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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脑室周围强回声区分度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的关系

陈文娟!胡原!张号绒!刘金桥!杨芳!陈丽丽!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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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早产儿脑室周围强回声区(04S)分度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发生率及囊性变出现时

间的关系% 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超声诊断为 04S的 !"# 例早产儿

(平均胎龄为 A" 周$平均出生体重 " "A# L)进行回顾性单元分析研究% 结果%

!

诊断为 04S

-

度 <" 例(WAZ)$

04S

(

度 W" 例(A<Z)$04S

/

度 "= 例(""Z)$04S分度与出生体重密切相关$与胎龄无关%

"

!"# 例早产儿脑白

质囊性变发生率 "WZ("$Y!"#)$04S

/

度囊性变发生率 =<Z$

(

度囊性变发生率 "!Z$04S

/

度囊性变发生率明显

高于04S

(

度%

#

囊性变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04S

/

度组囊性变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04S

(

度组% 结论% 04S

分度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出现的时间及囊性变发生率密切相关$因此对不同程度的 04S动态监测囊性变有不

同的侧重点%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B!?1"

!关%键%词"%脑室周围强回声#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早产儿

!中图分类号"%?>"A#?WW<6!%%!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A#("##$)#" ;#!#W ;#A

&'KH(E=FD<E;*'(L''F(<'̂ CHIEF̂ =G;'CEQ'F(CEJMKHC'J<=I'FDE(E'DHFI;'CEQ'F(CEJMKHC

L<E('OH(('CJND(EJK'DE=FDEF;C'('COEFGHF(D

+#$09)3'2&63$ #8%&63$ .#,01#6;'O;34$ (<82*3':*6;$ %,01L634$ +#$0(*'(*$ +#$02*)>?*I*F*;3 ;CM'8H'

A"6F;&3D$ #&363 +/*HD")3PF#;F@*A6H$ +/634F/6 W!###>$ +/*36 ($B6*H&E/)3QN;Rl!"=>E;B)

%%$*D(CHJ(& R*S'J(EQ'%K+F)1-3C,2)1 ,'-3-52,(+)C'(/ +P,'-L321()L+P/-3(H-),3(BF523-B'+1-)C(,(-C(04S) d(,' ,'-

.+39(1(,I2)1 ,'-+BBF33-)B-,(.-+P/-3(H-),3(BF523d'(,-.2,,-3BIC,(B5-C(+)C() /3-,-3. ()P2),C63'(<=ID% @

3-,3+C/-B,(H-$ C()L5-GB-),3-B+'+3,C,F1I+P!"# /3-,-3.()P2),Cd(,' 04S1(2L)+C-1 9IF5,32C+)+L32/'I9-,d--) 8-93F23I

"##< 2)1 T2I"##: d2C/-3P+3.-16K'-()P2),C'21 2.-1(2) L-C,2,(+)252L-+PA" d--OC2)1 2.-1(2) 9(3,' d-(L',+P

" "A# L6&'DMK(D%8(P,IG,d+()P2),C(WAZ) d-3-1(2L)+C-1 2C'2H()L04SD$ W" ()P2),C(A<Z) '2H()L04SDD$ 2)1 "=

()P2),C(""Z) '2H()L04SDDD6K'-L321()L+P04Sd2CB5+C-5I3-52,-1 ,+9(3,' d-(L',$ 9F,)+,d(,' L-C,2,(+)252L-6K'-

,+,25.+39(1(,I+P/-3(H-),3(BF523d'(,-.2,,-3BIC,(B5-C(+)Cd2C"WZ ("$Y!"#)6K'-.+39(1(,I+P,'-BIC,(B5-C(+)C() 04S

DDD/2,(-),C(=<Z) d2CC(L)(P(B2),5I'(L'-3,'2) ,'2,() 04SDD/2,(-),C("!Z) (!\#6#!)6K'-04SDDD/2,(-),C

1-H-5+/-1 ,'-BIC,(B5-C(+)C-235(-3,'2) ,'-04SDD/2,(-),C6T=FJKMDE=FD%K'-L321()L+P04S(CB5+C-5I3-52,-1 ,+,'-

.+39(1(,I2)1 ,'-+BBF33-)B-,(.-+P/-3(H-),3(BF523d'(,-.2,,-3BIC,(B5-C(+)C() /3-,-3.()P2),C6

!T<EFU T=F('O;/'IEH(C$ #??@$ !! (#)&!?- B!?1"

%%V'N L=CID&%0-3(H-),3(BF523-B'+1-)C(,(-C# 0-3(H-),3(BF523d'(,-.2,,-3BIC,(B5-C(+)# 0-3(H-),3(BF5235-FO+.252B(2#

03-,-3.()P2),

%%众所周知$早产儿脑室周围白质软化(/-3(H-)G

,3(BF5235-FO+.252B(2$04X)$尤其脑室周围白质囊性

变与神经发育缺陷有非常大的关系$会造成小儿神

经系统后遗症$与痉挛双瘫有非常大的关系$是白质

损坏的最坏结局% 头颅 N超是目前较为公认的诊

断早产儿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的主要方法!! EA"

$但

关于脑室周围强回声区( /-3(H-),3(BF523-B'+1-)C(G

,(-C$04S)分度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及囊性变出

现的时间关系的相关性研究报道较少% 本研究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住院的早产儿的 N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探

讨早产儿04S分度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发生率

及囊性变出现时间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

!6!"资料来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住院超声诊断为 04S

-

E

/

度的早产儿资

料完整的 !"# 例$男 := 例$女 AW 例$平均胎龄为 A"

周(范围在 "= EA= 周$A" _"6"! 周)$平均出生体重

" "A# L(范围 <## EA #"# L$" ":= _W<" L)% 有脑室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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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血$先天性畸形或遗传性疾病者排除在外%

!6#"检查方法

使用仪器为日本东芝 7-.(+!#N超仪$探头频

率 A6< E!# TMf% 在早产儿出生的第 ! 周内行 " 次

头颅 N超检查$以后每周 ! 次$直至出院或纠正胎

龄至 A: EW# 周% 其中有囊性变者至少随访至囊腔

消失% 头部冠状面扫描通过侧脑室前角$T+)3+孔$

后角$矢状面扫描是通过正中线$正中旁线% 所有图

片和文字资料均输入 0@&J 系统$确保资料真实可

信$N超结果由作者本人来回顾%

!6,"诊断标准

!6A6!%04S%%04S定位于双侧侧脑室前角旁$体

部旁和Y或枕部旁$它通常和脉络丛回声强度相比

较% 据文献描述的 04S强度!W"

&04S

-

度为脑室周

围白质回声有所增强$回声稍低于脉络丛回声#04S

(

度为脑室周白质回声增强$回声与脉络丛回声一

样强#04S

/

度为脑室周白质回声明显增强$回声高

于脉络丛回声% 我们没有区分均匀和不均匀的

04S$均为双侧04S%

!6A6"%04S持续时间%%据 1-43(-C

!<"定义的

04S的时间是指&Q! 是指 04S的持续时间在出生

第 ! E> 天#Q" 是指 04S的持续时间在出生第 > E

!W 天#QA 是指04S的持续时间在第 !W E"! 天#QW

是指04S的持续时间大于第 "! 天%

!6A6A%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脑室周围白质囊

性变指脑室周围强回声区内出现从 ! ..至数毫米

大小不一的囊肿%

!6-"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_标准差表示(K_F)$均数比

较采用单因数方差(@7#4)$计数资料采用
0

" 检

验$均用 J0JJ !A6# 计算$取
1

k#6#<%

#"结果

#%!"初次头颅]超检查/9:强度分类

04S

-

度 <" 例(WAZ)$04S

(

度 W" 例(A<Z)$

04S

/

度 "= 例(""Z)% 04S强度分度与出生体重

和妊娠周期关系见表 !% 反映04S分度相关体重差

别的!值均\#6#!(各04S分度组间)$而相关妊娠

周期差别无显著性意义$说明不同的04S分度的患

儿的出生体重不同%

#6#"脑白质囊性变发生率

!"# 例早产儿中脑白质囊性变发生率为 "WZ

("$Y!"#)$最小囊肿约 ! ..$较大囊肿约 !" ..$其

中04S

-

度中未发现囊性变病例#04S

(

度患儿囊

性变发生率 "!Z ($YW")# 04S

/

度患儿囊性变发

生率 >>Z("#Y"=)% 04S

/

度患儿囊性变发生率明

显高于04S

(

度(!\#6#!)%

#6,"脑白质囊性变出现的时间

04S

(

度中 !WZ(=YW")患儿在 QW 期出现囊性

变$Q" EQA 期内囊性变发生率为 >Z(AYW")#04S

/

度中最早于Q! 期内出现囊性变$Q" EQA 期内囊

性变发生率为 =<Z(!>Y"=)$与 04S

(

度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6#!)$04S

/

度组囊性变

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04S

(

度组(表 ")%

表 !"/9:分度与出生体重和胎龄的关系

04S分度 例数(Z) 出生体重(L) 胎龄(周)

-

度 <"(WA) " =W> _":< AA6" _"6"!

(

度 W"(A<)

" !<" _"<>

2

A"6< _!6#!

/

度 "=("")

! >:! _A=W

2

A#6" _A6!#

%%2&各组间比较(体重)!\#6#!

%表 #"/9:分度与脑白质囊性变出现时期分布 (例)

04S分度 Q! Q" QA QW

-

度(3 k<") # # # #

(

度(3 kW") # # A =

/

度(3 k"=) "

:

2

$

2

!

合计 (3 k!"#) " : !" >

%%2&与04S

(

度比较$!\#6#!

#6-"典型脑白质囊性变的超声表现

较重的04X出现范围广泛的髓鞘坏死$发展为

大小不一的灶囊腔即囊性04X

(

E

)

组$表现为双

侧脑室周围强回声区内出现从 ! ..至数毫米大小

不等的囊腔% 大的囊腔在 A6< TMf探头频率下可

清晰显示$早期 ! E" ..的小囊腔需在 !# TMf高

频探头下方可显示(图 !$")%

%%图 !"多囊脑白质软化*

(": 周早产儿$男$!> 1$体重

! $## L)%$&冠状切面显示双侧侧脑室前角旁脑白质内多灶囊腔$

最大囊腔 $ ..#]&右侧矢状切面显示为侧脑室体部旁脑白质多灶

囊腔$最大囊腔 !! ..% 提示多囊脑白质软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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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早期多囊脑白质软化
% ("> 周早产儿床旁 N超$男$

> 1$体重 ! W## L)%@&探头频率 A6< TMf$右侧矢状切面显示为侧

脑室体部旁脑白质回声增强#]&改用 : E!# TMf线阵高频探头对准

回声增强区冠状切面扫描$清晰显示多个 ! E" ..小囊腔$提示早

期多囊脑白质软化%

,"讨论

早产儿04X是脑白质损伤的主要表现形式$近

期国内外对早产儿04X的基础研究较多$发病机制

可能是脑室周围动脉边缘区域缺氧缺血$生后约

= E!" ' 后$脑白质凝固性坏死$胶质细胞损伤$最

终导致软化灶$轻者病变局限$由小胶质细胞填充病

变部位$没有囊腔形成$超声影像上显示为单纯

04S$一些研究显示单纯 04S是 04X的轻微表现$

为04X

-

级(1-43(-C

!<" 分类法)$患儿神经发育后

遗症风险增加$通常在生后 A E< 个月进行 T?D检

查可发现 04X后遗白质改变% 本组超声诊断为

04S病例中有 $W 例未出现囊性变$其中 <" 例

04S

-

度中未发现囊性变病例% 国外学者!=$>"描述

的04S分度与国内大多数学者和本研究描述的分

度有所不同$没有将低于脉络丛的脑室周围稍强回

声区定义为04S$即本研究分度中的 04S

(

度和
/

度才诊断为04S

-

度和
(

度% 作者也认为回声强度

低于脉络丛的脑室周围稍强回声有可能是正常的脑

室周围回声现象$是正常的脑室周围环$只有回声强

度同于或高于脉络丛的脑室周围强回声才有意义%

因此早期发现脑白质囊性变能给临床判断预后

及早期干预提供诊断学依据%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在早期头颅&K和 T?D对脑白质显影效果差$头颅

超声是首选$而 A E< 个月后T?D检查优于超声%

本组病例囊性变发生率 "WZ$04S

/

度囊性变

发生率明显高于04S

(

度$说明出生时的04S

/

度

与脑室周围白质囊性变发生密切相关% 本组囊性变

出现的时间分布也有一定特点$04S

/

度中囊性变

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 04S

(

度组$最早于 ! 周内就

可出现$大部分在 > E"! 1内$而04S

(

度主要分布

在 "! 1 以上时间段内% 因此对不同程度的 04S动

态监测时间有不同的侧重点% 本研究还表明不同的

04S分度患儿的出生体重不同$但与胎龄无相关$

极低体重儿更易出现04S

/

度%

作者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认为选择恰当的探测

方法和探测时间能大大提高囊性变的检出率% 本组

病例囊性变发生率高于大多数临床报道(约 !WZ E

!<Z)$我们认为与探查方法和重点时间段选择有一

定关系% 对出生时诊断为04S

/

度的早产儿$应从

第 ! 周开始用 : E!# TMf线阵高频探头对 04S区

进行是否有囊腔形成的筛查$这样可大大提高早期

囊性变的检出率$然后每周进行复查$重点在

> E"! 1 内% 对诊断为04S

(

度的早产儿$应从第 A

周开始观察$但筛查的时间要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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