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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鼻根部脑膜膨出致癫痫大发作手术治愈 1 例

张民生 　吴生贵 　陈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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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 ,女 ,8 岁。患儿出生后鼻根左侧有一约黄豆大软
性包块 ,随年龄增加而逐渐长大。3 年前在夜间睡眠中 ,突
然尖叫一声 ,继之四肢抽搐抖动 ,大小便失禁 ,口吐白沫 ,约
2 min 后缓解入睡。此后每 10～40 天左右类似发作 1 次 ,每
次持续约 2～3 min ,多在夜间睡眠中发作。发病以来曾用偏
方治疗无效 ,未进行过正规治疗。其母在孕期无特殊疾病和
用药史 ,患儿娩出顺利无缺氧 ,无高烧及外伤史 ,家系中无癫
痫病人。查体 :一般状况好 ,精神及智力正常 ,鼻根左内眦处
有一约 2 cm ×2 cm 皮肤完整之包块 ,肤色正常 ,触之囊感似
有搏动 ,患儿低头憋气时 ,包块张力增高 ,透光试验阳性。
眼、鼻及咽腔检查正常 ,神经系统正常 ,BEAM 示前头部慢波
功率达 10～14 级 ,EEG示额区各导见阵发性 3～4 HZ高～
极高幅δ,θ节律及单个棘或棘慢波。颅脑 CT 无异常。

1993 年 3 月 21 日在局麻 + 冬眠强化下行左内眦鼻根
部入路脑膜膨出修补术 ,弧形切开皮肤 ,皮下分离包膜 ,见包
膜灰白、光滑 ,在额鼻缝处有一 8 mm 直径骨缺损 ,包块有 4

mm 直径细蒂伸入颅腔 ,将蒂周在骨缺损处游离 ,切开包膜 ,

见水样液不断流出 ,冷光源放大镜下探查包膜腔内未见脑及
神经组织 ,则在骨缺损处缝扎蒂部 ,切除包膜 ,查残端无漏液
即送入颅腔 ,骨缺损处用明胶海绵和丝线缝合织网修补 ,分
层缝合皮下 ,皮肤。术后 5 d 拆线 ,伤口甲级愈合 ,局部无肿
胀、积液及鼻漏。

术后未用任何抗癫药 ,随访 5 年无癫痫发作 ,复查
BEAM 和 EEG报告轻度异常 ,无癫痫波。

2 　讨论

　　脑膜膨出发生在鼻根部尚属少见 ,本例手术见额鼻缝处
有一骨缺损 ,脑膜由此膨出 ,内含无色、透明脑脊液 ,按颅裂
分类 ,属额部颅裂中的鼻根部脑膜膨出 ,本例患儿术前有癫
痫发作 ,BEAM 和 EEG报告提示额部有癫痫波 ,术后随访 5

年未用任何药物 ,癫痫再未发作 ,BEAM 和 EEG报告癫痫波消
失。患儿出生后无缺氧 ,高烧及外伤史 ,其母在孕期体健 ,家族
中无类似病人 ,故此患儿癫痫系鼻根部脑膜膨出继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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