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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I 检查才能最后提示脑囊虫病
。

本组 43 例血清或

脑脊 液囊虫 补体试验 阳性患者
,

10 例 患者具 有典型

M R I 表现
,

33 例是由临床表现
、

囊虫补体试验及结合

M R I 表现作 出诊断的
。

总之
,

对具有 阳性体征的患者
,

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应为 MRI 检查
,

影像学上一旦

见到典型的囊虫结节表现
,

则可提示脑囊虫病的诊断
。

对于处变性后期的囊虫病灶则需要与脑脓肿
、

结核瘤

及转移瘤相鉴别
。

鉴别困难时
,

患者的病史及血清或

脑脊液囊虫补体试验和活组织检查对诊断有帮助
。

参考文献

1
.

M训
n o H R , R 曰l sel

一

Gu ~ R
,

E li烈〕n d o G ,
et al

.

MR i lr 旧, n g i n

n

euroc
y st i e

~
15 : a s 加d y of 5 6

cases [J ]
.

月NR ,
19 89

,
10 : 10 10

一

10 19

2
.

隋邦森
,

孙进
,

陈雁冰
,

等
.

脑囊虫病磁共振成像病期分类与临床

意义【J〕
.

中华医学杂志
, 19叭) ; 70: 502

一

505

3
.

王秀玉
,

马云祥
,

关东
,

等
.

脑囊虫病成像分析【J」
.

中国寄生虫病

防治杂志
, 199 5 ; 8 : 10 8一110

4
.

Bh ar gav a 5
.

1恤11 01 0口
.

incl
u di n g c 加

l
pu t己 扔n刃乎a p l ly 了 paras i ti e d ise既

s

of c即 t r目
~ ou , 叮st em 【J」

.

N

一
rg R e v ,

19 83
, 6 : 129

一

137

5
.

赵庆秋
,

陈英敏
,

张华宁
,

等
.

脑实质型囊虫病的影像学表现与囊

尾坳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 [J]
.

中华放射学杂志
,

l卯7 ; 31 :62 9一631

6
.

朱廷敏
,

李淑芳
,

潘桂芬
.

脑囊虫病的 Cr 分期及临床意义〔J〕
,

中

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
199 4 ;27 : 150

一

1 52

7
.

Rh ee RS
,

Ku n
诩ak 主DY , S

~
M , et al

.

M R i ln 叫, n g of i n trav en tri cu lar

叮 s ti cero 面
s [J〕

.

J以R , 19 57 , x l : 59 5
一

印 l

(2(X X) 一

的
一

以 收稿 2 (X) 1一5一 14 修 回)

虹I激酶对单侧颗叶皮质脑梗死大鼠空间认知能力改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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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蝴激酶 脑梗死 空间认知 M仪五s
水迷宫

摘要 目的
:
探讨早期溶栓治疗是否改善血管性痴呆的认知能力和躬}激酶制剂溶栓及改善脑梗死后脑功能作用

。

方法
:
采用光化

学诱导脑梗死大鼠模型
,

观察假手术组
、

梗死组
、

及梗死后治疗组在 MO币s
水迷宫的训练成绩

。

结果
:
治疗组较非治疗组学习成绩提

高
,

统计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1 )
,

与假手术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结论
:
早期绷激酶治疗脑梗死可改善脑缺血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

海马是大鼠参与空间认知加工过程的主要结构
,

但并非惟一的空间认知结构
,

O ‘

ke efe 和 Nad el 曾针对

空间认知能力提出了
“

图认知
”

理论〔
’〕

,

认为正常大 鼠

在完成空间学习记忆任务时会运用图认知加工方式
,

形成认知图是海马的基本功能
。

同时其他一些脑结构

亦对图认知的行为效应产生影响
,

单纯毁损额顶叶
、

颖

叶
、

尾壳核
、

隔区等都能产生空间认知功能障碍
。

认知

功能的完整还有赖于皮质下各脑 区大量联系纤维的完

整 [2
一 6 ]

。

颗 叶皮质与人类和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有密切关

系
,

它不仅接受听觉的投射纤维
,

还与许多空间认知相

关的脑区有着密切 的皮质下联系 ; 如额顶叶
、

枕叶
、

间

脑
、

海马
、

纹状体等结构
。

以往的研究表明
,

单侧颖叶

皮质梗死可产生大鼠空间认知功能障碍闹
。

本实验应

用蝴激酶制剂
—

溶栓胶囊治疗单侧颖叶皮质梗死大

鼠
,

观察其治疗后在 Mo 示
s
水迷宫中认知能力的改善

,

以求探讨脑梗死急性期溶栓胶囊的溶栓治疗效果
。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及分组 成年雄性 SD 大鼠 28 只 ( 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 301 医院实验动物室提供 )
,

体重 (2 00 士

20 ) g
。

随机分为 3 组 ;假手术组 ( n 二 8 )
,

梗死组即未

治疗组 ( n = 10)
,

治疗组 ( n = 10)
,

实验期间 自由摄食

饮水
。

全部实验操作及大鼠训练均在 8 : 30 一 17 : oo 完

成
。

实验用治疗药 溶栓胶囊 (叫激酶制剂 )购于山西

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
,

生产批号
: 970 20 2

。

用生理盐水

配制成 40 mg
·

nil
一 ’
溶液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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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制备 采用立体定向光化学诱导脑梗死

大 鼠模型
。

水合氯醛麻醉 (350 mg
·

k g 一 ‘)
,

固定于立体

定向仪
,

自尾静脉缓慢注射玫瑰红溶液 (20 m g
·

k g “ ’,

3

一 4 而
n 注完 )

,

左颖侧外耳道至外毗连线中点垂直相

交切开头皮
,

分离肌肉达颅骨
,

暴露颧弓根及颖骨
,

以

颧弓根中点垂直线为后 限
,

弓根水平 为下限
。

用光导

纤维引导 卤素灯冷光源定 向照射暴露 的颅骨 20 而n

(光强 75 w
,

面积 5 11卫11 2 )
。

治疗组照射后 即予腹腔注

射溶栓胶囊溶液 (20 mg
·

k g 一 ’)
,

假手术组尾静脉注射

0
.

4 耐 生理盐水后照射及梗死组注射玫瑰红照射后均

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

行为实验装置 由 M o州 s
水迷宫及图像监视系统

组成
,

M o z五s
水迷宫为乳 白色不透明圆柱形储水池 ( D

二 94 cm
,

h = 55 c m )内置透明有机玻璃圆形站台 ( D = 6

cm )
,

站台顶端平面位于乳 白色液面下 2 C m
。

行为实验程序 各组大 鼠均于术后 48 h 追加一

次药物并进行一次开场实验
,

观察各组大 鼠均无活动

异常及运动障碍
,

再于手术后 72 h 开始进行 Mbtri s
行

为实验
。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

预训练 l d 及训练 4 do

大 鼠在除站台所在象 限的其他 3 个象限边缘下水
,

每

次人水位置是假性随机的
。

动物组内循环
,

每只每天

6 次
,

共接受训练 24 次
。

图像监测系统 自动跟踪大鼠

游泳轨迹
,

并记录各实验数据
。

实验指标有
:
¹ 反应时

( s ) ; º 行程 ( 因故障未记 ) ;» 搜索策略
,

分为边缘式记

1 分
,

随机式记 2 分
,

趋向式记 3 分
,

直线式记 4 分
。

数据处理 分别将每天 6 次反应时及搜索策略的

平均值作为当天的训练成绩
,

实验数据采用
s p s s 软件

包进行方差分析
,

对各组训练成绩进行比较
。

二 峨o
r \ \

言
。n L 、 、

, , 、 , J U I 、、 、

暴汁城汝截蒸
2 3

实验天数

图 1 4 d 潜伏期比较

. 叫. - 梗死组

- 门卜 ~ 治夕犷组

. . ‘一 假手术组

0
1乃n�一匀�日��口生3J之ZL

彰软日求卜

实验天数

图 2 4 d 搜索策略比较

讨 论

结 果

反应时比较 预训练 日及 训练第 1 天
,

各组成绩

未见明显差异
,

自第 2 天始治疗组及假手术组反应时

较梗死组明显缩短 ( F = 8
.

18
,

P < 0
.

05
,

F = 9
.

83
,

尸 <

0
.

01 )
,

随训练天数增加
,

梗死组的反应时渐趋接近假

手术组
,

但至第 4 天统计仍见显著性差异 ( F 二 4
.

90
,

尸

< 0
.

0 5 )见图 l
。

搜索策略比较 搜索策略可表示大鼠学习记忆改

善的稳定性
,

以得分均数进行 比较
,

第 1 天可见假手术

组及治疗组 已有进步
,

但不稳定所以统计无显著差异

( F 二 1
.

16 7
,

尸 > 0
.

0 5 )
,

第 2 天假手术组与梗死组差异

显著 ( F = 5
.

5
,

尸 < 0
.

05 )
。

但治疗组与梗死组统计差

异不显著 ( F = 3
.

32
,

尸 > 0
.

05 )
。

第 3
、

4 天统计均有显

著性差异 ( F = 8
.

92
,

尸 < 0
.

01
,

F 二 14
,

尸 < 0
.

01 )
,

治疗

组和假手术组 比较均未见显著性差异 (见图 2 )
。

光化学诱导脑梗死大 鼠模型是国内外用于脑梗死

研究特别是研究溶栓治疗较成熟的动物模型
。

以往的

研究显示
,

单侧颗叶脑梗死可造成大 鼠在 Mo州 s 迷 宫

的空间认知学习功能障碍 [s]
,

本实验梗死组与 以往实

验结果一致
,

说明该模型是稳定的
,

可重复性强
,

是研

究梗死性痴呆的较理想模型
。

本实验采用光化学诱导脑梗死大 鼠模型
,

血栓形

成近似人体脑梗死的病理过程
,

形成的认知功能障碍

与血管性痴呆相似
。

经溶栓胶囊治疗后
,

脑梗死治疗

组的反应时明显缩短
,

与非治疗组 比较有极显著性差

异
,

与假手术组 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
。

从搜索策略分

析
,

各组大 鼠都经过 了从边缘式和随机式 向趋 向式和

直线式变化的过程
,

搜索策略的变化较反应时晚
,

但它

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
。

与反应 时相 同
,

治疗组和假手

术组得分高
,

统计无 显著性差异
,

梗死组得分低
,

与其

他两组 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有人认为脑缺血大 鼠引

起的空间认知障碍较为短暂
,

可能是大 鼠为单侧脑梗

死
,

正常侧可部分代尝图
,

本实验见随着训练天数的增

加
,

梗死组大 鼠的学 习成绩 与正常组大 鼠的差异逐渐

缩小
,

但统计学仍见显著性差异
。

本实验结果提示
,

叫激酶制剂溶栓胶囊对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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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的治疗
,

具有改善梗死后脑认知功能的作用
,

是

治疗脑梗死及血管性痴呆的有效药物
。

其改善梗死后

学习认知功能的机制是否与其他神经保护作用有关有

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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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灵加用治疗难治性癫滴的研究

曹 辉 狄 晴 赵翁平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 (21 (X) 2 9 )

关键词 西比灵 难治性斑响 加用治疗

摘要 目的
:
观察西比灵加用治疗难治性癫殉的疗效

。

方法
:
采用加用 自身对照法

,

对 25 例难治性癫响在原用抗癫殉药物不变的

基础上
,

加用西 比灵 (每晚 5 一 10 mg )辅助治疗
。

主要观察治疗前后发作频率的改善情况
、

不 良反应以及其对原用抗癫殉药物血药

浓度的影响
。

结果
: 25 例经加用西比灵治疗后

,

发作频度较加用前减少蒸 50 %者 12 例
,

总有效率 48 %
,

其中 5 例发作频度较加用前

减少 ) 75 % ;不良反应较少
,

仅 2 例表现为头昏
、

乏力
,

1 例表现为恶心
,

且症状均较轻
,

减量后消失 ; 加用西 比灵前后原基础抗癫痢

药物血浓度监测无明显变化 ; E EG好转 14 例(63
.

6 % )
。

结论
:
西比灵可作为治疗瘫痢的辅药

,

且不影响其他抗斑殉药物的血药浓

度
。

癫痴是一种常见病
,

约 印% 一 70 % 的患者经使用

相宜的抗癫殉类药物 (妞D s )可使其发作得 以控制或

明显减少
,

但临床仍有 20 % 一 30 % 的患者即使经过多

种 A E D s 正规治疗
,

癫殉发作仍难 以有效的控制
,

此类

癫响称为难治性癫殉
,

虽近年来经迷走神经刺激
,

外科

干预
,

新的抗癫殉药物的使用
,

部分病人有所好转
,

但

还有一些患者癫殉难以控制
。

而 目前认为癫殉的过度

反复放电与 C扩
+

内流引起细胞膜去极化有关
,

故本院

自 19 99 年 1 月 一 199 9 年 9 月采用加用 自身对照法
,

应

用 C护
+

拮抗剂

—
西比灵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 )辅助治疗难治性癫痴
,

有一定疗效
,

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病例选择 选择经临床及 (或 )脑电图 ( E EG) 确诊

的癫殉患者
。

曾接受相宜的常规 规D s
治疗 2 年以

上
,

药量符合标准
,

至少有一项原 AE D s 血浓度在
“

有

效治疗范围内
” ,

发作仍每月至少有 4 次 以上
,

治疗前

3 个月病情稳定
,

有发作记录
,

并排除有下例情况之一

者
:
¹ 有严重器质性疾病

、

精神病以及进行性神经系统

疾病者 ; º 具有明显临床意义的实验室指标异常者 ; »

有酒瘾或其他药瘾者 ; ¼ 妊娠或哺乳者 ; ½ 明显低血压

者 ; ¾ 原有锥体外系疾病者
。

一般资料 难治性癫殉 30 例
,

全部为我院神经内

科确诊的各种类型难治性癫响
,

治疗未满 12 周而退出

者 3 例
,

失去追踪者 2 例
。

最后完成追踪观察 25 例
,

其中男性 巧例
,

女性 10 例
,

年龄 8
一 50 岁

,

(平均 32 士

10
.

5 )岁
,

病程 2
一 4 2 年

,

(平均 19
.

5 士 17
.

1 )年
。

症状

性癫殉 22 例
,

特发性癫殉 3 例
。

病因基本明确者 巧

例
,

其中产伤 2 例
,

先天性脑发育异常 2 例
,

脑炎后遗

症 4 例
,

卒中后癫殉 4 例
,

脑外伤 3 例
,

其余 7 例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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