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钱庆燕$

$()/R

&#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儿科新生儿专业方面研究*

论著!临床研究
!!

!"#

!

$%&'()(

"

*

&#++,&$)-$./'0/&1%$)&$/&%1$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诊断价值

钱庆燕!童仁香!王
!

菊!任明会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新生儿科!安徽巢湖
1'/%%%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Y78

#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VN8

#中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该

科
1%$'

年
$

月至
1%$0

年
)

月收治的足月
VN8

患儿
/%

例"观察组#!同期入住该科无围产期窒息史的足月新生儿
'%

例作为对照

组!观察组分别于出生后
10B

内%综合治疗
1

周"主要包括神经节苷脂治疗
$%!

#检测血清
Y78

!根据病情程度将观察组患儿分为

轻度
VN8$/

例%中度
VN80/

例%重度
VN8$0

例$对照组于生后
10B

内检测血清
Y78

$结果
!

轻%中%重度
VN8

组血清
Y78

检

测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B

$

%&%M

#$

VN8

患儿综合治疗
1

周后复查血清
Y78

!轻%中%重度
VN8

组均较入院时明显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M

#$结论
!

血清
Y78

是新生儿
VN8

早期诊断的敏感生化指标!还可反映新生儿
VN8

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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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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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8

&是指由于各种围产期窒息原因导致的完全性缺氧脑

血流减少甚至暂停而造成的胎儿或新生儿脑组织损伤*在中

国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为
$'&)U

#窒息合并
VN8

占新生儿死

亡原因的
''&MU

#是围产期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

$

(

#在

窒息患儿中每年约有
'%

万残疾儿童出现#成为危害中国儿童

生存质量的重大问题*有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缺血的脑组织

并不直接形成坏死#因此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可防止神经细胞

能量代谢障碍继续加重#对恢复灌注)保护神经组织免于坏死

降低新生儿病死率与致残率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

(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Y78

&与神经元

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M

(

*本院新生儿科于
1%$'

年
$

月开展了

血清
Y78

的检测意在为早期诊断新生儿
VN8

提供帮助*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新生儿科
1%$'

年
$

月至
1%$0

年
)

月共收治足月
VN8

患儿
/M

例#剔除合并新生儿颅内出血
M

例

共
/%

例为观察组*

/%

例患儿均符合
1%%M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分会新生儿组修订的新生儿
VN8

诊断标准'

)

(

#根据临床表

现并综合头颅
K<N

检查将
/%

例
VN8

患儿分为轻度
VN8

组

$/

例)中度
VN8

组
0/

例)重度
VN8

组
$0

例*选取同期入住

本科无围产期窒息史的足月新生儿
'%

例作为对照组#均无神

经系统疾病及重症感染#其中新生儿肺炎
$M

例)新生儿咽下综

合征
/

例)新生儿上呼吸道感染
M

例)新生儿出血症
1

例*两

组患儿在性别)胎龄)出生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B

%

%&%M

&*

D&E

!

方法
!

观察组患儿分别于出生后
10B

内)综合治疗
1

周

$主要包括神经节苷脂治疗
$%!

&抽取静脉血
143

检测血清

Y78

#对照组于出生后
10B

内抽取静脉血
143

检测血清

Y78

*血清
Y78

水平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应用

9"HA+>)%$

)德国罗氏诊断试剂盒#采用德国罗氏电化学发光分

析仪完成检测#足月新生儿生后正常参考值高于成人标准#并

随日龄增加而逐渐降低'

-

(

*

D&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277$(&%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L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B

$

%&%M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各组患儿生后
10B

血清
Y78

水平比较
!

轻)中)重度

VN8

组生后
10B

内血清
Y78

水平分别为$

0%&$/b$%&%M

&)

$

))&1'b$$&)1

&)$

$10&$'b$)&-/

&

,

@

"

43

#均高于对照组

$

11&$/bM&-)

&

,

@

"

4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E&E

!

各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Y78

水平比较
!

轻度
VN8

组

综合治疗
1

周后血清
Y78

水平与对照组$

11&$/bM&-)

&

,

@

"

)$M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M

卷第
$/

期



43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M

&#中)重度
VN8

组综合

治疗
1

周后血清
Y78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M

&*轻)中)重度
VN8

组综合治疗
1

周后血清
Y78

水

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M

&#见表
$

*

表
$

!!

各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Y78

水平比较$

Lb@

%

,

@

&

43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B

轻度
VN8

组
$/ 0%&$/b$%&%M 1M&')bM&)0

$

%&%M

中度
VN8

组
0/ ))&1'b$$&)1 01&1Mb0&)M

$

%&%M

重度
VN8

组
$0 $10&$'b$)&-/ )0&0/b(&)/

$

%&%M

F

!

讨
!!

论

神经节苷脂能很好地治疗由于缺氧缺血导致的新生儿脑

损伤#明显降低血清
Y78

水平*

新生儿
VN8

是导致脑瘫等神经系统后遗症的主要病因#

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是一个多因素介导和参与的

过程#表现为缺氧缺血性后能量代谢衰竭)细胞内钙超载)兴奋

性氨基酸的神经毒性及大量氧自由基的产生等多方面作用#致

使神经元损伤)脑细胞凋亡#脑功能不同程度受损*临床研究

证实#

VN8

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对其日后的转归至关重要#最好

在患儿出生后
10B

内#且越早越好#不得超过
0/B

#否则会进

一步加重脑组织的损伤'

/

(

*

Y78

特异性存在于神经元)神经内分泌细胞和少突胶质

细胞内#神经元对缺氧缺血最为敏感*脑部缺氧缺血导致细胞

能量代谢出现障碍#使
Y78

合成及分泌速度大幅增加#使细胞

功能维持正常水平#最终使
Y78

水平快速升高*缺氧缺血所

导致的脑组织受损一般会在受损后
)B

内达到第
$

个高峰#

$1

"

10B

达第
1

个高峰#也是损伤最关键时段#此时患儿脑部

能量出现明显降低#可发生各种不良神经反应#最终导致神经

元的坏死及神经末梢的崩解#细胞质中的
Y78

进入脑脊液和

血液中#使脑脊液和血液中的
Y78

增高#释放出大量
Y78

*通

过检测患儿
Y78

水平#可对新生儿
VN8

进行准确诊断#初步

判断其患病程度*因此#血清
Y78

可间接判断神经元损伤程

度和估计预后'

(.$%

(

*有研究证实#血清
Y78

水平与
VN8

患儿

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能反映
VN8

患儿病情的进展)治疗情况

和转归#可作为早期诊断
VN8

和病情发展的客观指标'

$$

(

*本

研究显示#对照组新生儿的血清
Y78

水平高于健康成人参考

值#可能与足月儿围产期至生后
1

岁期间#中枢神经系统最显

著的改变是轴突
.

树突的显著增加#并与大脑能量高代谢状态

相一致有关'

$1

(

*

VN8

患儿生后
10B

内血清
Y78

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M

&#

VN8

临床分期越高血清中

Y78

水平就越高#与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呈明显正相关*

神经节苷脂是含唾液酸的酸性糖脂#在神经生长)分化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神经节苷脂可拮抗兴奋性氨基酸的神经

毒性#稳定神经细胞膜#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抑制细胞凋亡#

调节神经递质#减轻脑水肿#促进受损神经元结构和功能的恢

复'

$'.$0

(

*本研究显示#

VN8

患儿经神经节苷脂治疗
$%!

后血

清
Y78

水平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M

&#轻度
VN8

患儿治疗后血清
Y78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M

&%而中)重度
VN8

患儿治疗后血清

Y78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M

&#充分

说明轻度
VN8

患儿预后好#而中)重度
VN8

患儿可能遗留神

经系统后遗症需早期干预)积极治疗#以降低神经系统后遗症

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

Y78

是神经系统受损的标志物#可用来评价脑

损害程度#是早期诊断新生儿
VN8

脑损伤程度敏感而可靠的

指标#并为预防婴幼儿脑瘫提供帮助#血清
Y78

水平检测易于

操作且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M

(

*神经节苷脂治疗新生儿

VN8

患儿能明显降低血清
Y78

水平#值得推广和应用*临床

可将血清
Y78

水平作为新生儿
VN8

患儿神经损伤程度早期

分析和预后评估的可靠实验室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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