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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颅脑创伤患者脑血流动力学参数与颅内压"

.̂,

%'脑灌注压"

.,,

%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急性颅

脑创伤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

水平将患者分为
.̂,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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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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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77+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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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同期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使用经颅多普勒仪对入院患者
%K

"治疗前%'治疗后
')K

"治疗后%收缩期血流速度"

;E

%'平均血流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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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张期末血流速度"

;K

%'搏动指数"

,̂

%'阻力指数"

2̂

%等脑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检测!同时监测同时点患者的
.̂,

'

.,,

!并同样对对照组相应指标进行测定&使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15

%评价所有患者出院后
'

个月的得分情况&使用多元回

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各项颅脑创伤脑血流动力学指标与
.̂,

'

.,,

的相关联程度&结果
!

所有颅脑创伤患者住院
%K

'治疗后
')K

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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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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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高!其次为
.̂,

(

&)77+

>

组!对照组最低$治疗后所有颅脑创伤患者
,̂

'

2̂

均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达到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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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患者脑血流动力学监测能客观反映患者
.̂,

'

.,,

变化!并对患者预后评估提供重要参

考!对指导临床早期干预!减少继发性损伤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颅脑创伤$

!

脑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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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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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是临床神经外科常见疾病#近年来其发病率不断

上升#已仅次于四肢损伤#占创伤总数的
&)A

左右)

%

*

+由于中

枢神经系统直接受损并存在不同程度的继发性脑损伤#该病病

死率(致残率均较高#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

*

+由于颅脑创

伤多为外在暴力所致#颅脑除原发性损伤外#还不同程度地伴

有颅内脑组织受损(肿胀#导致颅内压$

.̂,

&急剧升高#同时伴

有脑血管痉挛狭窄#甚至脑血管闭塞#导致脑血液灌注不足或

由于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受损出现脑充血#进一步加重病情#

严重时甚至影响颅脑创伤患者的疗效和预后)

'

*

+因此#有效控

制
.̂,

#及时缓解脑血管痉挛#改善脑组织血流状况是颅脑创

伤救治的关键)

#

*

+加强颅脑创伤后脑组织血流动力学的监测#

探索相关参数变化对
.̂,

(脑灌注压$

.,,

&的相关程度#对预

防和治疗脑血管痉挛(脑组织灌注损伤具有重要价值)

"

*

+本研

究通过使用经颅多普勒$

B.@

&这种无创
.̂,

监测手段#对不

同颅脑创伤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监测#对相关指标与

.̂,

(

.,,

及患者的预后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救治提供客观

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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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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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急性颅脑创伤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男
'6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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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送治时间
)("

"

$()J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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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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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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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导致颅脑创伤的

原因分别为!殴打伤
%&

例#坠落伤
%)

例#车祸伤
&#

例#摔伤
6

例+经临床检查并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

.B

&或磁共振图像

$

Y2̂

&检查确诊#硬膜下血肿
&&

例#硬膜外血肿
%)

例#原发性

脑干损伤
6

例#脑挫裂伤及脑血肿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

例#

开放性颅脑创伤
'

例+所有患者迅速给予给氧(脱水(抗炎(止

血(神经营养药物综合治疗#纠正电解质紊乱#维持酸碱平衡等

常规治疗手段并根据病情给予神经外科治疗+排除存在休克

及严重复合伤患者#近期使用过扩张或收缩心脑血管药物患

者#具有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患者+

$(/

!

分组情况
!

根据
.̂,

测定结果#并按照临床是否采取降

颅压措施将患者分为
.̂,

(

&)77+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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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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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组$

"?&#

&#选择同期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

!

检查方法
!

纳入的颅脑创伤患者治疗
%K

$治疗前&(治疗

后
')K

$治疗后&分别采用上海德安公司
@!&))%

型经颅多普

勒仪进行脑血流动力学检测#选用探头功率
& Y+h

#深度为

#"

"

9)77

#检查时#患者采取平卧位#经颞窗对所有研究对象

双侧大脑中动脉$

Y.!

&(大脑前动脉$

!.!

&(大脑后动$

,.!

&

进行探查#涉及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收缩期血流速度

$

;E

&(平均血流速度$

;7

&(舒张期末血流速度$

;K

&(搏动指数

$

,̂

&(阻力指数$

2̂

&+使用美国
.G7<=CY,Y/%

型
.̂,

监测

仪对监测不同时点
.̂,

#使用美国
+,Y%&)"!17=<.GMD&#

型多功能心电血压监护系统监测所有研究对象桡动脉血压

$

Y!3,

&#按照
.,,?Y!3,Ŵ .,

测算不同时点
.,,

水平+

所有操作均由同一名有经验的医师进行操作+

$(1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患者治疗
%K

(治疗后
')K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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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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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脑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以及
.̂,

(

Y!3,

#统计患者出院后
'

个月随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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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
P B̀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各项颅脑创伤脑血流

动力学指标与
.̂,

(

.,,

的相关程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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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入选变量水平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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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点患者与对照组脑血流动力学监测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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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等各项脑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所有颅脑

创伤患者治疗
%K

$治疗前&(治疗后
')K

$治疗后&各项指标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其中治疗
%K

$治

疗前&对照组
;E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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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其次为
.̂,

(

&)77 +

>

组#

.̂,

$

&)77+

>

组最低%治疗后
')K

$治疗后&#所有颅脑创伤

患者上述指标均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达到对照组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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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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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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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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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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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组最高#其次为
.̂,

(

&)77+

>

组#对照组最低#治疗

后
')K

$治疗后&#所有颅脑创伤患者
&

项指标均有所改善#但

仍然未达到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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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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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患者不同时点
.̂,

(

.,,

监测结果比较
!

所有

颅脑创伤患者治疗后
.̂,

及
.,,

均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对于

.̂,

(

&)77 +

>

组#其不同时点的
.̂,

及
.,,

均显著好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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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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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点患者与对照组脑血流动力学监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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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组别
"

;E

治疗前 治疗后

;7

治疗前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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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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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点患者与对照组脑血流动力学监测结果比较#

P B̀

$

组别
"

,̂

治疗前 治疗后

2̂

治疗前 治疗后

.̂,

(

&)77+

>

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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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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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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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

L

%

)()"

%与
.̂,

$

&)77+

>

组同一时点比较#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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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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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患者不同时点
.̂,

%

.,,

监测结果比较#

P B̀

'

77+

>

$

组别
"

.̂,

治疗前 治疗后

.,,

治疗前 治疗后

.̂,

(

&)77+

>

组
') %*(&'̀ &(%9 %'(99̀ &(%&

"

#9(*"̀ %#(&&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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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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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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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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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创伤患者预后情况比较
!

对所有颅脑创伤患者出院

'

个月随访#采用
]15

评分发现#

.̂,

(

&)77 +

>

组
]15

评

分在
#

"

"

分者达到
&'

例#占该组总数的
9*(**A

%

.̂,

$

&)

77+

>

组
]15

评分在
#

"

"

分者有
%&

例#占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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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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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颅脑创伤患者
]15

评分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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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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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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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

>

组
') &' 9 ) *(%"

%

)()"

.̂,

$

&)77+

>

组
&# %& %) &

/(1

!

脑血流动力学参数与
.̂,

(

.,,

及预后的相关性评价
!

分别以
.̂,

(

.,,

(

]15

评分作为因变量#各脑血流动力学参数

作为自变量#以入选变量水平为
)

?)()%)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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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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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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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颅脑创伤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常见创伤#具有较高的致

残率(病死率#抢救不及时甚至会威胁患者生命+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由于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建筑损伤(坠落伤(人为伤

害等致伤因素的不断出现#颅脑创伤发生率呈逐年上升态

势)

*

*

+颅脑创伤产生的损伤不仅取决于原发性创伤的位置(程

度#还与颅脑继发性损伤密切相关)

9

*

+对于中(重度颅脑创伤

患者#有效控制
.̂,

#维持
.,,

稳定并趋于正常是有效抢救患

者(促进患者预后的关键所在)

6

*

+因此#及时准确地监测颅脑

创伤患者
.̂,

与
.,,

成为临床诊治的热点)

$

*

+

目前#监测
.̂,

的方法根据是否人体收到损伤和侵害分

为有创及无创
&

种方式)

%)

*

+有创监测主要是采取硬脑膜外传

感器(脑内室插管(光纤探头监测等方式通过压力传感器将

.̂,

直接或间接转换放大的电信号进行测量#但由于该类方法

对患者有一定损伤#并容易增加颅内感染或出血的可能#手术

操作较为复杂#在使用推广上受到限制)

%%

*

+无创方式中应用

较多的是
.B

或
Y2̂

颅脑成像技术#但上述方法只能利用颅

内出血(肿块或
.̂,

升高等征象对
.̂,

及脑血流灌注情况进

行定性分析#存在较大的误差#且不能及时动态反映
.̂,

的变

化#不能满足临床对
.̂,

实时监控的需求)

%&

*

+

B.@

是当前颅内血流动力学常规检查手段#通过超声波

多普勒效应#建立经颅多普勒血流动力学参数与
.̂,

间的关

系模型#对
.̂,

进行动态监测#具有无创(经济(便捷(可动态观

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颅脑创伤的诊治工作中)

%'

*

+本研究

通过使用
B.@

对中重度颅脑创伤患者进行
;E

(

;7

(

;K

(

,̂

(

2̂

等脑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监测#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

所有颅脑创伤患者伤后入院
%K

#

;E

(

;7

(

;K

指标均显著下

降#而
,̂

(

2̂

指标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患者存在不同程度

的颅内血肿(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损伤#导致机体儿茶酚

胺(血红蛋白(血管紧张素(

"/

羟色胺(花生四烯酸及炎性因子

大量释放#通过在脑组织内的一系列免疫调节(炎性反应(神经

介质调节作用#严重破坏了脑血管自动调节机制#引起血管舒

缩功能障碍#脑血管收缩#脑血管床阻力上升#从而引起
;E

(

;7

(

;K

下降#

,̂

(

2̂

上升等一系列脑血流动力学改变)

%#

*

+而

对患者治疗后
')K

的脑血流动力学指标监测结果显示#

;E

(

;7

(

;K

均较治疗前有所恢复#

,̂

(

2̂

相继下降#这与采取临床

诊疗措施有效减轻
.̂,

(恢复颅脑血流灌注有关)

%"

*

+通过分

析脑血流动力学指标与
.̂,

(

.,,

(

]15

评分的相关性发现#

.̂,

与患者入院时的
,̂

(

2̂

(

;7

呈正相关#而与
;E

(

;K

呈负

相关#这主要是因为随着
,̂

(

2̂

上升#颅脑创伤患者脑血管阻

力增大#而脑组织灌注水平下降#脑血流量下降#导致
.̂,

上

升%同时#

.̂,

上升又进一步加大脑血管阻力#使脑灌注不足#

脑血流量下降#出现恶性循环)

%*

*

+

.,,

与
,̂

(

2̂

呈负相关#而

与
;7

(

;E

(

;K

呈正相关#也从侧面反映出#随着
.̂,

上升#脑

血管缺血#循环受阻#导致血液收缩期流速下降#舒张期血流降

低导致脑灌注减少#从而导致
.,,

下降)

%9

*

+而
]15

评分与

,̂

(

2̂

呈高度负相关#提示对于
,̂

(

2̂

监测值偏高的患者#后

期预后较差#需要及时降低
.̂,

#尽可能地恢复脑血管灌注#保

持
.,,

稳定)

%6

*

+

综上所述#颅脑创伤患者脑血流动力学监测能客观反映患

者
.̂,

(

.,,

变化#并对患者预后评估提供重要参考#对指导临

床早期干预#减少继发性损伤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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