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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及探讨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检测价值%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

至
')&#

年
#

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
*$

例颅脑损伤患者为观察组!与时期的
*$

例健康同龄人为对照组!然后将两组的无创脑血流

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进行比较!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严重程度与颅内压者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的大脑中

动脉血流指标均差于对照组!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中不同严重程度与颅内压患者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及

血清神经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颅脑损伤患者中的

检测价值较高!对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颅内压情况的了解均有积极的临床作用%

关键词"无创脑血流动力学#

!

血清神经功能指标#

!

颅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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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的临床危害极大#对于颅脑损伤早期正确的诊断

是为其早期有效治疗提供依据#而早期有效的诊断方法及检测

指标的掌握是必要的基础前提*颅脑损伤后#脑部血供发生一

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对其进行血流方面的变化研究极为必要#

而无创脑血流动力学的检测意义则较高'

&!'

(

*另外#本类损伤

作为神经外科的常见损伤#对其进行神经功能指标的监测价值

也较高*故本文中笔者就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

指标在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检测价值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进行

诊治的
*$

例颅脑损伤患者为观察组#同时期的
*$

名健康同龄

人为对照组*对照组
*$

例健康者中#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1(1_*(.

%岁*观察组的
*$

例颅脑损

伤患者中#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1(#_*(*

%岁*严重程度!轻型
&%

例#中型
'#

例#重型
')

例&颅内压!正常者
&$

例#轻度增高者
')

例#中度增高者
&#

例#重度增高者
&#

例*两组研究对象的上述基本资料之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A

!

方法
!

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无创脑血流动力学指标及血

清神经功能指标的检测#前者采用无创伤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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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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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雪淦#女#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血清神经功能研究*



查分析仪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大脑中动脉的血流指标#包括

WP

)

VP

及
[G

&另取两组的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将其进行离心

处理#然后取上清液进行血清相关指标的检测#检测指标为

JKT

)

K&))U

)

J/I

及
UNJI

#上述检测结果均采用
TLPK"

法

进行检测*然后将两组的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

指标进行比较#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严重程度与颅内压者的检

测结果进行比较*

@(B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中的数据检验软件采用
K"K#()

#研

究中的数据检验方法为
9

检验与
!

' 检验#其处理的数据分别

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

;

$

)()#

表示比较的数据间差异有统

计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组研究对象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比较
!

观察组的大

脑中动脉
WP

及
VP

均高于对照组#

[G

则低于对照组#且观察

组中不同严重程度与颅内压患者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及血

清神经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A(A

!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神经功能指标比较
!

观察组的血清

JKT

)

K&))U

)

J/I

及
UNJI

等神经功能指标均高于对照组#且

观察组中不同严重程度与颅内压患者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

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比较

组别
WP VP [G

$

EG

"

4

%

观察组 严重程度 轻型$

']&%

%

&()'_)(&$ )(#*_)()* 61(&1_*(%%

中型$

']'#

%

&(*._)(&%

(

)(6)_)()%

(

*#($#_#(*6

(

重型$

']')

%

'('%_)('#

)

)(6._)(&&

)

#*(6._#(&$

)

颅内压 正常$

']&$

%

&()&_)(&1 )(#1_)()# 6$(')_6()#

轻度增高$

']')

%

&($)_)(&6

*

)(*#_)().

*

*.(6'_*(''

*

中度增高$

']&#

%

&(%#_)(''

+

)(6$_)(&)

+

*&(#6_#(#'

+

重度增高$

']&#

%

'(1'_)('*

,

)(.'_)(&1

,

#1('1_#(&)

,

整组$

']*$

%

&(*#_)(')

-

)(6)_)().

-

*1(*&_#('.

-

对照组$

']*$

%

)(%6_)(&' )(#&_)()$ 6#(#*_6($*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轻型及中型患者比较&

(

!

;

$

)()#

#与轻型患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轻度增高及中度

增高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及轻度增高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者比较*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神经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JKT

$

#

<

"

L

%

K&))U

$

5

<

"

GL

%

J/I

$

A<

"

GL

%

UNJI

$

5

<

"

L

%

观察组 严重程度 轻型$

']&%

%

*(')_)(#$ )(&#_)()1 &'&(#1_&&(). &(''_)(''

中型$

']'#

%

%($#_&(&'

(

)(1$_)()#

(

'1)(*#_&*(.$

(

&(%._)(1)

(

重型$

']')

%

&#(.)_&($*

)

)(*)_)().

)

1)#($._'&($*

)

'(*#_)(1.

)

颅内压 正常$

']&$

%

#(%._)($# )(&1_)()1 &&$(6._&)(%' &(&._)('&

轻度增高$

']')

%

.(6*_)(.$

*

)('._)()#

*

&6#(.6_&$('*

*

&(.'_)('.

*

中度增高$

']&#

%

&&(11_&(1)

+

)($6_)()6

+

'#&(*#_&6(%.

+

'(#*_)(1#

+

重度增高$

']&#

%

&*(6%_&(#.

,

)(*._)(&)

,

11*(.)_'1($*

,

1()$_)($)

,

整组$

']*$

%

&)(&%_&(1*

-

)($)_)()#

-

'$'(*._&.(%#

-

'(1#_)(1*

-

对照组$

']*$

%

$(.)_)(1$ )(&)_)()' &)'(#%_&)(11 &(&$_)(')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轻型及中型患者比较&

(

!

;

$

)()#

#与轻型患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轻度增高及中度

增高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及轻度增高者比较&

*

!

;

$

)()#

#与颅内压正常者比较*

B

!

讨
!!

论

颅脑损伤是临床中较为常见且预后相对较差的一类创伤#

其作为神经系统的常见损伤#对患者的神经系统造成的危害极

大#可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的相关症状体征#严重者甚至危及

患者的生命安全'

1!$

(

#因此临床对于颅脑损伤的诊治重视程度

极高*另外#临床中与颅脑损伤相关的研究较多#而诊断及细

节方面的研究尤为多见#其中关于脑部血供方面的指标尤为多

见'

#

(

*脑部血供作为临床中反映脑部的重要指标#其在各类脑

血管疾病中呈现的异常状态极为明显#因此对其在颅脑损伤中

的研究价值较高*大脑中动脉是研究较多的脑部供血动脉#其

在颅脑损伤患者中的变化研究也并不少见#但是众多的研究差

异十分突出'

*!6

(

#并且对于细节变化的研究尚为不足*因此#对

此类患者进行大脑中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研究极为必

要#而
WP

)

VP

及
[G

作为临床中对于血流动力学状态反应价值

极高的几类指标#对其在颅脑损伤患者中的变化则尤为必

要'

.

(

*

颅脑损伤作为神经系统的创伤性疾病#对其进行神经功能

指标的研究不仅仅有助于笔者了解其神经功能的损伤程度#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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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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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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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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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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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患者的创伤严重程度甚至预后也有积极的反应价值#因此此

方面的探讨空间较大'

%!&)

(

*临床中与神经功能相关的血液指

标较多#其中
JKT

)

K&))U

)

J/I

及
UNJI

等均是与神经功能

密切相关的指标#

JKT

作为临床中检测价值较高的一类指标#

其在血清中的含量变化对于机体的神经功能状态具有积极的

反应价值#其对于神经细胞的状态具有积极的检测作用#神经

细胞受损后#其细胞膜完整性受损#

JKT

被释放出来#通过血

脑屏障进入血液中#且神经细胞受损越为严重#其血液含量越

高'

&&!&'

(

#因此对其进行检测的价值较高*

K&))U

是临床中研究

相对较多的另一类神经功能相关指标#其主要存在于神经纤维

中#神经功能受损后其被释放入血#且其变化波动受神经受损

程度及发展转归影响较大#因此对其在颅脑受损患者中的变化

研究极为必要'

&1!&#

(

*

J/I

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一类神经调节

因子#当神经功能受损后#其对于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元的生

长)再生及其他方面均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对其在颅脑损

伤患者中的变化研究价值也较高*

UNJI

是广泛存在于神经

系统中的一类指标#其对神经元的存活)分化及生长发育等均

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在神经受损后#其起到积极的修复及促进

作用#且受损越严重则其表达越突出#因此对其的变化探讨价

值也较高*

本文中笔者就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

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检测价值进行探讨#并与健康人员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颅脑损伤患者的大脑中动脉血流指标均差于健

康人群#血清神经功能指标也均高于健康人群#且上述指标的

波动受颅内压及疾病严重程度影响较大#疾病越为严重及颅内

压越高的患者其上述指标的不良波动越为明显*综上所述#笔

者认为无创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清神经功能指标在颅脑损伤患

者中的检测价值较高#对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颅内压情况的了

解均有积极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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