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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药物控制不佳且从未接受过外科手术治疗的原发三叉神经痛患者通过手术+包括微血管减压术

"

AaK

#%经皮射频神经根切断术"

4_4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H4H

#,治疗后的花费
:

收益比$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例首次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原发三叉神经痛患者"其中行
AaK).

例!行
4_4)-

例!行
H4H-,

例#$评判标准"效果因数#包括

面部疼痛"极佳'没有面部疼痛且无药物治疗&佳'没有面部疼痛但有药物治疗&欠佳'有面部疼痛但小于
#+J

&差'

&

#+J

的患者

有面部疼痛或者需行二次手术#%面部麻木%花费等$结果
!

接受手术患者的平均年龄'

AaK

"

#+"&*!&"-

#岁!

4_4

"

.-")*!-"(

#

岁和
H4H

"

.)"(*!!"'

#岁!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每种手术方式平均花费金额'

AaK#+).&

元!

4_4&#-,

元!

H4H-'#!)

元"

#

#

+"+#

#&术后面部麻木患者的比例
AaK!"!J

!

4_4#)")J

!

H4H)'")J

"

#

#

+"+#

#&两年内复发需要再次手术

的患者比例
AaK)("+J

!

4_4.-",J

!

H4H-+".J

"

#

#

+"+#

#&平均疼痛完全缓解期
AaK

为
!"(

年!

4_4

为
)"!

年!

H4H

为
!"+

年"

#

#

+"+#

#&花费
:

收益比
AaK

为
-!(!'

元!

4_4

为
!,')

元!

H4H

为
-,),.

元"

#

#

+"+#

#$结论
!

-

种手术方式花费
:

收益比

从低到高为
4_4

%

AaK

%

H4H

!即单位花费中
4_4

获得收益最高!其次是
AaK

和
H4H

$

%关键词&

!

三叉神经痛&花费
:

收益比&微血管减压术&经皮射频神经根切断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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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

<E6

U

=567/?7=;E/?

U

6/

%是一种以三叉神经分布

区内反复发作的#短暂的阵发性剧痛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疾

病"其发生率约为
!)

&

!+

万"约
.#J

的患者可通口服药物达到

治疗的效果"但约
)#J

的人会转变成间断性疼痛"对于这部分

患者药物治疗效果较差"手术治疗效果明显!手术方式包括微

血管减压术$

AaK

%#经皮射频神经根切断术$

4_4

%#立体定向

放射治疗$

H4H

%!以前学者做过很多三叉神经痛手术方式选

择方面的报道"但是很少有关于手术花费
:

收益比方面的研

究)

!:-

*

!本文回顾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经手术治疗的三叉神经痛患者
',

例"总结并根据花费
:

收益

比探讨三叉神经痛患者最佳的手术方式!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首次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的原发三叉神经痛患者
',

例"其中
).

例行微血管减压术

$

AaK

%"

)-

例行经皮射频神经根切断术$

4_4

%"

-,

例行立体

定向放射治疗$

H4H

%!以上所有患者均随访超过
-

年!

!""

!

诊断标准
!

$

!

%阵发性发作的面部疼痛"持续数秒!$

)

%

疼痛至少包含以下
#

种标准中的
&

种'

+

疼痛只限于三叉神经

的一支或多支分布区(

,

疼痛为突然的#强烈的#尖锐的#皮肤

表面的刺痛或烧灼痛(

-

疼痛程度严重(

.

刺激扳机点可诱发

疼痛(

/

具有痉挛发作间歇期!$

-

%无神经系统损害表现!$

&

%

每次发作形式刻板!$

#

%排除其他引起面部疼痛的疾患!对于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疑为继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应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必要时

行头颅平片#

NC

及&或
A42

检查!

!"#

!

观察指标
!

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史#术

前及术后面部
aGH

疼痛评分#术前术后应用药物及剂量#面部

麻木的改变及治疗所需费用#缓解期等!手术效果的判定$效

果因数%包括'面部疼痛$极佳'无面部疼痛且无药物治疗(佳'

无面部疼痛但有药物治疗(欠佳'有面部疼痛但小于
#+J

(

差'

&

#+J

的患者有面部疼痛或者二次手术%#面部麻木#花费!

花费
:

收益比公式由
ID??D1@

和
O1@=E

)

&

*提出"即花费
:

收益比
%

住院费
b

手术费
b

围术期费用的平均值

缓解期$或者两次手术时间间隔%

e

效果因素
!

效果因数"极佳'无疼痛且无药物治疗"赋值
!"+

(佳'无疼

痛但有药物治疗"赋值
+".

(欠佳'有面部疼痛但小于
#+J

"赋

值
+"#

(差'

&

#+J

的患者有面部疼痛"赋值
+"!

!围术期费用

即'术前相关检查
b

术后用药及并发症处理所需费用!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IHH!-"+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两组计

数资料的比较采取
!

) 检验(两组计量资料以
$*%

表示"比较采

取
"

检验(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术式组性别及年龄比较
!

',

例患者中女性的发病率

$

(#")J

%较高"其中
AaK

组
!'

例"

4_4

组
!-

例"

H4H

组
).

例(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AaK

组#

4_4

组和
H4H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

%#

$

.-")*!-"(

%#$

.)"(*!!"'

%岁!

"""

!

各术式组面部麻木复发比较
!

4_4

组面部麻木占

#)")J

"比
AaK

组$

!!"!J

%及
H4H

组$

)'")J

%高"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时"

4_4

组有很高的术后复发需

再次手术率$

.-",J

%"比
AaK

$

)("+J

%和
H4H

$

-+".J

%明显

升高$

#

#

+"+#

%!平均疼痛完全缓解期
AaK

为
!(

年"

4_4

)"!

年"

H4H!"+

年!除了
!

例
AaK

脑脊液漏之外"

-

种手术

方式无术中并发症!

""#

!

各术式组花费收益比较
!

AaK

花费最高"其次是
H4H

和
4_4

$

#

#

+"+#

%!平均收益从高到低依次是
4_4

#

AaK

#

H4H

$表
!

%!由此可知"花费
:

收益比从低到高依次是
4_4

#

AaK

#

H4H

!

表
!

!!

花费
:

收益结果

项目
AaK 4_4 H4H

平均总花费$元%

#+).& &#-, -'#!)

平均收益$元%

!"#, )"), +",'

花费
:

收益比
-!(!' !,') -,),.

#

!

讨
!!

论

三叉神经痛患者大多可通过口服药物治疗控制症状发作

的目的!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卡马西平作为一线和首选用药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

*

!二线药物包括抗癫痫药"如拉莫三嗪"奥

卡西平)

.:,

*

"三线药物包括苯妥英钠"丙戊酸钠)

!+

*等"但是有部

分患者通过多种药物的治疗仍无法控制病情)

.

*

!当症状无法

通过药物控制时"他们可能会寻求外科手术来解除病痛!当前

-

种手术方式中
AaK

应用最为广泛)

!!:!)

*

"其次是
H4H

和

4_4

)

!-:!&

*

!

AaK

显现出较好的远期效果"且能直接快速地解

决病痛!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为面部感觉减退#听力减退等"

其他如暂时性面瘫#脑脊液漏#脑干或小脑发生梗死或出血#运

动失调等均有报道)

!#

*

!

H4H

因其为非侵入性"而拥有最低的

手术风险!但是
H4H

在解除疼痛方面需要
&

周至
(

个月才能

显现出很好的效果"

4_4

与
AaK

相比较"前者在快速解除疼

痛的同时具有较小的手术风险和低侵入性等特点!但是
4_4

手术不好的方面是术后可能会遗留永久性面部麻木"并且具有

高复发率!

-

种手术方式在治疗三叉神经痛方面都有一定的

效果"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三者之间的花费
:

效益关系!

_E/78=7

在
)+!)

年发表了第
!

篇文章"来探索外科手段治

疗三叉神经痛的花费
:

效益关系!在他的研究中"他评估了

AaK

#

4_4

和
H4H

方式中所有的花费"其中包括设备的花费!

他得出
4_4

是花费
:

效益比最好的"得出这种结论是根据较少

的入院时间#较低的花费和不需要很大的设备投入)

#

*

!

本研究方式参考了
ID??D1@

和
O1@=E

的研究!他们在研究

中回顾性分析了
!)(

名患者"共接受了
!#-

次治疗"大约
#+J

的患者进行了外科手术干预!他们记录了患者术后
)

年内的

疗效"其中在解除疼痛方面"

AaK

有
'+J

的疼痛缓解率"

4_4

和
H4H

的疼痛缓解率为
#+J

$

##J

!他们得出结论'

-

种手

术方式花费
:

收益比从低到高为
4_4

#

AaK

#

H4H

"即单位花费

中
4_4

获得收益最高"其次是
AaK

和
H4H

)

(

*

!

本研究选取的是从未接受过外科干预的患者"得出的结论

依然是
4_4

是花费
:

收益比最低的"但其术后面部麻木的发生

率是最高的"同时本研究发现接受了
4_4

的患者依然会有很

高的概率接受
)

次手术!因此在进行个体治疗之前要与患者

进行充分的沟通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AaK

手术方式具

有更长#更有效的术后缓解"以及解除疼痛用时较短"从而被大

多数患者所接受!

H4H

手术方式虽然有较低的术后复发率"但

是从解除疼痛方面用时较长"且术后面部麻木的发生率是

AaK

的
)"#

倍!

总之"虽然花费
:

收益比依然难以定义"特别是在未随机抽

取的样本条件下"会有较大的选择偏差!但是其不失为一种有

效的方法以指导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需求和实际情况对手术

方式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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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产手术中经常使用甲氧明预防产妇出现低血压症状!但是

对于甲氧明的使用剂量尚未完全明确"本研究通过观察
!5

U

和
)5

U

剂量的甲氧明在剖宫产手术中的应用效果发现"

G

组

患者静脉注射
!5

U

"

P

组患者静脉注射
)5

U

"通过观察产妇在

麻醉后的各个时间点血压及
L4

情况"

G

组患者血压虽均较麻

醉前有明显降低现象"但一直较为平稳"均优于
P

组和
N

组患

者"表明小剂量甲氧明能够有效预防产妇低血压!而
P

组产

妇使用大剂量甲氧明"虽然在相同麻醉平面下顺利完成手术"

但是
P

组产妇
L4

水平一直较高"这也是
P

组产妇出现恶心#

呕吐等并发症较多的原因之一"与聂丽霞等)

!)

*研究结果一致!

新生儿血气分析是通过对血气指标和酸碱值对新生儿的

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其中血气指标能够准确反映新生儿组织代

谢状态"酸碱值可反映新生儿是否存在酸碱异常"新生儿脐胸

脉血
S

L

#

."+

则表示出现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风险很高)

!-

*

!

在剖宫产手术中"如母体动脉收缩压
!++55 L

U

"持续
)567

以上或反复性低血压可使新生儿血气#

S

L

#

IX

)

均低于母体动

脉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55L

U

以上组)

!&

*

!在本研究中"

G

#

P

组产妇腰麻后给予甲氧明"两组产妇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虽有

下降"但较为稳定"尤其
G

组产妇的
HPI

水平在
!!+55 L

U

以上"保障了子宫充分的血液供应"因此
G

#

P

组新生儿的各项

指标未受影响!而
N

组产妇在
C&

时刻
HPI

小于
!++55

L

U

"虽然是在胎儿娩出
!567

"但是
N

组胎儿的
S

L

值明显低

于
G

#

P

组"

IX

)

值虽与其他两组无明显差异"但也低于
G

#

P

组"这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

!567G

SU

/E

评分是反映新生儿

出生后呼吸#循环#肌肉张力等情况的指标"

!567G

SU

/E

评分

小于
.

分"则表示新生儿窒息"

-

组新生儿均未出现窒息情

况)

!#

*

!结果表明腰麻后使用甲氧明"不影响新生儿的脐动脉

血气指标"能够维持新生儿的血液酸碱平衡"保障新生儿各项

生理指标良好!

本研究认为'小剂量甲氧明在剖宫产术中的应用"能够平

稳产妇
L4

"避免出现心动过缓或过速的情况"以及恶心#呕

吐#低血压等不良反应"且不影响新生儿的脐动脉血气指标及

酸碱值"对产妇及新生儿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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