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降低
,

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质和量受影
响

、

降解
,

分解
,

使血管壁弹性下降及内膜
损伤 ( “ )

,

因而动脉血管壁便产生硬化
。

缺 C “

时抗坏血酸酶的活性降低
,

食物中的 v c 利

用率低
,

使胆固醇转变为胆酸的量少
,

从而

降低了血胆固醇的排泄
,

使结缔组织 中酸粘
多糖相对减少

,

局部引起硫酸化和非硫酸化

G人 G 的比值不正常
,

改变了基质
,

脂 质 就

在那里积存
,

结果使动脉壁粥样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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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 人 脑 诱 发 电 位 及 其 临 床 意 义

山 东省立 医 院 神经科 王凤焰 脑 电图室 张传英 孙选娟

脑诱发 电位 ( C E P ) 是应用一种新的电
生理技术以检查脑功能状态的方法

,

通过刺

激感觉传人系统
,

记录此系统引起的电位变

化
。

常用的脑诱发电位有
:

①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 ( B A E P )
,

②视觉诱 发电位 ( v E P )

③躯体感觉诱发电位 ( 5 E P )
。

本文旨在介

绍我院用丹麦产 D巧 A c 4型肌 电图仪
,

对不

同年龄
,

性别正常人的上述三种 C E P测试结

果
,

并对其临床意义略加评论
。

测试条件及方法均符合仪器说明要求
。

结果发现
,

正常人 C E P峰潜伏期
,

峰间时程

均 较恒定
,

左右对称
,

可 重复性好
,

是主要

观测指标
。

波形与波幅个体差异较大
,

一般

不作主要观察内容
。

年龄及性别对 C E P有一

定影响
,

如 女 性c E P的峰潜伏期较男 性 短

而波幅与儿童相似比成年男性高
。

14 岁以下

无性别差异
。

文献报告 2岁以下儿童峰潜伏期

较长
,

随年龄增长而缩短
,

至成人较恒定
,

到老年又延长
,

本组只观察了年长儿童及成

人故未见此规律
。

此 夕卜我们注意到 刺 激峰
强度对 C E P 有一 定 影 响

,

如 B A E 卫各波潜

伏期随刺激强度增 加 而 缩 短
,

S E P峰潜伏

期则不受其影响
,

但波幅随刺激强度增加而

升高
,

V E P峰潜伏期随黑日方格转换速度增

加而缩短
。

不同仪器
,

不同加
_

试条件对 c E P

有 影响
,

因此各实验室应有自己的正常值
。

尽管如此 国内外报告C E P各种参数的正常

均值都在相应范围内
,

可以互相参照
。

本组

与此相符
。

C E P异常主要表现为峰潜伏期及峰间时

程延 长
,

左右明显不对称
,

波形异常
,

波幅

明显降低或某重要成分缺如
。

临床以此作为

对听觉通路
、

视路
、

体感传导通路上各种疾

病的辅助检查
,

对定位诊断提供依据
。

因为

C E P属神经功能检查
,

因此不能作病因诊断
。

目前 C E P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
,

如 B A E P 用

于
:

①脑干昏迷与其他昏迷的鉴别
,

结合脑

电图变化推断昏迷的予后
。

②诊断脑死亡
。

③
脑干疾病的诊断

,

尤其对桥小脑角病变
,

如听

神经瘤的诊断
、

疗效观察
、

有无复发有较高

价值
。

④鉴别功能性或器质性耳聋
。

V E P用

于
:

①视神经
、

视束
、

视觉皮质疾病的诊断
。

②光敏性癫病的诊断
。

③功能性器质性失明

的鉴别
。

④精神病的鉴别及予后
。

S E P用于
:

①周围神经
、

脊髓
、

脑干及大脑疾病的辅助

诊断
。

②功能性与器质性疾病 的鉴别
。

各种

C E P也广泛用于多发性硬化的早期诊断
、

发

现隐匿性脱髓鞘病灶
、

观察疗效
,

判断予后 ;

对婴儿的意识及其他感觉功能提供有价值的

指标
。

总之 c E P对观察各种神经通路的机能

状态及病灶定位
,

提供了较为可靠 的客观依

据
,

是一项有前途的辅助诊断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