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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与神经运动发育之间的关系* 方法&$""A 年 Q l% 月入住新生

儿重症监护病区胎龄小于 Q] 周早产儿 U" 例#于生后 " l# 周接受经前囟门矢状位颅脑超声探查#胼胝体长度测量

为从膝部至压部* 所有早产儿于校正胎龄 Q 月时接受 U$ 项神经运动检查# 分析胼胝体生长率与神经运动检查结

果之间的关系* 结果&早产儿出生时的胼胝体平均长度为 Qa7!# //#生后头 # 周#胼胝体生长率平均 !7"U //̂周$

神经运动检查异常组早产儿%/ h!]'和神经运动检查正常组早产儿%/ hQ#'" l$ 周胼胝体生长率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Ko"7"U# 但神经运动检查异常组早产儿 $ lQ 周和 ] lU 周胼胝体生长率%"7#% // 周̂和 "7%# // 周̂'慢于正

常组早产儿%!7!A // 周̂和 !7!$ // 周̂'#差异有显著性意义%Kk"7"U'#合并 $ l# 周总的生长率#异常组仍然慢

于正常组%"7a! // 周̂比 !7!U // 周̂'#差异有显著性意义%Kk"7"!'* 结论& 床旁超声监测早产儿胼胝体生长

发育切实可行#早产儿于校正胎龄 Q 月时神经运动发育迟滞可能与 $ l# 周龄时胼胝体生长率低下有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A?$B%&Z?A CZ?T"

!关&键&词"&超声检查$ 胼胝体$ 脑发育$ 婴儿#新生#早产

!中图分类号"&;A$$&&!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 %̀%Q"%$""%'"# "̀A"! "̀]

;-.*%)"#$5),4-%F--#%5-1&"F%5&*%-"2("&,'$(*.."$'/ *#+#-'&"/"%"&+-.*0 )#

,&-/*%'&-)#2*#%$

125;+/0# 125>'+,(M+/# <5%&'(;+/0# %)6#$7'(=,# 1T%&+,(8'+# -"4:&'(L+,# %)"41'?<.E+CFP./F,NK.B'+F(

C'ID# =.F&*/.2/F.C/+F',/+AK.+I.),DE'F+A# :&'G'+S&*+/0 "U""%$# -&'/+ %6P+'A& A'*N+/0A+NHOH+&,,?I,P?I/'

&&74$%&*(%& 849-(%)6-&R,?-@2>-(.4.63-),*?()0 S.-T..* -(.C4,T-( 43-.,L-(.:,40@?:366,?@/3*2 *.@4,6,C):36/,-,4

2.<.6,0/.*-)* 04./3-@4.)*L3*-?7:-%5"+$&V)L->)*L3*-?T(,?.C.?-3-),*363C.?T.4.6.??-(3* Q] T..c?3*2 T(,T.4.

32/)--.2 -,-(.*.,*3-36)*-.*?)<.:34.@*)-L4,/=34:( $""A -,E@C@?-$""A T.4..*4,66.27V4,/" -,# T..c?,L0,?-*3-36

3C.# -(.?3C)--36/)26)*.:43*)36?,*,C430(><)33*-.4),4L,*-3*.6T3?0.4L,4/.2# ,*:.T..c6>7R(.6.*C-( 3*2 -(.

/,40(,6,C>,L-(.:,40@?:366,?@/ T.4./.3?@4.27R(.U$H*.@4,/,-,4.N3/)*3-),*?T.4.0.4L,4/.2 3-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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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特别是胎龄小于 Q] 周的早产儿#脑发

育不成熟#生后大脑仍将经历重要的成熟过程#然而

早产#加上各种围生期因素#早产儿存在脑发育迟滞

的可能* 当前临床需要一种无创)可重复)能床旁早

期识别脑发育异常以及对各种神经保护性措施给予

评价的方法* 胼胝体是两侧大脑半球主要的白质连

接#是脑部快速生长发育结构#其生长情况可以代表

复杂的脑神经结构发育的总体情况!!#$"

* 通过颅脑

超声床旁监测胼胝体发育可以间接了解脑发育#国

外已有颅脑超声监测胎儿)早产儿胼胝体生长发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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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 lA"

#E*2.4?,* 等研究证实早产儿运动发育

迟滞和脑瘫与 $ l# 周龄时胼胝体生长率低下有关#

目前有关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与运动发育迟滞关系

的研究国内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前瞻性地观测了

U" 例胎龄小于 Q] 周早产儿生后 " l# 周胼胝体生

长发育的情况#并就胼胝体生长率与早产儿早期运

动发育迟滞关系进行了研究#期望通过对胼胝体生

长率的监测#早期拣选出今后可能出现运动发育异

常的高危早产儿#为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AJ资料与方法

A7AJ一般资料与方法

!7!7!&对象&&$""A 年 Q l%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区%8Z'_'且胎龄 kQ] 周早产儿 #" 例#

其中中途放弃治疗 $ 例%! 例 $A 周#体重 ! """ C#重

度窒息合并
(

度脑室内出血$另 ! 例 $% 周#Q 次气

管)插管拔管失败#多次会诊考虑气管软骨环软化#

家长要求放弃治疗'# 死亡 ! 例%$# 周#死于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并穿孔'* ] 例由外院转入#转入日龄超

过 A 日#Q 例出院后失去随访* 除以上 !" 例#存活

且超声和临床资料完整 U" 例纳入研究对象#所有患

儿均除外严重的先天异常* U" 例早产儿中#男 Q!

例#女 !a 例#孕周 Q!7"$ m$7"A 周%$A lQ] 周'#出

生体重 ! U%!7Q" mQ##7$% C%%Aa l$ QA" C'#其中极

低出生体重儿 $$ 例%孕 $a7%# m!7a! 周#出生体重

! $U$7A$ m$!$7$a C'$低出生体重儿 $% 例 %孕

Q!7aQ m!7A$ 周#出生体重 ! %Qa7]# m$$#7Ua C'*

小于胎龄儿 U 例#有窒息史 % 例#双胎分娩 !! 例#母

妊娠高血压 A 例#母胎膜早破 !" 例#患呼吸窘迫综

合症需要机械通气 !U 例#慢性肺部疾患 ! 例#脑室

内出血 A 例%

)

度 ! 例#

*

度 ! 例#

+

度 U 例'* 选同

时间段正常足月新生儿 Q" 例做对照组* U" 例早产

儿于校正胎龄 Q 月时接受 " l! 岁 U$ 项神经运动

检查*

!7!7$&仪器与方法&&超声诊断仪为飞利浦 =$

U]"E#探头为'%HU 新生儿颅脑专用探头#探头中心

频率 A =IK* 患儿仰卧位#操作者清洁双手#消毒探

头及导线#在静息或睡眠状态下经前囟门重点做矢

状位探查* 主要观察颅内结构为新生儿胼胝体#分

别于新生儿出生当天和出生后 ! l# 周每周行超声

检查#检测新生儿胼胝体形态及长度变化* 测量胼

胝体长度时于标准正中矢状切面进行#同时显示第

三脑室)第四脑室)小脑#测量胼胝体从膝部至压部

的长度#三次测量取平均值* 以上研究均通过了家

长的同意*

A7>J统计分析

应用 J1JJ !Q7" L,4T)*2,T?和 =):4,?,L-MN:.6

$"""#计量数据以均数m标准差%RmD'表示#均数比

较用方差分析%E8P58'#Kk"7"U 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J结果

>7AJD> 项神经运动检查结果

U" 例早产儿于纠正胎龄 Q 月时接受 " l! 岁 U$

项神经运动检查#异常者 !] 例%异常组'神经运动

检查正常者 Q# 例%正常组'#异常组平均住院日长

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异常组孕周)出生

体重小于正常组#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 !'*

>7>J早产儿胼胝体长度超声动态测量值

表 $ 显示 U" 例早产儿出生 " l# 周各时间点胼

胝体超声测量值#与足月儿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值h]!7#A#Kk"7"!*

表 AJD? 例早产儿 D> 项神经运动检查正常组和异常组一般情况

例数
平均住院日

%2'

孕龄

%周'

出生体重

%C'

窒息史数
母妊娠高

血压例数

脑室出血

例数

双胎

例数

呼吸机

治疗例数

正常组 Q# QQ7A] m!$7!Q Q!7U" m!7a# !#$U7#a mQQa7AQ U Q ] # a

异常组 !] Qa7%# m!U7"# Q"7$a m$7$Q !]Q"7A! mQa"7!% U ] Q U #

表 >JD? 例早产儿 ? ]B 周胼胝体超声测量值
%//'

例数 出生 $ 周 Q 周 ] 周 U 周 # 周

足月儿 Q" ]Q7]] m$7$"

极低出生体重儿 $$ Q#7aa m$7%] Qa7!" m$7]U ]"7!U m$7A$ ]!7Q# m$7%" ]$7]$ m$7aQ ]Q7#A m$7aU

低出生体重儿 $% ]"7%# m$7QQ ]$7#A m$7]% ]Q7#a m$7U% ]]7#U m$7#! ]U7AU m$7#! ]#7%Q m$7##

早产儿合计 U" Qa7!# mQ7$" ]!7!" mQ7"Q ]$7!Q mQ7!# ]Q7$" mQ7!] ]]7$a mQ7$" ]U7]] mQ7!%

&&早产儿各时间点与足月儿相比#;h]!7#A#Kk"7"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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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J早产儿 ? ]B 周胼胝体生长率

早产儿生后头 # 周胼胝体生长率平均 !7"U

// 周̂%即 "7!U // 2̂'* 图 ! 显示极低出生体重儿

%/ h$$'与低出生体重儿%/ h$%'" l# 周胼胝体生

长率%// T̂c'#两组胼胝体生长率在各个时间段的

两两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值在 "7"A lQ7#Q 之

间#均Ko"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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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J早产儿 ? ]B 周胼胝体生长率

>7TJ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与神经运动检查结果的

相互关系

图 $ 显示异常组与正常组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

的比较* 正常组早产儿孕周 Q!7U" m!7a# 周和出生

体重 ! #$U7#a mQQa7AQ C略大于异常组#但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异常组和正常组早产儿出生时胼胝体

长度分别为 Q%7]$ mQ7%a //和 Qa7%Q m$7#U //#

差异亦无显著性意义* 异常组和正常组早产儿 " l

$ 周胼胝体每周生长率无显著性差异#但 $ l# 周期

间#异常组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分别于生后 $ lQ 周

%平均 "7#% // 周̂或 "7!" // 2̂')] lU 周%平均

"7%# // 周̂或 "7!$ // 2̂'慢于正常组早产儿胼胝

体生长率%!7!A // 周̂或 "7!A // 2̂ 和 !7!$ //^

周或 "7!# // 2̂'#;值分别 h$]7]% 和 #7Q##Kk

"7"U l"7"!* 合并 $ l# 周胼胝体总的生长率#异常

组仍然低于正常组%平均 "7a! // 周̂或 "7!Q // 2̂

<?!7!U // 周̂或 "7!# // 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值h!Q7"a#K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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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神经发育异常组与正常组胼胝体生长率比较

NJ讨论

孕 $Q lQQ 周时#脑部正处于快速发育时期#此

时#神经元迁徒已经完成#皮质和皮质下形成连接#

并继之髓鞘形成!%#a"

#由启动因子和抑制因子对轴

突和树突的生长和移动进行修正* 存在于脑部的一

些数量有限的结构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织结构#这

就为后期功能连接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上述复杂发

育变化过程#在早产儿中难以用影像学方法进行直

接观察#胼胝体是两侧大脑半球主要的白质连接#其

生长情况可以代表上述这些复杂结构发育的总体情

况!!"

*

胼胝体是脑部快速生长发育的结构#是主要的

脑白质通路#在超声下容易识别* 研究显示从孕

$" l]"周胼胝体几乎呈线性生长!Q"

#通过对早产儿

出生后胼胝体生长发育的监测#E*2.4?,* 等!!"发现

早产儿运动发育迟滞和脑瘫与 $ l# 周龄时胼胝体

生长率低下有关#由此可见采用床旁颅脑超声监测

胼胝体生长发育切实可行*

本研究前瞻性地研究了早产儿胼胝体生长率与

神经运动发育之间的关系#本组资料显示早产儿出

生时胼胝体长度平均为 Qa7!# mQ7$" //#其中极低

出生体重儿为 Q#7aa m$7%] //#低出生体重为

]"7%# m$7QQ //#与足月儿的 ]Q7]] m$7$" //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小于 Q]周早产儿生后头 # 周胼

胝体生长率平均为 !7"U //̂周%即 "7!U //̂ 2'#低

于文献报道!Q#U"的宫内生长率%"7$" l"7$A // 2̂'#

本组研究对象与E*2.4?,* 等!!"的研究对象相比#平

均孕周有差异#本组资料早产儿孕周在 $A lQ] 周之

间#平均为 Q!7"$ 周#无 $Q l$# 周的早产儿#E*2.4H

?,*等的资料中早产儿孕周在 $Q lQQ 周之间#平均

为 $% 周#以上差异是由于我院 8Z'_小于 $# 周的

早产儿不多见#孕周的差异可能是上述结果差异的

原因之一* 可以想象#胎龄愈小#宫外生存更加不容

易#大脑发育更容易受到影响* 此外#研究对象的临

床特征不同也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例如在 E*H

2.4?,*等!!"的资料中共有 #! 例早产儿#平均住院日

%U 2#其中 QQ 例于出生后接受了
!

#$ 2 的机械通

气#!a 例出生体重
!

第 !" 百分位数#而本组资料 U"

例早产儿#平均住院日 Q# 2#!U 例于出生后接受了

!

a 2的机械通气#仅 U 例出生体重
!

第 !" 百分位

数* 本研究组曾试图做孕周)出生体重与胼胝体生

长率的相关分析#但因数据为非正态分布#不符合做

直线相关分析#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含量#再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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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 本组资料还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平均孕

$a7%# 周'与低出生体重儿%孕 Q!7aQ 周'的胼胝体

生长率进行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还需扩大样

本含量继续研究*

本研究的第 $ 个结果是宫外胼胝体生长率与早

产儿生后早期%纠正胎龄 Q 月'的神经运动发育结

果相关联* 在神经运动发育评估异常组#其 " l$ 周

胼胝体生长率与神经运动发育评估正常组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但在 $ l# 周期间#异常组早产儿胼胝体

生长率分别于 $ lQ 周和 ] lU 周低于正常组#合并

$ l# 周胼胝体总的生长率#异常组仍然低于正常

组#此结论与 E*2.4?,* 等!!"的结论一致#提示通过

监测胼胝体生长率可以早期拣选出今后可能出现运

动发育异常的高危早产儿#为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

据* 这里我们注意到神经异常组早产儿孕周)出生

体重略小于正常组#虽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但提示尽

管早产儿运动发育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孕周)出生体

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以上结果提示早产儿于校正胎龄 Q 月时神经运

动发育迟滞可能与 $ l# 周龄时胼胝体生长率低下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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