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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检查做 3.0 T 一定比 1.5 T 的好吗
冯金艳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四川 广元   628000）

现代医疗领域，存在多种先进的检查方法，核磁共振是其

中应用较为广泛，且诊断结果较高的一种。具体应用时，根据

磁场强度的不同，可以将检查分成具体的检查方法，如 0.35 T、

1.0 T、1.5 T、3.0 T 和磁共振检查等，每种检查方法具有不同

的特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缺乏对核磁共振的了解程度，

认为3.0 T核磁共振检查效果一定比1.5 T检查好，因而在检查时，

主动要求进行这一检查。那么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什么是核磁共振检查

从字面意思一个一个拆分给大家讲，核不是核素的核，也

不是核电站的核，这个核是指体内物质结构内广泛存在的水分

子内的氢原子核；磁是指在检查时要利用外加的磁场；共振是

在初中物理课本上提到的一种现象。顾名思义，核磁检查就是

利用体内的水分子内的氢原子核与外加磁场之间的频率上的共

振得到的一种信号，由信号接收器接收到这个信号，最终就可

以获得体内正常的或者异常的组织结构内的信号不同构成的一

幅幅由黑到白不同灰度的图像，这就是磁共振成像的一个原理。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它有一个核而联想到它是一个核电站或者是

核素这种检查，其实该检查完全没有任何辐射。

核磁检查目前来讲应用比较广泛，因为除了 CT，核磁就

是另一大类高档的影像学检查手段。磁共振检查可能根据所在

医院的级别不同，核磁的机器设备也会有所不同，在一些乡镇

医院可能核磁机子本身使用不普及，在大型城市往往核磁的检

查应用非常广泛。

核磁共振检查指的是磁矩不为零的原子核，在外磁场作用

下产生的自旋，共振吸收某一定频率射频辐射的过程。核磁共

振检查时，主要以氢质子成像为主，氢质子带有正电荷，随着

氢质子的自旋运动，会形成相应的磁场，同时赋予一定极性。

在人体当中，包含大量氢质子，其极性排列自由无序。人体处

于较强的外磁场内，在外磁场的作用下，破坏氢质子内部结构，

并重新进行排列，进而出现共振现象，通过专业计算机对共振

信息进行分析后，可绘制出相应的磁共振影像。

相对于 CT 检查来说，磁共振具有很多优势，具体来说，

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①分辨力强。对膀胱、子宫等在人体深

处的组织、器官进行检查时，能够得到清晰准确的结果，准确

率远远高于 CT 检查，脑、肝、胰、脾、肾等实质脏器内的小

病灶尤其是实性病灶，单纯靠平扫容易漏诊。因此，凡怀疑实

质性病灶的患者，先做平扫再做增强就会降低漏诊率。②所有

参数均能绘制出影像，进而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绘制出诊断

影像，使得诊断结果更加全面，有利于疾病的诊断。③提高病

变的定性诊断，平扫检出率低且对病灶的定性和鉴别是有限的，

动态增强扫描可以提高对病灶的定性能力，不难做出定性的诊

断。设定出相应的磁场参数，能够确定出所需要的剖面，如矢

状面、冠状面、横断面等，满足不同疾病的诊断要求，为疾病

诊断提供帮助。④没有电离辐射，不会对患者产生危害，安全

性较高。

核磁共振检查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①虽磁共振对早期病变筛查有优势，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有

的病人不能做，或者不宜多次做。②患者都应遵医嘱进行检查，

不是什么影像检查都越贵越好，适合的检查才是最好的。③检

查肺部功能时，效果低于 X 射线检查与 CT 检查。④胃肠道检

查时，效果远远低于内窥镜检查。⑤扫描速度较慢，空间分辨

力效果较差。⑥不适合做磁共振检查的人群，如体内有金属异

物存留或金属假体、动脉瘤银夹术后、眼球内有或疑有金属异

物、幽闭恐惧症、安装有心脏起搏器、有生命危险的危重病人等。

另外，3 个月内的孕妇，权衡利弊，慎做核磁共振检查。⑦噪声，

磁共振检查时，会出现一定的噪声，对患者听力系统造成一定

损害。

2 相对于 1.5 T 磁共振，3.0 T 磁共振具有哪些优势

相对于 1.5 T 核磁共振来说，3.0 T 核磁共振具有下述几个

方面的优势：①在信噪比方面，3.0 T 更高一些，因而对身体内

部病灶进行检查时，可绘制出更加精确的图像，特别是那些较

小的病灶更是如此。因而在患病早期，即可将疾病诊断出来，

有利于疾病的恶化与治疗；在已确诊的恶性肿瘤，增强扫描的

目的在于准确提高肿瘤的分期，提高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及预

后。②相对于 1.5 T 检查来说，3.0 T 检查的磁场强度更高，因而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绘制出图像。一些人员研究中发现，对腹

部检查时，3.0 T 检查时间能够明显缩短一半，可在相同时间内

为更多患者提供检查服务。③在 3.0 T 检查当中，化学位移效果

更好，一些在1.5 T检查无法成像的物质，能够通过3.0 T检查成像，

具有更大的检查范围。④不论是在信噪比方面，还是在成像速

度方面，3.0 T 检查均高于 1.5 T 检查，所以，在体部多期动态扫

描方面，特别是在肝脏方面，检查效果远远高于 1.5 T 检查。

⑤骨关节检查时，3.0 T 存在多方面优点，无论是大关节的扫描，

还是小关节乃至细节上的扫描，均能绘制出更加清晰的图像。

⑥在水成像方面，3.0 T 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图像，远远优于

1.5 T 检查结果，有利于疾病的诊断。⑦ DTI 成像方面，3.0 T 检

查也具备更加良好的效果。对脊髓 DTI、视交叉 DTI 扫描时，1.5 T

检查很难得到准确的影响，而采用 3.0 T 检查则可改善这一情况。

3 核磁共振检查做 3.0 T 一定比 1.5 T 的好吗

虽然 3.0 T 核磁共振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比

如化学位移伪影增加，尤其在脂肪组织交界处，这一情况更加

显著；患者身体较肥胖，或者是伴有腹水等，若腹围较大，则

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伪影，患者检查时，对运动伪影更加的敏感，

若出现一些运动，如吞咽、肢体活动等，均可能出现伪影，不

利于医生的诊断；同时，性价比不高，MRA、MRM、脊柱成像

效果不良，组织间的对比度降低等。此外，在检查过程中，组

织会释放出较多的热量，所以，患者会出现一定的发热感。

在我们入院检查时，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出最

佳的检查手段，在保证检查结果准确性的基础上，降低对患者

的身体的危害，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以上就是磁共振

检查的相关科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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