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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红素血症对新生儿脑血流变化的影响

张燕宏%，张凤仙%，王树岩%，周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 儿科； #> 物诊科，北京 %$$$#$）

［摘 要］ 目的 了解高胆红素血症对新生儿颅内脑血流速度产生的影响。方法 采用双功能彩色多普勒

（?&@）检测 !$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和 #" 例正常新生儿的颅内血管脑血流速度。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

无显著性差异（ ! A $6$"），将观察组再分为两组后统计测量值发现，观察组!（血胆红素浓度 A #=#".+5 B C）与对照

组及观察组#（血胆红素##$6; D #=#".+5 B C）有显著差异（ ! E $6$%）。结论 当血胆红素浓度大于 #=#".+5 B C（%;
.F B 15）时可使颅内血管脑血流速度显著增快，推测其可影响血脑屏障的开放，增加脑内胆红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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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期常见疾病，可

由溶血、感染、窒息等多种因素造成，此病重症时可

引发核黄疸，产生不良预后。为了了解血胆红素浓

度改变是否对颅内脑血流速度产生影响，我们于

%<<I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 "" 例新生儿进行了

脑血流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 6! 对象

观察组 !$ 例患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足月

新生 儿，J/F23 评 分 A = 分，出 生 体 重 在 # $$$ D
K %$$ F，均符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标准［%］。

把观察组患儿以 #=#".+5 B C（%; .F B 15）为界限，又分

为观察组#（血胆红素##$ 6; D #=#".+5 B C）%# 例，及

观察组!（血胆红素浓度 A #=#".+5 B C）%I 例。

对照组 #" 例新生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出

生体重 # K"$ D K #$$ F，血胆红素正常。

两组小儿均无窒息缺氧史及代谢性酸中毒等病

史，测试时间为生后 % D %$ 1（行脑血流测试当天进

行血胆红素测试）。

! 6" 方法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在晨起空腹时取静脉血，离

心后用美国 H29L.2)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胆红素

值，采用美国 7MNGOC8P 双功能彩色多普勒（?&@）

检测仪，为彩色全数字电脑声像仪，电子线探头，频

率在 # ..QR，婴儿在仰卧、安静状态下受检，经颞窗

检测左、右大脑中动脉（S&J），大脑前动脉（J&J），

大脑后动脉（0&J），分别测量上述各动脉左、右两侧

的颅内血管最大血流速度（4.）并进行数据记录，分

析结果。

! 6# 统计学方法

测量值均以"" T # 表示，对数据进行两样本均

数 $ 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之间两两比较，用

% 检验。

" 结果

对观察组及对照组颅内各动脉左、右两侧血流

速度参数（4.）分别进行比较，两组间均无显著性差

异。见表 %。

以各颅内动脉（4.）测量值比较，对照组与观察

组#相近，而与观察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见表 #。

表 ! 观察组、对照组颅内动脉左、右两侧脑血流速度（4.）测量值 （"" T # ，9. B U）



分组 例数
!"#

左 右

#"#
左 右

$"#
左 右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0 (0+ %+ ()’ * . (0) %+ (.% * ’ (/’

观察组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注： 两组比较均 ! 1 /(/&

表 ! 观察组!、观察组!及对照组颅内动脉左右两侧脑血流速度（23）测量值 （!" * # ，43 5 6）

分组 例数
!"#

左 右

#"#
左 右

$"#
左 右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0 (0+ %+ ()’ * . (0) %+ (.% * ’ (/’

观察组" ,% &’ ()) * ) (%& &. (.% * % (&% .- (00 * . (). ’/ (,/ * , (&’ %+ ()+ * ’ (’% %) (,’ * % (,,

观察组! ,) 0/ (/) * 0 (&%7，8 0/ (,. * % (&.7，8 ’+ (). * ,, (&7，8 ’0 (%’ * 0 ()-7，8 ./ (-% * ’ (%,7，8 ., (0) * ’ (+.7，8

注： 7"”与对照组比较 ! 9 /(/,； 8"”与观察组"比较 ! 9 /(/,

" 讨论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最严重的并发症为胆红素

脑病，是由于非结合胆红素在脑细胞中沉积引起的，

它是 使 听 力、视 觉 异 常，智 力 发 育 迟 缓 的 重 要 因

素［%］。近年来关于其发生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但至今尚无全面、确切、公认的解释。有人认为

胆红素脑病的发生取决于脑内胆红素水平，脑内胆

红素含量不仅与血浆胆红素浓度有关，而且与脑血

流量大小、血脑屏障功能状态有关。当颅内血流量

增大，可引起血脑屏障开放，促进游离胆红素通过血

脑屏障沉积于基底核引起核黄疸［.］。为了了解这种

说法是否成立，了解血浆胆红素浓度与颅内血管血

流量大小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了解当血浆胆红素

浓度增高时，是否同时影响脑血管血流量，两者共同

作用引发脑内胆红素浓度改变，从 ,-)% 年 #76:;<［’］

首创用多普勒超声技术无创检测颅内动脉血流速度

后，此项检测在临床应用中已证明，颅内血流速度与

脑内局部血流量变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本试验中

颅内血流速度的大小可代表脑内局部血管流量的大

小。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当血浆胆红素浓度高于正

常范围时，观察组颅内各动脉的最大血流速度参数

（23）与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从表面上看，血浆

胆红素浓度改变对颅内动脉血流速度没有产生影

响。但进一步分组后可看出，观察组"与对照组无

显著性差异，观察组!与对照组却有显著性差异，观

察组"与观察组!间亦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血浆胆

红素浓度的改变对颅内动脉血流速度可以产生影

响，当血浆胆红素浓度远高于正常范围时（即 1 %+%

#3=: 5 >）时，颅内动脉血流速度较正常新生儿及胆红

素轻度增高儿均有显著增高。我们考虑新生儿期存

在溶血因素，严重破坏红细胞，使血液中红细胞数减

少，血流稀释而使血流速度增快。这有待今后进一

步考证。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随着血胆红素水平

严重异常及颅内动脉血流速度增快，脑内胆红素水

平相应增加，核黄疸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本测

试的结论与临床上 1 %+%#3=: 5 > 时易发生核黄疸的

现象相符。因此，临床中发现患儿血胆红素水平超

出此临界值时，应采取积极措施，如纠正酸中毒降低

血脑屏障通透性，静脉滴注白蛋白降低游离胆红素

水平，蓝光箱照射等促进游离胆红素排出，减少肝肠

循环等方法尽快使血胆红素水平下降，减少核黄疸

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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