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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状态(A,2,TA-/(5-/,(9TA$Eg) 是儿科最

常见的急症之一$根据临床发作的形式分为惊厥性

(9+)XT5A(X-A,2,TA-/(5-/,(9TA$&Eg)和非惊厥性持续

状态( )+)9+)XT5A(X-A,2,TA-/(5-/,(9TA$7&Eg)$尽管

7&Eg对生命威胁较小$但容易被误诊$且能引起认

知功能障碍$日益受重视% 本研究收集我院 "##J 年

J 月至 "##< 年 !" 月 "" 例 7&Eg患儿临床资料$现

报道如下%

$H资料与方法

$6$H一般资料

"" 例患儿均为本院住院患者$均行动态脑电图

监测% 男 !" 例$女 !# 例$年龄 "V 1至 !J 岁$平均年

龄 =6! b#6< 岁% 其中复杂部分性癫
"

持续状态 !$

例$失神发作持续状态 " 例$非典型失神持续状态 !

例% 原发病为特发性或隐源性癫
"

; 例$症状性癫

"

!; 例%

$I!HYCLU诊断标准

(!)符合各种非惊厥性癫
"

的临床表现$持续

时间 J# .()以上#(")脑电图有癫
"

样放电#(J)抗

癫
"

治疗后临床表现好转% 对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

患儿采用头颅d>C*脑脊液检查*血液生化检查等相

关检查明确病因%

!H结果

!6$H病因及发作类型

"" 例7&Eg患儿经采用头颅 d>*腰穿*生化等

相关检查$!; 例明确了病因$其中颅内感染为最主

要的病因$占 J;U(<c"")#; 例("=U)不能明确病

因% 7&Eg病因及发作类型见表 !%

表 $HYCLU病因及发作类型

病因

类型(例)

复杂部分

发作
失神发作

非典型

失神发作

构成比

(U)

颅内出血*产伤*缺氧 " # # $

先天性发育异常 J # # !Q

颅内感染 < # # J;

代谢异常 ! # # V

颅内肿瘤 " # # $

不明原因 J " ! "=

总计 !$ " ! !##

!6!H临床表现及脑电图检查结果

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发作时表现为意识模糊 !=

例$精神行为异常 ; 例$复杂的自动症 !" 例$定向力

障碍 " 例$视觉障碍 " 例#其中继发强直阵挛发作 "

例% 脑电图均表现为脑电背景活动变慢% 复杂部分

性发作者表现为一侧或两侧基本电活动变慢$且有

颞叶局灶性痫样放电$发作间歇期可见一侧或双侧

颞叶或额颞区一侧放电#失神性发作者表现为两侧

半球基本电活动变慢$可见持续或非持续性全面

棘:慢波$大多为不规则的 " aJ DZ棘 :慢波*多

棘:慢波$有时可见典型的 J DZ棘 :慢波#不典型

失神发作者表现呈慢棘 :慢波$呈 #6V a"6V DZ持

续棘:慢波*多棘:慢波#继发强直阵挛发作者可见

两侧持续的尖波*棘波和棘:慢波%

!6&H治疗及预后

所有患者均在监护下静脉注射地西泮$剂量为

#6" a#6V .Yc[Y$以 ! a" .Yc.()缓慢静脉注射$能

口服者给予氯硝安定 #6! a#6" .Yc[Y口服% 其中

"# 例患者症状控制$" 例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者

因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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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讨论

目前 Eg诊断标准不一致$以往是指一次癫
"

发作持续 J# .()以上$或频繁发作且发作间歇期意

识不能恢复持续 J# .()以上% 出于 Eg的临床控制

和脑的保护$目前提出临床上更为实用的定义!!"

&

一次发作没有停止$持续时间大大超过了具有该型

癫
"

的大多数患者的发作时间#或反复的发作$在发

作间期患者的意识状态不能恢复到基线水平%

7&Eg约占 Eg的 "#U a"VU$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L2[2B2等!""报道表现为躯体幻觉的额叶 7&Eg$接

受丙戊酸钠治疗后缓解% 根据临床表现$7&Eg可

分为全身性7&Eg和部分性7&Eg(复杂部分性癫
"

持续状态)$全身性 7&Eg分失神发作持续状态*非

典型失神持续状态和失张力性持续状态$以复杂部

分性癫
"

持续状态多见$本组研究中该型占 <;U

(!$c"")%

文献报道约 "cJ 的患者有病因可循$围产期损

伤*宫内发育异常*外伤*脑炎为其主要的病因% 而

抗癫
"

药应用不当与感染为其主要诱因% 在本组

中$颅内感染是常见原因$占 J;U(<c"")%

复杂部分性持续状态的临床表现形式多样!J"

$

多见于年长儿童% 发作时可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

碍$以精神症状为主$可表现为反应迟钝*思维缓慢*

嗜睡*活动减少$也可表现为异常兴奋*紧张*焦虑不

安*幻觉*妄想*自动症等% 脑电图可有颞叶局灶性

痫样放电$或呈两侧电活动变慢% 容易被误诊为精

神病$部分患者治疗不及时$可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

作% 在本组资料中$有 J 例在确诊前曾被误诊为精

神病$! 例因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出现多器官功

能衰竭死亡% 在本组病例中$有 !# 例患儿先后出现

" 种或 " 种以上不同类型癫
"

发作$表明临床的多

变性*多样性而非某一固定类型% 目前陶爱华等!Q"

认为患者认知功能与d>C异常改变显著相关$脑器

质性损害是复杂部分性发作癫
"

患者认知功能的病

理基础$在本组中有 = 例(=c!$)d>C提示脑结构异

常的复杂部分性发作癫
"

持续状态患儿在发作后有

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

儿童失神癫
"

占小儿癫
"

VU a!VU$属复杂

性多基因遗传病% 非典型失神持续状态表现为意识

模糊$表情呆滞$双眼凝视或斜视$流涎等$波动性意

识障碍具有波动性$部分患者以强直和c或肌阵挛

和c或一侧发作为主要特点$预后不良$脑电图可见

#6V a"6V DZ棘:慢波发放% 本组资料中仅 ! 例患

儿因继发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死

亡% L'+.-A

!V"认为非典型失神发作脑电图为持续

或间断性弥漫不规则慢的棘:慢波和多棘:慢波综

合#有局灶特征的失神发作脑电图示双侧不对称痫

样放电% 王维平等!;"通过点燃惊厥性癫
"

持续状

态和非惊厥性(失神发作)癫
"

持续状态两种癫
"

动物模型$发现持续性失神发作引起大鼠短暂的学

习*记忆功能下降$表明非惊厥性发作并非-良性.%

7&Eg应与抑郁症*精神病*癔症*脑炎*代谢性

脑病*中毒等鉴别% 王学峰等!="提出 7&Eg的诊断

标准& (!)与正常情况相比较$出现一段时间的行为

异常#(") 脑电图有癫
"

放电的证据#(J)对抗癫
"

药反应良好% 而脑电图异常是 7&Eg最重要的征

象!<"

% 大多数7&gE中典型失神发作持续状态及复

杂部分持续状态口服苯二氮艹卓类是有效的$部分患

者有必要静脉给药% 全身性 7&gE 选用丙戊酸*氯

硝西泮等均可取得良好疗效$防止复发首选丙戊酸%

本组除 " 例因多器官衰竭死亡外$其余患者均经苯

二氮艹卓类治疗有效%

7&Eg虽很少引起死亡$但可引起认知功能的

损害$应引起重视$对出现反应淡漠*行为异常或有

精神病样症状$常规行脑电图监测有利早期诊断$视

频脑电图监测对诊断*用药的评估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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