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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儿童病毒性脑炎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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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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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系统评价脑脊液中肿瘤坏死因子
.

"

"

:45.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4Y=

$与我国儿童病毒性脑炎"

9=

$的

关系%方法
!

在中国知网"

>4g2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HODN,B3#EDND

S

&

?QEXB!

数据库检索已发表的关于我国
9=

患儿脑

脊液中
4Y=

及
:45.

"

对
9=

影响的相关文献!检索年限均从建库截止至
1%$)

年
$$

月
$

日%筛选出
9=

患儿"

9=

组$与非
9=

患儿"对照组$脑脊液中
:45.

"

和
4Y=

水平的病例
.

对照研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采用
@BGXN,7&'

进行

XBCN

分析%结果
!

共纳入
(

篇病例对照研究!包括
9=

组
7')

例!对照组
1/0

例%结果显示+

9=

组患儿脑脊液中
:45.

"

&

4Y=

水

平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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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脑脊液中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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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

水平与我国儿童
9=

的发生呈正相关%

"关键词#

!

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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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脑炎$

G#DNFB,H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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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或病毒性脑膜脑炎#由

各种病毒引起的一组以精神和意识障碍为突出表现的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婴幼儿#儿童及成人均可患病*脑部器质

性炎症性病变#神经细胞出现变性)坏死是病毒性脑炎的主要

病理改变#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喉

痛)全身无力#较快出现颈部强直及典型的脑膜刺激征如

gBD,#

M

征阳性#起病急)病死和致残率高#严重威胁人类尤其

是儿童的健康'

$.'

(

*多项研究表明#脑脊液肿瘤坏死因子
"

$

:45.

"

&参与了
9=

的病理损害过程#并且与
4Y=

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

0.$0

(

*但目前尚少见这方面的
XBCN

分析报道*因

此#为了进一步证实脑脊液中
:45.

"

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

酶$

4Y=

&检测对儿童
9=

的重要性#本研究对有关
:45.

"

和

4Y=

水平与
9=

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及
XBCN

分析#以期为

临床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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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C&C

!

检索策略
!

在中国知网$

>4g2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

>"HODN,B3#EDND

S

)

?QEXB!

数据库上检索已发表的关

于
9=

患儿脑脊液中
4Y=

及
:45.

"

变化的相关文献#检索年

限均从建库截止至
1%$)

年
$$

月
$

日*其中中文检索词包括

.病毒性脑炎)肿瘤坏死因子
.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或.病

毒性脑膜炎)肿瘤坏死因子
.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等%英

文检索词为.

G#DNFB,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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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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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Y=

/等*对其进行文

献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采用
@BGXN,7&'

进行
XBCN

分析*

C&D

!

纳入标准
!

均为病例对照研究%

9=

组纳入的对象均符

合1实用儿科学2$诸福棠第
-

版&

'

$7

(中关于
9=

的诊断标准%

对照组纳入的对象均为非颅内感染患儿#或同期非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患儿#或
>Y5

检测正常的儿童等%纳入对象年龄均在
$)

周岁以下%

9=

组与对照组在年龄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C&E

!

排除标准
!

9=

的综述)基础研究)个案报告等%纳入对

象大于
$)

岁%临床资料交代不清及研究内容差异较大的研究*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GXN,7&'

对数据进行分析*由于

纳入的研究中表示
:45.

"

和
4Y=

水平的单位不一致#因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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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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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纳入文献
病例数

9=

组 对照组
检测标本

患儿类型

9=

组 对照组

吴鸣等'

)

(

1%%- '/ 1%

脑脊液
9=

患儿 非颅内感染患儿

吴鸣等'

-

(

1%%/ 71 '%

脑脊液
9=

患儿 非颅内感染患儿

张佩华等'

/

(

1%%( (7 '%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朱国民等'

(

(

1%$% -) '1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喻长法等'

$%

(

1%$$ )1 1-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丁勇等'

$$

(

1%$1 -( )0

脑脊液
9=

患儿
>Y5

检测正常的儿童

沈栋林等'

$1

(

1%$0 '% $)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非感染患儿且排除神经源性疾病

李经猷等'

$'

(

1%$) 1$ $(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上呼吸道感染合并热性惊厥患儿

胡莹莹等'

$0

(

1%$) /' 0)

脑脊液
9=

患儿 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量资料采用标准化均数差$

YC!RBN,!#PPBDB,HB

#

YX8

&表示#以

消除研究间单位不同的影响%区间估计采用
(7̀

置信区间

$

(7̀ BU

&#以
!

$

%&%7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异质性分析!

当
U

1

$

7%̀

时#即
!

%

%&$

认为各研究间无异质性#反之#当

U

1

%

7%̀

时#即
!

$

%&$

认为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然后

根据异质性的大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

进行合并分析*发表偏倚则采用漏斗图进行分析*

D

!

结
!!

果

D&C

!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

在
>4g2

)万方)

?QEXB!

数据库

上共检索到
$'

篇已发表的关于
:45.

"

和
4Y=

水平与
9=

的

关系的文献*进一步阅读后#最终纳入
(

篇'

).$0

(

!研究对象共

计
/1%

例#其中
9=

组
7')

例#对照组
1/0

例*

(

篇文献均为病

例对照研究#见表
$

*应用
>"HODN,

协作组
D#+T"PE#N+

对纳入

文献的质量进行评估$图
$

)

1

&*

D&D

!

分析指标

D&D&C

!

脑脊液中
:45.

"

与
9=

的关系
!

/

篇文献'

).$1

#

$0

(报道

了
:45.

"

与
9=

的相关情况#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

U

1

j()̀

#

!

$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9=

组

脑脊液中
:45.

"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YX8j$&-7

#

(7̀ BU

!

$&7)

%

$&('

#

!

$

%&%$

&#见图
'

)

0

*

D&D&D

!

脑脊液中
4Y=

与
9=

的关系
!

有
(

篇文献'

).$0

(对脑脊

液中
4Y=

与
9=

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各研究间存在较大的统

计学异质性$

U

1

j(0̀

#

!

$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

并分析#

9=

组脑脊液中
4Y=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YX8j$&'0

#

(7̀ BU

!

$&$-

%

$&7$

#

!

$

%&%$

&*见图
7

)

)

*

图
$

!!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

图
1

!!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总结

图
'

!!

9=

组与对照组脑脊液中
:45.

"

水平的比较
.

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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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

9=

组与对照组脑脊液中
:45.

"

水平的比较
.

漏斗图
图

7

!!

9=

组与对照组脑脊液中
4Y=

水平比较
.

漏斗图

图
)

!!

9=

组与对照组脑脊液中
4Y=

水平比较
.

森林图

E

!

讨
!!

论

!!

病毒性脑炎是儿童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全世

界报道的病毒性脑炎呈现新的流行趋势'

$)

(

#国内外报道有
$%%

多种病毒可引起脑炎病变*儿童病毒性脑炎的发病率高于成

人#约为每年
$)

"

$%

万人#已成为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常

见病)多发病*病毒性脑炎主要是病毒对脑实质细胞的损害#

包括白质)灰质及周围血管的病理改变#病理损害主要累及脑

组织表面)脊髓表面以及脑底)脑裂)基底池等部位#软脑膜)蛛

网膜)脑室均广泛受损'

$)

(

#临床上对其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

现)脑脊液检查和病毒学分析等'

$-

(

*其中#

:45.

"

是一种具有

多种生物活性的多肽调节因子#不但可以激活免疫系统#产生

抗病毒作用#还可介导炎症反应#加重脑组织损害*因此适量

的
:45.

"

对机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过量则会造成一定

的损害*临床上常将
:45.

"

作为反映
9=

炎性反应和病理损

害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

(

*而
4Y=

主要存在于神经元中#当

脑部神经元发生损害时#

4Y=

会从胞浆中脱离出来#进入到脑

脊液和血液中#而使脑脊液中的
4Y=

水平升高*因此临床上

常将
4Y=

水平作为反映
9=

时神经元损害的严重程度的重要

指标*胡莹莹等'

$0

(通过对
/'

例
9=

患儿与
0)

例同期非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患儿进行对照研究得出!

9=

患儿脑脊液中的

:45.

"

和
4Y=

水平明显高于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且
9=

病情越严重#患儿脑脊液中的
:45.

"

水平越高*因此#

其认为#对脑脊液中的
:45.

"

和
4Y=

进行检测有助于评估

9=

患儿病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丁勇等'

$$

(也得出了相似的

结论#其认为脑脊液中
:45.

"

可作为脑损伤轻重程度的判断

标准#而
4Y=

水平也可作为脑损伤的依据之一*

为了进一步证实脑脊液中
:45.

"

及
4Y=

检测对儿童
9=

的重要性#本研究筛选并整理了
1%$)

年
$$

月
$

日之前发表的

关于脑脊液
:45.

"

和
4Y=

水平与
9=

的关系的文献共
(

篇#

纳入的研究对象共计
/1%

例#其中
9=

组
7')

例#对照组
1/0

例*

/

篇文献'

).$1

#

$0

(报道了
:45.

"

与
9=

的相关情况#

(

篇文

献'

).$0

(报道了脑脊液中
4Y=

与
9=

的关系*通过对纳入文献

中的脑脊液
:45.

"

和
4Y=

水平绘制森林图得出!

9=

组患儿

脑脊液中
:45.

"

)

4Y=

水平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另外#又分别对脑脊液中
:45.

"

)

4Y=

水平绘制倒漏斗

图#由图可知倒漏斗图基本对称且数据多集中在顶部#表明发

表偏倚不明显*但是#本研究中各研究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

&各研究间表示
:45.

"

)

4Y=

水平的单位不同#如有的用.

&

M

"

3

/或.

,

M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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