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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原发性夜间遗尿症(18_)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探讨感觉统合失调在原发性遗尿症发

生中的作用% 方法&采用感觉统合能力发展量表对 >< 例18_组儿童及 >< 例正常对照组儿童进行感觉统合功能

测试$对两组结果采用C检验和
%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8_组与对照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分别为

%$7<K和 >=7#K$其中重度失调的发生率分别为 =<7@K和 $7!K$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

"7"!)#18_组所有感

觉统合功能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

"7"!)% 结论& 18_组儿童存在感觉统合失调现象$

感觉统合功能失调在18_发生中可能有一定作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P$$ 'P$F"

!关&键&词"&原发性夜间遗尿#感觉统合失调#儿童

!中图分类号"&C<@>

o

7#=&&!文献标识码"&M&&!文章编号"&!""% ;%%="($""%)"# ;"<!! ;"=

U-5,+*8 05/-L*6/0+5735./0+505.904:*-5;0/9)*026*8 5+./3*564-53*-,0,

T#<9"&'1/*2$ 0189:1&.*?@)A.BCD)*C/E!)F-.CB-GH$ 1)L)>&*-G-A.J1/HA-C.J$ 1)L)$ ;%.*F/*2 $?>"""$ 0%-*.

(8D.-J& %./D)*2">$%NH-*.?G/D)

&&(<,/*6./& =<>-./01-&I,3SS.SS-(.S.*S,4R)*-.F43-),* QP*:-),* ,Q:()624.* U)-( 04)/34R*,:-P4*36.*P4.S)S(18_)

3*2 .Y06,4.-(.4,6.,QS.*S,4R)*-.F43-),* 2RSQP*:-),* )* -(.03-(,F.*.S)S,Q18_7?-/9+:,&D.*S,4R)*-.F43-),* QP*:-),*

U3S3SS.SS.2 \R-(.'()62(,,2 D.*S,4RZ*-.F43-),* M\)6)-Rc.O.6,0/.*-'(.:H6)S-)* >< :()624.* U)-( 18_3*2 >< *,4/36

:()624.* (:,*-4,6)7@-,34/,& I(.)*:)2.*:.,QS.*S,4R)*-.F43-),* 2RSQP*:-),* )* -(.18_F4,P0 ( %$7<K) U3S

S)F*)Q):3*-6R()F(.4-(3* -(3-)* -(.:,*-4,6F4,P0 (>=7#K) (!L"7"!)7D.O.*-..* 03-).*-S(=<7@K) 04.S.*-.2 U)-(

S.O.4.S.*S,4R)*-.F43-),* 2RSQP*:-),* )* -(.18_F4,P0 \P-,*6R! ($7!K) )* -(.:,*-4,6F4,P0 (!L"7"!)7I(.S:,4.S

,Q366*)*.S.*S,4R)*-.F43-),* )*2.Y.S4.O.36.2 \RS.*S,4R)*-.F43-),* QP*:-),* -.S-)*F)* -(.18_F4,P0 U.4.S)F*)Q):3*-6R

6,U.4-(3* -(,S.)* -(.:,*-4,6F4,P0 (!L"7"!)7A+5.43,0+5,&'()624.* U)-( 18_(3O.S.*S,4R)*-.F43-),* 2RSQP*:-),*7

D.*S,4R)*-.F43-),* 2RSQP*:-),* /3R\.3SS,:)3-.2 U)-( -(.03-(,F.*.S)S,Q18_7

!A905B A+5/-2)C-:06/*$ !""#$ $" (%)&P$$ 'P$F"

&&D-8 ;+*:,&&14)/34R*,:-P4*36.*P4.S)S# D.*S,4R)*-.F43-),* 2RSQP*:-),*# '()62

&&原发性夜间遗尿症(04)/34R*,:-P4*36.*P4.S)S$

18_)是指年龄与智龄达到 # 岁的儿童不能从睡眠

中自觉醒来排尿而发生不自主地把尿液排在床上的

一种现象% 大量的研究已证实原发性遗尿的发生有

其生物学基础!!"

$感觉统合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

是大脑对不同的感觉通路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从

而能在特定的环境内有效利用自己的躯体$人体的

一切活动都有赖于感知觉的正常统合过程% 18_

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如何$至今未见报道% 我们对

>< 例18_儿童进行感觉统合能力的评估和分析$对

感觉统合失调在18_发生中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E对象和方法

$7$E研究对象

!7!7!&18_组&&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我院儿科门诊就诊的 >< 例原发性夜间遗尿症患

儿$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Z'cT!")诊断标

准$排除神经系统及泌尿生殖系异常所致%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 < 个月至 @ 岁 !! 个月%

!7!7$&对照组&&同期来我科门诊健康体检的

# E!"岁的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入选标准为
!

正常

成长过程中从来无遗尿现象发生#

"

智力正常#

#

除

外其他神经精神疾患% 符合条件者共 >< 例$其中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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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女 $! 例%

两组儿童的年龄*性别比例*父母职业*文化程

度*母孕期异常和儿童出生时异常等方面的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7!E方法

!7$7!&智商测定&&采用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由专人对18_组和对照组的所有儿童进行智商测

定$ZlL%" 者不纳入研究范围%

!7$7$&感觉统合功能测试&&采用儿童感觉统合

能力发展量表进行感觉统合功能测试$内容包含九

个因子&

1

前庭平衡和大脑分化情况#

-

脑神经抑

制功能#

,

触觉防御#

'

发育运用障碍#

2

视觉空间

和形态感觉障碍#

3

重力不安全感#

4

学习和情绪状

态#

5

对压力挫折敏感#

6

感觉统合功能整体评

估% 以上九项因子中$单项评分标准为& L>" 分为

轻度失调$ L=" 分为重度失调#其中一项以上(含一

项)因子得分L=" 分$即该儿童总体评估为重度失

调#若一项以上(含一项) L>" 分$并无因子得分 L

=" 分$则整体评估为轻度%

$7FE统计学处理

应用 DD1D!"7"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组

均数比较采用C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

!E结果

!H$ECRQ组与对照组感觉统合失调发生情况的

比较

18_组感觉统合失调者 =% 例(%$7<K)$其中轻

度失调 $! 例(>#7<K)$重度失调 !? 例(=<7@K)#对

照组感觉统合失调者 $" 例(>=7#K)$其中轻度失

调 !@ 例(>!7=K)$重度失调 ! 例($7!K)% 18_组

感觉统合失调发生率*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轻度感

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表 !)%

&&表 $ECRQ组和对照组感觉统合失调发生情况

比较 例(K)

组别 轻度感统失调 重度感统失调 总计

对照组(* V><) !@(>!7=) !($7!) $"(>=7#)

18_组(* V><) $!(>#7<) !?(=<7@) =%(%$7<)

%

$ 值 "7">> !#7#>! !#7!!<

!值
#

"7"#

"

"7"!

"

"7"!

!H!ECRQ组与对照组感觉统合功能的比较

18_组感觉统合功能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E感觉统合因子测试评分在CRQ组与对照组之间

的比较

18_组(* V><) 对照组(* V><) C值 !值

1

-

,

'

2

3

4

5

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L"7"!

L"7"!

L"7"!

L"7"!

L"7"!

L"7"!

L"7"!

L"7"!

L"7"!

FE讨论

本研究发现 18_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

率为 %$7<K$其中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为

=<7@K$说明18_组儿童不仅普遍存在感觉统合失

调$而且重度失调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提示 18_的

发生与感觉统合失调可能有一定关系% 而在感觉统

合功能测试中所有因子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说明18_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是多方面的$这也可

以解释 18_儿童为什么会存在适应性差*注意缺

陷*多动*膀胱感知觉不良*情绪消极等临床表

现!$$="

%

18_儿童存在较高的感觉统合失调发生率$提

示我们在进行18_评估和治疗时$应注意感觉统合

功能的测试$并在治疗中有针对性地对伴发的感觉

统合失调问题进行训练$感觉统合训练是否有利于

18_儿童的治疗有待进一步观察%

原发性遗尿症的发生与不同因素有关$目前被

广泛认同的有遗传因素*抗利尿激素分泌节律失调*

膀胱功能不良*夜间睡眠过深*中枢发育延迟以及心

理因素!>"

% 有学者!#"认为一些遗尿症儿童的睡眠

和觉醒模式与不遗尿的儿童有区别$另外排尿控制

技能不完善与睡眠障碍有关$即大脑在睡眠中的唤

醒阈较高$故难在睡眠中感受尿意而起床排尿!>"

%

本研究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也发现 18_儿童普遍存

在难唤醒$18_儿童存在感觉统合失调可以解释该

现象% 感觉统合的基础是前庭系统$其基本生理结

构是前庭网状结构$该结构对传入中枢的感觉信息

有修饰*加强或抑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其活动可以直

接影响睡眠状态*觉醒和警觉等% 前庭网状结构功

能失调时就不能优化感觉传导通路$使脑对膀胱充

盈信号敏感度降低$抑制功能缺陷$唤醒功能障碍$

从而产生夜间遗尿% 有人通过肌电描记技术监测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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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反应刺激信号证明了 18_儿童脑干抑制功能存

在缺陷的可能!<"

% 本研究发现 18_组儿童重度感

觉统合失调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其中
1

因子(前庭

平衡和大脑分化情况)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各因子得

分$提示感觉统合失调尤其重度失调对睡眠方式的

影响可能是引起遗尿症的一个原因%

马骏等!?"研究遗尿症儿童的气质时发现 18_

儿童中难养型气质儿童的发生率远高于正常儿童$

难养型儿童容易对外界产生调适不良的问题$在成

长过程中容易出现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这些情绪

也会导致膀胱功能不良$以致发生遗尿$此类心理因

素在遗尿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的推进作用!%"

%

吴汉荣等!@"在研究感觉统合失调和气质关系时发

现感觉统合失调组儿童以难养型和启动缓慢型为

多$认为气质类型影响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这就说

明18_儿童存在产生心理行为问题的原始病因条

件$即气质因素和感觉统合失调$在患儿成长中与环

境作用以调适不良和大量负性情绪产生为中介因

子$致使患儿产生遗尿问题%

部分18_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些现象&在

入厕训练中出现过一些困难$或小便的感知觉控制

不良$这部分儿童不知道如何放松和收缩膀胱的一

些肌肉$而在排尿控制能力的学习中进程较慢!#$!""

$

感觉统合失调儿童往往存在运动协调能力障碍$控

制小肌肉的能力欠佳$出现发育性运动障碍$学习能

力低下!!! E!>"

$本研究中 18_组儿童存在普遍的感

觉统合失调$提示感觉统合失调的发生可能导致了

排尿控制能力学习的障碍%

以上分析提示感觉统合功能失调在 18_发生

中起一定作用$在对18_儿童进行评估及干预时应

考虑到感觉统合失调的可能$并进行必要的训练%

但由于样本小$18_儿童的感觉统合失调与原发性

遗尿是因果关系还是共现关系$18_儿童的临床表

现与感觉统合失调的类型有无必然联系$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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