区域。次要研究指标则包括血清胆红素

水平的量化及其与 MRI 检出异常的关系。 

1.5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26.0 软件对收集的临床和影像学数据进行

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一般资料进行总结，计数

资料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共收集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120 例。通过全

面的 MRI 检查，发现共有 108 位患儿出现与胆红素脑病

相关的脑区信号异常，占比 90%。在信号改变中，脑干

和基底核这两个脑区的异常信号变化尤为明显。研究比

较了不同血清胆红素水平的患儿的 MRI 信号强度差异，

在高胆红素水平组（血清胆红素≥25 mg/dl）与低胆红素

水平组（血清胆红素<25 mg/dl）中，发现高胆红素组的

信号异常更加显著，X2=11.473，P＜0.001，表明重度胆

红素脑病患儿的脑部信号异常更严重。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不同血清胆红素水平的患儿的 MRI 信号强度

差异 

组别 MRI 检出异常例数 MRI 检出异常比例 

血清胆红素水平≥

25 mg/dl（n=104） 
104 100.00%（104/104） 

血清胆红素水平

<25 mg/dl（n=16） 
4 25.00%（4/16） 

X2
  11.473 

P  <0.001 

3. 讨论 

在此次研究中，磁共振成像（MRI）在新生儿胆红

素脑病的诊断和评估中显示了显著的临床价值。通过对

120 名符合条件的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患儿的详细 MRI 检

查结果进行分析，观察到高达 90%的患儿展现出了脑区

信号异常，特别是在脑干和基底核区域。MRI 技术能够

清晰地揭示胆红素在大脑特定区域的沉积，对于早期识

别和诊断胆红素脑病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 血清 胆红 素水 平， 那 些血 清胆 红素 浓度≥

25mg/dL 的重症患儿呈现了更加显著的 MRI 信号异常，

进一步强化了血清胆红素水平与脑区信号异常之间的正

相关性。然而，尽管 MRI 在诊断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方面

展示了它的强大潜力，但研究也揭示了一些限制和挑战。

MRI 设备的可访问性和成本问题可能影响其在一些资源

有限的地区的普及和应用[6]。MRI 检查的敏感性可能会受

到操作者经验和设备技术参数的影响，因此对操作者的

训练和设备的标准化操作有较高要求。对于 MRI 结果的

解释和评估需要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或神经放射学专家

的介入，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MRI 作为常规筛查

工具的实用性[7]。 

综上，虽然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诊断中，MRI 技

术显示了其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特别是在脑干和基

底核这两个对胆红素高度敏感的区域。在新生儿胆红素

脑病的早期诊断中，可以将 MRI 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辅

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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