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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电持续状态的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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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儿童睡眠中癫
"

性电持续状态(SJSJ)的病因不明$该研究旨在分析SJSJ的相关因素$为

有效预防和治疗此病提供依据% 方法%以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为SJSJ的 A# 例患儿

为研究对象$选择与SJSJ组相匹配的非 SJSJ 癫
"

组 A# 例为对照组$设计问卷调查表获取资料% 对癫
"

发作类

型*癫
"

样放电起源部位*家族史及围生期情况*影像学*智商*癫
"

综合征等多项因素采用
0

" 检验及A检验进行分

析% 结果%SJSJ组与对照组在癫
"

家族史*智力低下及癫
"

综合征*语言障碍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6#<)%

癫
"

发作类型*癫
"

样放电起源部位*父母育龄*患儿出生史*热性惊厥家族史*影像学异常两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 #̀6#<)% 既往患热性惊厥*脑瘫*颅内感染两组间比较$差异亦无显著性意义(! #̀6#<)% 结论% SJSJ与

癫
"

家族史*癫
"

综合征*智力水平及语言障碍相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B!!#"

!关%键%词"%睡眠中癫
"

性电持续状态#相关因素#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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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C'KH(E=FGHJ(=CD=G'K'J(CEJHKD(H(MD';EK';(EJMDIMCEF̂ DK'';EFJ<EKIC'F

.#,01=/&634$ !,01M6;'?;34$ +,-(*'#&6$ (<8%*3$ ?-01%63$ .#,01%63$ 982*6'#&6>56A)"36H63D +/*HD

#)6HA/ +6")#;F@*A6H;CU634F/63$ U634F/63$ #)T)*#=A###$ +/*36 ($B6*H&J/634F/&634"$>#lF*36>E;B)

%%$*D(CHJ(& R*S'J(EQ'%K'-/2,'+L-)-C(C+P-5-B,3(B25C,2,FC-/(5-/,(BFC1F3()LC5--/ (SJSJ) () B'(513-) 3-.2()C

F)O)+d)6g-F)1-3,++O 23-,3+C/-B,(H-C,F1I+P-/(5-/,(BB'(513-) d'+/3-C-),-1 d(,' SJSJ ,+()H-C,(L2,-,'-B+33-52,(+)

P2B,+3C+PSJSJ63'(<=ID%K'(3,I-/(5-/,(BB'(513-) d(,' SJSJ (SJSJ L3+F/) 2)1 A# 2L-G2)1 C-UG.2,B'-1 -/(5-/,(B

B'(513-) d(,'+F,SJSJ (B+),3+5L3+F/) 21.(,,-1 ,+T2,-3)252)1 &'(51 M-25,' &23-M+C/(,25+PK2)LC'2) 9-,d--) *2)F23I

"### 2)1 *F5I"##= d-3--)3+55-16K'-3-CF5,C+PaF-C,(+))2(3-2)1 529+32,+3I-U2.()2,(+)Cd-3-B+./23-1 9-,d--) ,'-,d+

L3+F/C6&'DMK(D%7()-/2,(-),C'21 2P2.(5I'(C,+3I+P-/(5-/CI() ,'-SJSJ L3+F/$ 9F,+)5I" /2,(-),C() ,'-B+),3+5L3+F/

(!\#6#<)6X2)LF2L-1(C+31-3d2CP+F)1 () !! /2,(-),C() ,'-SJSJ L3+F/$ 9F,+)5I" /2,(-),C() ,'-B+),3+5L3+F/

(!\#6#<)6K'(3,--) /2,(-),Cd-3-B+)P(3.-1 d(,' -/(5-/,(BCI)13+.-() ,'-SJSJ L3+F/$ 9F,+)5I< /2,(-),C() ,'-

B+),3+5L3+F/ (!\#6#<)6Kd-),IGP(H-/2,(-),C() ,'-SJSJ L3+F/ C'+d-1 .-),253-,2312,(+)$ 9F,+)5I< /2,(-),CP3+.,'-

B+),3+5L3+F/ (!\#6#!)6T=FJKMDE=FD%SJSJ .2I9-B+33-52,-1 d(,' P2.(5I'(C,+3I+P-/(5-/CI$ -/(5-/,(BCI)13+.-$

.-),253-,2312,(+) 2)1 52)LF2L-1(C+31-36 !T<EFU T=F('O;/'IEH(C$ #??@$ !! (#)&!!? B!!#"

%%V'N L=CID&%S5-B,3(B25C,2,FC-/(5-/,(BFC1F3()LC5--/# &+33-52,(+) P2B,+3# &'(51

%%!$>! 年02,3I等!!"首先报道了儿童睡眠中癫
"

性电持续状态 (-5-B,3(B25C,2,FC-/(5-/,(BFC1F3()L

C5--/$ SJSJ)$并提出了诊断标准&即非快动眼

(7?ST)睡眠期持续广泛棘慢波发放占整个 7?ST

期的 :<Z以上% SJSJ 病因尚不明确$虽仅占癫
"

患儿的#6<Z$但其心理损伤尤为突出$近年来已受

到了广泛的重视% 目前国内报道较少!""

$ 本文对此

进行了初步研究%

!"对象与方法

!6!"研究对象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在唐山市妇

幼保健院小儿神经内科门诊确诊的 A# 例患儿为研

究对象$采用 !$>! 年 02,3I提出的关于 SJSJ 诊断

标准% 其中男 !> 例$女 !A 例$年龄在 A E!< 岁$平

均年龄为 $6> _"6> 岁% 对照组选择与病例组同时

期*同医院*发作频度相当$性别*年龄与 SJSJ 组相

匹配的非SJSJ 癫
"

组 A# 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 !:

例$女 !"例$年龄在 < E!= 岁$平均年龄为 $6" _"6>

岁$排除精神疾病患者% 经统计学检验$SJSJ组与对

照组年龄*性别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6#<)%

!6#"方法

!6"6!%问卷调查%%详细询问病史(包括癫
"

发

作类型*年龄*性别*家族史*围生期情况)$并填写

调查表% 调查表其他内容包括&一般状况*父母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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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母亲孕产期情况*既往史等% 由调查者询问患儿

父母后填写%

!6"6"%辅助检查%%所有病人及对照组均应用视

频脑电图(4SŜ )监测系统$连续监测 W E: '$并至

少包括 " 个完整的睡眠周期% 均进行查体及头颅影

像学检查(T?DY&K)% 智力测验采用中国修订韦氏

儿童智力量表(gDJ&G?)% 智力分类& Db高于 :< 分

为正常智力$:< 分以下为智力低下%

!6,"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和数据用SUB-5管理$应用 J0JJ !!6<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进行
0

" 检验$样本

数小于 <$采用精确概率法及皮尔森卡方检验% 两样

本均数比较用A检验$!\#6#<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结果

#%!"癫
!

发作类型与:5:5的关系

SJSJ组与对照组癫
"

各发作类型之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

0

"

k#6#:<$ ! #̀6#<% (表 !)%

%表 !"癫
!

发作类型与:5:5的关系
!3 kA#$例(Z)"

分组

发作类型

简单部分

性发作

部分泛化

全身

复杂部分

性发作

全身性

发作

对照组 = ("#6#) W (!A6A) W (!A6A) != (<A6A)

SJSJ组 !! (A=6>) A (!#6#) : ("=6>) : ("=6>)

#%#"- 种癫
!

综合征与:5:5的关系

SJSJ组中 !A 例归于癫
"

综合征#对照组 < 例

为癫
"

综合征$两组癫
"

综合征总体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6#<% 表明 SJSJ 与癫
"

综合征相关%

但SJSJ组与对照组儿童良性癫
"

伴中央颞区棘

波$额叶癫
"

$枕叶癫
"

$获得性癫
"

性失语 W 种癫

"

综合征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表 ")%

%表 #"- 种癫
!

综合征与:5:5的关系
!3 kA#$例(Z)"

分组

癫
"

综合征

儿童良性癫
"

伴中央颞区棘波
额叶癫

"

枕叶癫
"

获得性癫
"

性

失语

对照组 W (!A6A) ! (A6A) # (#6#) # (#6#)

SJSJ组 = ("#6#) A (!#6#) " (=6>) " (=6>)

#%,"癫
!

样放电起源部位与:5:5的关系

SJSJ组与对照组癫
"

样放电各起源部位之间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表 A)%

表 ,"癫
!

样放电起源部位与:5:5的关系
!3 kA#$例(Z)"

分组
癫

"

样放电起源部位

全导放电 ?+52)1(B区 额区 枕区 颞区

对照组 != (<6A) > ("A6A) " (=6>) A (!#) " (=6>)

SJSJ组 : ("6>) !< (<#6#) A (!#6#) " (=6>) " (=6>)

#%-"父母育龄与:5:5的关系

父母育龄在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 W)%

表 -"父母育龄与:5:5的关系
(3 kA#)

分组 父亲年龄(岁) 母亲年龄(岁)

对照组 ":6W _A6$ "=6: _W6"

SJSJ组 "$6A _W6< ">6A _A6"

A !6W$ #6$$

! #̀6#< #̀6#<

#%."患儿出生史#既往史与:5:5的关系

胎次*产次*产式*窒息*早产*出生体重$两组比

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本次研究尚不能认为这些

因素与SJSJ有关% SJSJ 患儿中既往患热性惊厥*

脑瘫*颅内感染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无显著性意义

(表 <)%

%%表 ."患儿出生情况#既往史与:5:5的关系

!3 kA#$例(Z)"

因素 对照组 SJSJ组

胎次

%第 ! 胎 "A (>=6>) "W (:#6#)

%第 " 胎及其以上 > ("A6A) = ("#6#)

产次

%第 ! 产 "W (:#6#) "A (>=6>)

%第 " 产及其以上 = ("#6#) > ("A6A)

胎龄

% \A> 周 A (!#6#) " (=6>)

%

#

A> 周 "> ($#6#) ": ($A6A)

产式

%顺产 !< (<#6#) !" (W#6#)

%助产及剖宫产 !< (<#6#) !: (=#6#)

窒息

%有 W ("6#) A (!#6#)

%无 "= (:=6>) "> ($#6#)

出生体重(L)

% \" <## " (=6=>) A (!#6#)

%" <## EW ### "W (:#6#) "" (>A6A)

热性惊厥

%有 A (!#6#) W (!A6A)

%无 "> ($#6#) "= (:=6>)

脑瘫

%有 A (!#6#) " (=6>)

%无 "> ($#6#) ": ($A6A)

颅内感染

%有 " (=6>) A (!#6#)

%无 ": ($A6A) "> ($#6#)

#%1"行为问题与:5:5的关系

行为问题中语言障碍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6#<$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习困难*攻击行

为 A 项差异无显著性(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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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因素与:5:5的关系

其他因素包括家族史$影像学$智力低下$癫
"

家

族史在 SJSJ 组与对照组中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6#<)% 热性惊厥家族史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 SJSJ组影像学头颅&K检查 !>例$异常 < 例$头

颅T?D检查 !A例$异常 A例$与对照组头颅&K及头

颅T?D异常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智力低下两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6#<$表 >)%

%%%表 1"行为问题与:5:5的关系
(3 kA#$例)

语言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学习困难 攻击行为

对照组 " " A "

SJSJ组
!!

2

A > W

%%2&与对照组比较$!\#6#<

%%%表 2"其他因素与:5:5的关系
(3 kA#$例)

家族史

热性惊厥 癫
"

影像学异常

头颅&K 头颅T?D

智力低下

对照组 W " W " <

SJSJ组 :

$

2

< A

"<

9

%%与对照组比较$2&!\#6#<# 9&!\#6#!

,"讨论

SJSJ的病因至今不明$国内外尚无相关报道%

积极寻找其相关因素$可为今后进一步探讨病因及

预防*治疗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采用成组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较客观地对儿童 SJSJ 的相关

因素作出评价%

本研究SJSJ组与对照组各癫
"

发作类型之间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尚不能认为癫
"

各发作类型与

SJSJ相关% SJSJ组与对照组癫
"

样放电各起源部

位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表明癫
"

样放电部位与

SJSJ无关%

两组父母育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明父母育

龄与SJSJ 无关% 患儿出生史包括胎次*产次*产

式*窒息*早产*出生体重$两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本次研究尚不能认为这些因素与 SJSJ 有关%

小儿既往患热性惊厥*脑瘫*颅内感染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提示小儿既往患病与 SJSJ

无关% 本组行为异常包括&语言障碍*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学习困难$攻击行为% 其中语言障碍 SJSJ 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6#<)$余 A 项差

异无显著性$表明SJSJ与语言障碍相关!<"

%

本组调查了癫
"

*热性惊厥两种相关疾病的家

族史$范围是父母两系三代近亲% 结果 A# 例患者

中$有癫
"

家族史者占 A#Z($YA#)$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与 J25,(B等!A"报道的 A>6<Z癫
"

家

族史相符$表明癫
"

家族史与 SJSJ 相关% 热性惊

厥家族史占 "=6>Z(:YA#)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显示热性惊厥家族史可能与 SJSJ 无关% SJG

SJ组与对照组头颅 &K及头颅 T?D异常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显示影像学头 &K*T?D异常与 SJSJ 无

关% 智力低下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6#<)$

与 JB'+5,-C等!W"报告 SJSJ 患儿广泛 Db下降相符%

国内张双等!<" 及国外 42) M(3,F.GQ2C等!=" 报道

SJSJ 多归属于不同癫
"

综合征% 本研究 SJSJ 组

与对照组癫
"

综合征总体比较 !\#6#<$差异具有

显著性$表明SJSJ与癫
"

综合征相关% 但SJSJ 组

与对照组儿童良性癫
"

伴中央颞区棘波$额叶癫
"

$

枕叶癫
"

$获得性癫
"

性失语 W 种癫
"

综合征之间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尚不能认为 SJSJ 与上述 W 种

癫
"

综合征相关%

本研究样本量小$对 SJSJ 相关因素进行初步

研究$今后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为 SJSJ 预防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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