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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动态增强与扩散加权成像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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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MRI 动态增强（DCE-MRI）与扩散加权成像（DWI）在乳腺癌临床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以本院收治的 72 例乳腺病变患者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患者均接受了 DCE-MRI 检查、DWI 检查以及病理

学检查。将病理学检测结果确立为金标准，进而对 DCE-MRI 检查、DWI 检查以及二者联合检查的诊断效能进行

了系统且全面的对比分析。结果 在纳入的 72 例乳腺病变患者中，经病理学检查有 43 例属于恶性病变，29 例属

于良性病变。相较于 DCE-MRI 与 DWI 单独使用，二者联合应用的特异度、灵敏度及准确度均展现出显著优势，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联合运用 DCE-MRI 与 DWI 技术，能够显著增强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为临床提供更为精准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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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MRI dynamic enhancement versus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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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dynamic enhancement of MRI (DCE-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In this study, 72patients with breast lesion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used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DCE-MRI examination, DWI examination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testing were established a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CE-MRI, DWI and their combined examinations wa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compared. 
Results Among the 72 patients with breast lesions, 43 were malignant and 29 were benign. Compared with DCE-MRI and 
DWI alone, the specificity,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DCE-MRI show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use of DCE-MRI and DWI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breast cancer and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diagnosis basis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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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一种由遗传基因背景、性激素水平波动、

生殖相关因素、日常饮食习惯等多重高危诱因，以及外

界致癌物质的协同作用，所诱发的乳腺上皮细胞发生

异常增殖的恶性乳腺组织病变[1]。在疾病进程的早期阶

段，此病症常以乳房内部形成肿块、乳头及乳晕区域呈

现异常改变、乳头出现溢液等一系列非特异性临床表

现。故而，致使多数患者在最终获得明确诊断时，病情

已然进展至中晚期阶段。此时，病灶向周围正常组织的

浸润深度显著增加，导致患者错失了最佳治疗窗口期，

对患者的长期预后及生存时长产生了直接的负面效应。

因此，于乳腺癌的病程初期实现精准且迅速地诊断，对

于提升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具有重要价值。手术病理活

检在乳腺癌的确诊过程中被视为“金标准”，然而，作

为一项侵入性诊疗操作，该技术会对病灶周围的健康

组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2]。而影像学检查凭借其非侵

入性特征与早期病变识别能力，在乳腺癌的早期筛查

中展现出显著优势。磁共振成像（MRI）凭借其卓越的

高分辨率成像特性，可全方位呈现肿瘤组织的形态学

结构及血流动力学动态变化。MRI 动态增强（DCE-MRI）
与扩散加权成像（DWI）作为 MRI 技术的核心诊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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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前者能够解析病灶区域的血流灌注动力学特征，后

者可以量化水分子在组织内的扩散受限程度[3]。基于此，

本研究聚焦于评估 DCE-MRI 与 DWI 在乳腺癌临床诊

断中的价值，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本院收治的乳腺病变患者 72 例（平均年龄

48.25±5.05 岁）作为研究样本。纳入标准：（1）因乳

房出现肿块、疼痛、皮肤异常改变或乳头溢液等临床表

现就诊，且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病变的患者；（2）
患者符合检查适应证并接受 DCE-MRI 与 DWI 检查，

且均在 MRI 检查后接受病理穿刺活检；（3）所有患者

及其家属均已充分了解研究内容，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文件。排除标准：（1）存在 MRI 检查禁忌证的患者；

（2）既往接受过乳腺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免疫

治疗或乳腺外科手术干预的患者；（3）治疗依从性评

估不达标的患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 DCE-MRI 检查、DWI 检查以及

病理检查。 
（1）DCE-MRI 检查。选用配备 10 通道乳腺专用

线圈的磁共振成像设备。指导患者选择俯卧姿势，双侧

乳房自然悬垂于乳腺线圈中。扫描范围设定为双侧腋

窝区域及其水平延伸至胸主动脉。通过肘前静脉以高

压注射方式给予对比剂每千克体重 0.2ml，成像参数配

置为：恢复时间设定为 2.1ms，重复时间配置为 4.5ms，
单层扫描厚度设定为 2.5mm，激励角度采用 12°，连续

扫描时长设置为 15s。图像采集后由两名资深影像科医

师进行双盲阅片。乳腺癌诊断标准：乳腺肿块形态呈不

规则状，边缘可见放射状毛刺征象，且毛刺区域呈现强

化特征。 
（2）DWI 检查。设备选择与患者体位与 DCE-MRI

检查保持一致。将设备调节至 DWI 模式，设置 b 值参

数为 600s/mm2、800s/mm2，对乳房区域实施横断面扫

描。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后处理分析，包括相位图校正、

磁矩图叠加处理，并依据公式 ADC=（ln[S1/S2]）/（b2-
b1）计算表观扩散系数（ADC）值。重复测量 3 次后

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乳腺癌判定标准为：当乳

腺肿块的 ADC 值低于预设最佳阈值时。 
（3）病理检查。在超声实时定位引导下，针对乳

腺结节病灶实施穿刺活检术，或于外科手术进程中同

步开展快速冰冻病理组织学检查。 
1.3 观察指标 
以病理学检测结果作为金标准，统计并对比分析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在病变检出方面的

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借助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所收集的全部数据展

开全面的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值以及百分比

（%）的形式予以呈现。当 P 值低于 0.05 时，判定该

差异在统计学层面具备显著性特征。 
2 结果 
2.1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检出结果对比 
在病理学检查结果中，72 例乳腺病变患者中，有

43 例患者属于恶性病变，29 例患者属于良性病变。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病变检出的详细数

据见表 1。 
2.2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诊断效能对比 
二者联合应用的特异度、灵敏度、准确度均高于

DCE-MRI 与 DWI 单一检查的特异度、灵敏度、准确

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检出结果对比（例）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病理检查 

合计 
恶性 良性 

DCE-MRI 
恶性 36 27 63 

良性 7 2 9 

合计  43 29 72 

DWI 
恶性 24 24 48 

良性 19 5 24 

合计  43 29 72 

二者联合应用 
恶性 39 9 48 

良性 4 20 24 

合计  43 2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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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CE-MRI、DWI 以及二者联合应用诊断效能对比[n,(%)] 

检查方式 特异度 灵敏度 准确度 

DCE-MRI 6.90（2/29） 60.47（26/43） 38.89（28/72） 

DWI 17.24（5/29） 55.81（24/43） 40.28（29/72） 

二者联合应用 82.76（24/29） 90.70（39/43） 87.50（63/72） 

χ2 147.578 33.546 62.027 

P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不合理的膳食

结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性正悄然

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变化促使乳腺癌的

发病率呈现逐步攀升态势。由于该病症在早期阶段症

状隐匿，往往在确诊时，癌细胞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增殖

与转移扩散，导致患者死亡率显著上升，乳腺癌现已成

为危及女性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首要恶性肿瘤类型
[5]。因此，在疾病早期阶段需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

乳腺癌诊断。 
MRI 技术因具备高分辨率特性以及无辐射性等显

著优势，能够以更为清晰、精准的方式展现乳腺病灶的

病理特征，具体涵盖病灶所处位置、尺寸大小、形态特

征、浸润深度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信息，已成为

乳腺癌诊断的重要工具。伴随医疗科技领域的持续革

新，推动了 MRI 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DCE-MRI 借助

对比剂注射，可清晰呈现血管形态结构以及血流动力

学的动态改变情况[6]。乳腺癌病灶在病理学特征上属于

血管依赖性肿瘤类型，其生长进程以及转移扩散过程

高度依赖于微血管网络系统。DCE-MRI 通过精准捕捉

病灶组织的血管灌注程度、轮廓形态以及强化特征表

现，能够高效、准确地区分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病变[7]。

然而，在乳腺癌的早期阶段，患者的病灶形态特征以及

血液灌注状况，与乳腺良性病变相比缺乏显著的差异

表现，容易导致漏诊或误诊情况的发生。DWI 以水分

子布朗运动作为理论基础，是当前唯一能够实现无创

性评估组织内水分弥散程度的方法。其 ADC 值能够精

准反映组织微环境中水分子的扩散状态。通过对水分

子在不同组织细胞密度条件下运动特性的差异分析，

DWI 技术为乳腺病变的早期形态学特征以及病理变化

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诊断方法[8]。然而，其在空间分辨率

方面表现欠佳。本研究结果揭示，相较于 DCE-MRI 与
DWI 单独使用，二者联合应用的特异度、灵敏度及准

确度均展现出显著优势（P＜0.05）。这一结果有力地

表明，DCE-MRI 与 DWI 的联合应用能够实现优势的

相互补充，从而有效提升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 DCE-MRI 与 DWI 两种影像

学技术，可显著提升乳腺癌的诊断效能，为临床诊疗决

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影像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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