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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儿童热性惊厥$P-T3(5-S+)NQ5O(+)'D&%发作后急性期海马体积的变化& 方法%对 ;$ 名

D&$!> 例复杂性'!> 例单纯性%患儿惊厥发作后 #K '内行头颅]GW检查'进行海马体积测量'并与正常儿童比较&

结果%对照组右侧海马平均体积较左侧大$!I$6$>%& D&组的左右侧海马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组左右侧

海马平均体积分别为 "6$; J$6"> 和 "6!K J$6"! S.

;

' 均较对照组的 !69$ J$6"# S.

; 和 !69< J$6"$ S.

; 增大

$!I$6$!%&复杂性D&与单纯性D&患儿左右侧海马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D&发作后急性期海马

体积增大#复杂性D&和单纯型D&患儿急性期海马体积改变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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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7* @<A.970B.%B+O,Q1R,'-S'2)C-O() ,'-'(//+S2./25N+5Q.-() ,'-2SQ,-/'2O-2P,-3P-T3(5-S+)NQ5O(+)O

$D&% () S'(513-)6C.7;#:/%B'-T32() ]GWA2O/-3P+3.-1 +) ;$ S'(513-) A(,' D&$!> O(./5-2)1 !> S+./5-E% 2)1 ;$

)+3.25S'(513-) $S+),3+5%6B'-'(//+S2./25N+5Q.-P+3T+,' O(1-OA2OS+./23-1 T-,A--) C3+Q/O6D./457/%W) ,'-S+),3+5

C3+Q/' ,'-2N-32C-N+5Q.-+P,'-3(C','(//+S2./QOA2OO(C)(P(S2),5R523C-3,'2) ,'2,+P,'-5-P,O(1-$!I$6$>%6B'-3-

A2O)+O(C)(P(S2),1(PP-3-)S-() ,'-'(//+S2./25N+5Q.-T-,A--) ,'-5-P,2)1 3(C',O(1-O() ,'-D&C3+Q/6B'-2N-32C-

N+5Q.-O+PT+,' ,'-5-P,2)1 3(C','(//+S2./QO() ,'-D&C3+Q/ $"6$; J$6"> S.

;

2)1 "6!K J$6"! S.

;

3-O/-S,(N-5R% A-3-

-)523C-1 S+./23-1 ,+,'-S+),3+5C3+Q/ $!69$ J$6"# S.

;

2)1 !69< J$6"$ S.

;

3-O/-S,(N-5R% $!I$6$>%6B'-3-A2O)+

O(C)(P(S2),1(PP-3-)S-() ,'-'(//+S2./25N+5Q.-T-,A--) ,'-O(./5-2)1 ,'-S+./5-ED&C3+Q/O6E#1954/0#1/%B'-

'(//+S2./25N+5Q.-(O-)523C-1 () ,'-2SQ,-/'2O-2P,-3D&() S'(513-)6B'-'(//+S2./25N+5Q.-() S'(513-) A(,' O(./5-

D&(OO(.(523,+,'2,() S'(513-) A(,' S+./5-ED&() ,'-2SQ,-O,2C-6

!E;01F E#17.>%G.:067-' '()(' )' $*%*'M[ +'Z)"

%%H.8 =#-:/*%D-T3(5-S+)NQ5O(+)# d(//+S2./25N+5Q.-# &'(51

%%热性惊厥$P-T3(5-S+)NQ5O(+)' D&%是指年龄在 =

个月至 = 岁'体温在 ;K6>a以上'出现全身性惊厥

发作'临床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其他脑损伤的

病症& D&是儿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约占小儿惊

厥的 >$L& 部分 D&会出现海马结构的改变'甚至

发展为癫
"

& 本研究对临床确诊的 ;$ 例 D&患儿

在发生惊厥后 "# V#K ' 行头颅 ]GW检查'并结合

临床症状等特点进行定量影像学分析'旨在探讨

D&后急性期海马体积的改变&

)I材料与方法

)6)I研究对象

;$ 例均为确诊 D&的患儿'年龄为 ! V= 岁'平

均年龄 "6= 岁&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均经过

影像学及相关实验室检查除外由颅内占位)炎症及

脑血管疾病等其他疾病引起的惊厥& !> 例为复杂

性D&$病例组 8%'惊厥时间超过 !> .()'年龄为

! V> 岁'平均年龄 "6< 岁#男性 K 例'女性 < 例& 另

外 !> 例为单纯性D&$病例组Z%& 对照组 ;$ 例'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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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周围神经系统病变为除外中枢病变而行 ]GW

的儿童'年龄 ! V= 岁'平均年龄 ;6" 岁'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 病例组儿童抽搐后 "# V#K ' 内

脑电图检查均提示为正常睡眠脑电图&

)6'I检查方法

扫描仪器为 ;6$ B]GOS2))-3$0'(5(/OW),-32

8S'(-N2%'FX7FX头线圈'采用 B" 加权 BFX$,Q3T+

O/() -S'+%冠状位扫描用于海马测量'BĜBXc

; $$$ K̂$ .O'体素 "$ ..i!$ ..i!$ ..'层厚

> ..'无间隔& 应用本院影像诊断 08&F 系统自带

软件勾画出海马轮廓并测量其体积'见图 !&

%%图 )I!

'

加权图像上双侧海马体积测量I

08&F 系统自

带软件勾画出海马轮廓并自动得出勾画区域面积'箭头所指为该层

面勾画出的海马结构'程序自行得出其面积大小&

海马结构划分*]GW上通常将海马结构分为头)

体)尾三部分& 海马头部*前上界借侧脑室钩状隐窝

区分杏仁体与海马头部)下界与下托紧邻的白质结

构极易区分下托和海马旁回#外界为颞角内借下界

向上的延伸区分海马结构和钩& 海马体部*上界为

脉络膜裂'内缘游离#外界及下界划分方法同头部相

同& 海马尾部*外上界为穹窿脚#内上界为胼胝体压

部#下界为扣带回峡部及海马旁回&

海马结构体积测量*在B" 冠状位进行海马体积

测量'人工分割方法计算各层面积'乘以层厚即可得

该层海马体积& 但儿童海马体积无明确统计值故需

要将其标准化& 海马体积标准化*4Oc4-iBZ4.̂

BZ4-$4O:标准化后的体积'4-:原始测量体积'BZH

4.:受试者平均颅内体积'BZ4-:该受试者颅内体

积%&

为了降低主观因素所造成的误差'所有数据均

由一人进行测量'测量 ; 次取平均值&

)6&I统计学处理

采用 F0FF !!6>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组内进

行左右侧海马体积的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行:检验'

不符合的行非参检验#组间同侧海马体积比较'行方

差分析'!I$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结果

'J)I左右侧海马体积比较

对照组右侧海马体积较左侧大$!I$6$>%& 病

例组左右侧海马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6'I同侧海马体积比较

对照组左侧海马体积明显小于病例组左侧海马

体积$!I$6$!%'其中病例组 8与病例组 Z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亚组海马体积均为 "6$; J

$6"> S.

;

&同时对照组右侧海马体积明显小于病例

组右侧海马体积$!I$6$!%'其中病例组8与病例

组Z之间右侧海马体积分别为 "6"! J$6!9和 "6!# J

$6"; S.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I两组海马体积比较I

$FJ;'S.

;

%

分组 例数 左侧海马 右侧海马 统计值 !值

对照组 ;$ !69$ J$6"# !69< J$6"$ "6"!! $6$"<

病例组 ;$

"6$; J$6">

2

"6!K J$6"!

2

!6K=# $6$="

%%2*与对照组比较'!I$6$!

&I讨论

D&是儿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反复发作可引起

严重的脑损伤!!"

& 其发病原因不完全清楚'目前公

认的相关致病因素有遗传)年龄)发热及感染等& 有

研究已定位了很多确定性的 D&相关基因'如

KB$!#)K$!)%#.#等基因!"H#"

&

D&常见于 = 岁以下儿童'可能与其神经系统发

育不成熟'神经细胞结构简单'皮层分化不全'神经

元的树突发育不完善'髓鞘未完全形成有关& 多数

预后良好'但仍有 !L V;L的D&患儿发展为癫
"

&

回顾性研究发现'D&与成人颞叶癫
"

$,-./+3255+T-

-/(5-/OR'B[X%关系密切';$L V>$L的 B[X患者在

小儿时期有过D&病史& 有研究显示频繁或长时间

的D&发作'或惊厥持续状态与海马硬化有关!"'>"

'

但是'海马硬化与D&的确切关系尚未统一认证&

通常认为D&与海马硬化有一定关系& 部分D&

病例可见海马体积的改变!=H<"

'如部分复杂性 D&的

病例中'惊厥前 ]GW显示海马体积正常'惊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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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个月复查 ]GW'分别出现海马体积$B

"

加

权像%变大和发生缩小硬化& 在复杂性 D&的幼鼠

模型实验中'通过银染色观察惊厥 "# ' 后至数日的

幼鼠'发现仅出现神经细胞骨架的改变'而没有海马

细胞的死亡& 而在 ]GW检查中'复杂性 D&发作后

的 "# '和 K 1 分别有 <>L和 K<6>L的幼鼠出现海

马结构的改变!>'<"

& 尽管部分模型的海马有 B"kW

信号的改变'但最终病理检查提示无神经细胞死亡

及受伤'说明该信号改变仅是单纯细胞水肿等可逆

性变化所致!='K"

&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中右侧海马体

积较左侧大'与前期报道结果相符'可能因为右利手

的原因!9"

& 病例组右侧较左侧略大'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考虑病例组左右侧海马体积较对照组均有

增加'但是左侧较右侧增加略多'所以'相比病例组

左右侧就无明显差异#而左侧较右侧海马体积增加

略多可能因为正常人群右利手时右侧海马体积较左

侧大'左侧海马细胞数量和功能就略低'当在同等

D&条件下'左侧细胞较右侧更易受损'体积改变就

更加明显& 病例组 8与病例组 Z比较双侧海马体

积无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是]GW扫描均于急性期

$惊厥后 #K '内%进行'此时细胞内部结构及功能因

离子紊乱出现一过性受损'表现为细胞内水肿'海马

体积略有增加& 但根据惊厥持续时间的不同'其海

马受累的范围及程度也会不同'当惊厥持续时间达

到某个阈值时可形成复杂性的病理改变'最终形成

海马硬化!<'9"

& 本研究中复杂性D&较单纯性D&惊

厥时间长'可能达到或接近该时间阈值'有可能引起

不可逆的病理改变'而其对海马体积的影响需要数

月内进行随访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和揭示&

由于本研究均是在发生惊厥后行头部 ]GW扫

描'故无法确定惊厥前海马是否存在异常病变进而

引起患儿的 D&'但有研究报道存在异常病变的海

马'其体积是减少的'而非增大!!$"

'故本研究结果提

示海马体积增大'我们推论 D&可能会影响海马

体积&

通过]GW无创性测定海马体积'使人类活体海

马研究成为可能& 但由于海马自身解剖关系的复杂

性'即使在大体标本上也很难与周围脑区有一个截

然不同的分界线'因此]GW无创在体测量海马体积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测量方法不同'

人为干扰因素等& 所以'可联合应用磁共振波谱

$]GF%及功能性磁共振$P]GW%定位海马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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