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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振幅整合脑电图"

GYY7

$对新生儿窒息导致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择

1%$2

年
$X(

月在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
'0

例足月分娩窒息新生儿"窒息组$及同期
'0

例健康足月儿"对照组$!均于生

后
)N

内开始监测
GYY7

背景活动%睡眠
.

觉醒周期"

6D8

$%痫性活动"

69

$的特点!并分析各指标与窒息程度%脑损伤的关系&结

果
!

窒息组新生儿脑电图呈连续者占
21&(]

!

6D8

成熟率为
2/&/]

!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窒息组

发生痫性活动的新生儿占
$$&/]

!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新生儿出生后早期
GYY7

变化与

围产期窒息及窒息后脑损伤密切相关!采用
GYY7

对出生时具有脑损伤高危因素的窒息足月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的理

论依据&

"关键词#

!

脑电描记术'窒息!新生儿'振幅整合脑电图'早期诊断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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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致脑损伤的发病率较高#我国每年大约有

$2]

的患儿因该疾病死亡&

$

'

)此外大约有
12]

存活的新生儿

伴有脑部疾病#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运动能力低下及痫性活

动$

69

%#严重影响新生儿及家属的生存质量)振幅整合脑电

图$

GYY7

%作为一种高效率*高安全性*操作简便*无创伤的新

生儿脑功能监测手段#已经普遍应用于临床监测#对新生儿窒

息致脑功能损伤的检测意义重大&

1

'

)本研究对
GYY7

应用在

新生儿窒息导致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进

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材料
!

选择
1%$2

年
$X(

月本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病

房$

I@8f

%

'0

例足月分娩窒息新生儿组成窒息组#再抽取同期

'0

例健康足月儿组成对照组#共
)/

例研究对象#平均胎龄

$

'-&1d$&0

%周)窒息组男
$/

例#女
$)

例(对照组男
$2

例#女

$(

例)纳入标准!$

$

%临床确诊为新生儿窒息#入院时病情符

合临床诊断新生儿窒息标准($

1

%出生
)N

内新生儿($

'

%胎龄

大于或等于
'-

周且小于或等于
01

周($

0

%监护人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

$

%严重先天性或遗传性疾病的新生儿($

1

%

机体电解质紊乱*妊娠期宫内感染*新生儿颅内出血及其疾病

所致的脑损伤)两组患儿常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得到本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被试新生儿的监护人均在试验前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检测方法
!

窒息组和对照组均对新生儿进行
GYY7

监

测#采用美国生产的动态脑电记录仪及
I#F"4<EV,<

&

'

'对研究对

象的脑功能进行监测#采用
-%]

乙醇进行局部头皮消毒并常

规去脂#电极采用
)

点安置法即双侧前额*中央和顶叶对称安

置#确保两电极间距离为
-233

#为防止漏电应安置接地电极#

安置参考电极以进行对比分析#保证导电膏充满电极#调节滤

波频率为
%&2

&

'2&%WZ

#电极与头皮之间的电阻小于
1%POE

)

观察记录脑电图的信息即背景活动图形*睡眠
.

觉醒周期

$

6D8

%*

69

)

-'%1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2/

%)

!

作者简介!马娟$

$(/0X

%#住院医师#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新生儿疾病方面研究)

!

#

!

通信作者#

Y.3G#4

!

Q

<E+N#2'%

#

L#

Q

&$)'&F"3

)



?&@&@

!

观察指标
!

经过临床观察#比较窒息组和对照组研究

对象在
GYY7

监控下的
GYY7

背景活动*

6D8

*

69

的具体

情况)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A66$'&%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

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a%&%2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窒息组新生儿脑电图呈连续型比例*

6D8

成熟率低于对

照组#

69

发生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观察指标的比较"

%

%

]

&#

组别
%

连续型脑电图
6D8

成熟 发生
69

情况

观察组
'0 $/

$

21&(

%

1%

$

2/&/

%

0

$

$$&/

%

对照组
'0 ''

$

(-&$

%

G

'1

$

(0&$

%

G

$

$

1&(

%

G

!!

G

!

!

$

%&%2

#与观察组比较)

A

!

讨
!!

论

!!

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死亡*脑瘫和智力障碍的主要原

因之一&

0

'

#必须坚持早诊断早治疗的方法才能有效减少新生儿

脑损伤现象的发生)

1%

年的
GYY7

临床应用使研究人员发现

新生儿窒息与常规的
YY7

间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对于新生儿

脑功能检测方面&

2

'

)作为脑功能检测的主要手段#

GYY7

主要

用于记录分析受检患儿大脑神经元电活动情况&

)

'

#而后以数字

化模型呈现脑功能#与常规的
YY7

相比#

GYY7

效率高*安全

性高*操作简便*无创伤#

GYY7

电极安置于新生儿双侧顶骨

处#此处即是大动脉和中动脉灌注的边缘带#且对对缺血敏感

性极强的#所以在临床上针对新生儿窒息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

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新生儿窒息患儿的早期干预治疗

提供依据)当新生儿在围生期出现窒息#所导致的新生儿脑功

能损伤#包括脑缺氧或者脑缺血#是致使新生儿脑损伤发生的

重要原因)临床上早期诊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主要通过

新生儿窒息程度及临床表现判断#但是因为窒息引起的新生儿

神经系统临床表现常在
$1N

后才出现)根据国外研究表明#

窒息足月新生儿在生后
)N

内进行
GYY7

监测为预测神经系

统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背景活动异常恢复和睡眠觉醒

周期建立的监测#

GYY7

异常恢复越早#预后则越好)结合本

次研究均于生后
)N

内开始监测
GYY7

背景活动*

6D8

*

69

的

特点)

GYY7

是脑电图的简化版&

-

'

#记录方式连续不间断#大脑

电信号经双顶骨电极放大和滤过及振幅压缩整合后描记于半

对数的热敏纸中)因纸速过慢仅有
)F3

"

N

#使得相邻波形叠

加整合并在临床上观察到叠加区域&

/

'

)睡眠周期会影响正常

的足月儿的
GYY7

#呈现出宽窄间隔波谱带#安静睡眠系指宽

带&

(

'

#窄带异常则代表新生儿脑损伤#故
GYY7

可以准确地诊

断病情)按照连续性可分为连续型*不连续型和界限型
'

类#

但由于界限型脑电连续性发育欠成熟#故本研究认为其不符合

连续型脑电图标准#而将其纳入不连续型脑电图内&

$%.$1

'

)本

次研究对
GYY7

在新生儿窒息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临床

价值展开具体分析#结果发现窒息组新生儿脑电图呈连续者占

总人数的
21&(]

#

6D8

为成熟者占总人数的
2/&/]

#均低于

对照组#表明脑损伤患儿脑电图背景活动以不连续为主#

6D8

则主要是不成熟型)此外#发生
69

的新生儿人占总人数的

$$&/]

#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新生儿窒息极易导致脑损伤#从

而引发
69

#由此可知#

6D8

未成熟者和发生
69

者窒息程度

越严重*脑损伤越严重#各指标对新生儿窒息早期诊断中和预

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新生儿出生后早期
GYY7

变化与围产期窒息及

窒息后脑损伤密切相关#采用
GYY7

对出生时具有脑损伤高危

因素的窒息足月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的理论依据#

避免了脑损伤加剧#值得在临床诊断及预后过程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6N<44NGG+B9

#

HGJP+9U&@3

Q

GFE"OG3

Q

4#ET!<.#,E<

M

JGE<!<4<F.

EJ"<,F<

Q

NG4"

M

JG3+",F4#,#FG4FGJ<O"J,<",GE<+S#EN+<#ZTJ<+

&

c

'

&A<!#GEJI<TJ"4

#

1%$1

#

0)

$

$

%!

'1.'2&

&

1

'

?"J<3G,6D

#

;N"J,

M

GE<5

#

HTJJB5

#

<EG4&Y4<FEJ"!<FNG4.

4<,

M

<+ #, G3

Q

4#ET!<.#,E<

M

JGE<! <4<FEJ"<,F<

Q

NG4"

M

JG

Q

N

R

$

GYY7

%!

J<+<GJFNG

QQ

4#FGE#","OG,"L<4,",#,LG+#L<3<G+.

TJ<"OKJG#,OT,FE#",#,

Q

J<E<J3#,OG,E+

&

c

'

&H#"4B<+

ITJ+

#

1%$$

#

$'

$

'

%!

12$.12(&

&

'

'

6E<SGJE8A

#

VE+TK"W

#

VFN#9

#

<EG4&6<#ZTJ<#!<,E#O#FGE#",

#,EN<@8fT+#,

MC

TG,E#EGE#L<YY7!#+

Q

4G

R

+

&

c

'

&I<TJ"4".

MR

#

1%$%

#

-2

$

$-

%!

$2%$.$2%/&

&

0

' 王秀霞#卢艳#张艳格#等
&

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c

'

&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1%$$

#

1)

$

1%

%!

$2/2.$2/-&

&

2

' 侯新琳#张丹丹#刘云峰#等
&

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新生儿惊

厥的评价意义&

c

'

&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

#

$0

$

1

%!

$%1.

$%2&

&

)

' 曾丽娟#王艳丽#张运梅#等
&

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新生儿脑

功能评估的临床应用进展&

c

'

&

中国新生儿科杂志#

1%$0

#

1(

$

2

%!

'2$.'20&

&

-

' 叶鸿瑁
&

继续深入开展我国的新生儿窒息复苏工作#降低

新生儿窒息的病死率和伤残率&

c

'

&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

#

$0

$

'

%!

$1(.$'$&

&

/

' 宋鹏坤#满青青#付萍#等
&

灾后陕西宁强农村地区
)

&

10

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调查 &

c

'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1%$$

#

$(

$

)

%!

2$1.2$0&

&

(

'

B<#,P<6I

#

DG4+NHW

#

H"

R

4G,7H

#

<EG4&

$

W I:B!<.

J#L<!3<EGK"4"3#F

Q

J"O#4<"O,<",GEG4G+

Q

N

R

=#G#,T3K#4#FG4

F"J!+<JT3

!

#3

Q

4#FGE#",+O"JN

RQ

"=#F#+FN<3#F<,F<

Q

NG4"

Q

.

GEN

R

&

c

'

&cAJ"E<"3<B<+

#

1%$'

#

$1

$

(

%!

01'%.01'(&

&

$%

'

IGPG3TJG;

#

[G3G!G6

#

["+N#"PG;&HJG#,N

RQ

"EN<J3#F

EN<JG

QR

!JG3GE#FG44

R

!<FJ<G+<+<4<LGE<!K4""!F",F<,EJG.

E#",+"ON#

M

N3"K#4#E

RM

J"T

Q

K"=$#,,<",GE<+S#ENN

R

.

Q

"=#F.#+FN<3#F<,F<

Q

NG4"

Q

GEN

R

&

c

'

&\#+:GJP<J+

#

1%$'

#

'2

$

2

%!

'1-.''%&

&

$$

'

5<<c8

#

AGJPcW

#

AGJPVU

#

<EG4&I<TJ"

Q

J"E<FE#L<<OO<FE+

"OEG,+N#,",<

(

OJ"3\G,+N<,<=EJGFE#,G3"T+<3"!<4

"ON

RQ

"=#G#+FN<3#G

&

c

'

&9,GE8<44H#"4

#

1%$'

#

0)

$

'

%!

$/'.

$(%&

&

$1

'

B"+GJ#":

#

:F:GN",U

#

?#,<44#A?&\#OOT+#",.S<#

M

NE<!

#3G

M

#,

M

#,GFTE<N

RQ

<JG33",<3#F<,F<

Q

NG4"

Q

GEN

R

&

c

'

&

I<TJ"N"+

Q

#EG4#+E

#

1%$'

#

'

$

'

%!

$12.$'%&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

%

/'%1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