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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急性脑血管病继发癫痫的临床特点& 方法!对 (*& 例经颅脑 [H证实的且无癫痫
病史的急性脑血管病并发癫痫患者的发生率’发作类型’发作时间及临床疗效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急性脑
血管病继发癫痫发生率为 &&B#)C"%(@(*&#%癫痫发作与病变部位有关%累及皮层或邻近皮层者易患发作类
型以全身大发作占 )FB&*C")#@%(#%发作时间半年内发病率为 F$B*#C"F’@%(#%本组 %( 例患者中%除 $ 例半
年后复发外%其余病人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结论!急性脑血管病是症状性癫痫发作的原因之一%多数于卒中
后半年内发生%部分患者以癫痫为首发症状%发作类型以全身大发作为主%临床治疗效果满意&
!!"关键词#!脑血管病$!癫痫$!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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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相关人群生活方式
的随意性转变%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脑
血管病继发癫痫的发生率也有增高的趋势%脑血管
疾病已成为癫痫常见的病因之一(&) & 癫痫发作引
发脑缺血缺氧%加重脑水肿%使病情加重%故应及早
发现并及时处理& 我院于 &%%( U’""( 年 &" 年间共
收治脑血管病 (*& 例%其中继发性癫痫者 %( 例%占
脑卒中患者人数的 &&B#)C%现报道如下&
@8资料与方法
@A@8一般资料8本组 %( 例继发癫痫中%男 #) 例%
女 $$ 例%男w女Q’w&%平均年龄 #% 岁& 其中脑梗死
$% 例%脑出血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F 例&

@AB8脑血管病的诊断标准8%( 例均符合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并均经头
颅[H确诊%既往无癫痫病史&
@AC8临床表现8%( 例中%安静状态下起病 $) 例%
活动中起病 *% 例%起病状况不详 &* 例& 有不同程
度偏瘫者 (& 例%感觉减退者 % 例%运动性失语者 ’&
例%感觉性失语者 &* 例%完全性失语者 F 例%有意识
障碍 $" 例%伴头痛’呕吐 ’F 例&
@AD8癫痫发生的时间和发作类型8以癫痫发作为
脑卒中首发症状者 &# 例%脑卒中后第 ’ 天发作者
’" 例%’ 周左右发作 ’# 例%半年左右发作 &" 例%& U
’ 年发作 * 例%Y’ 年发作 $ 例%不详 ’F 例& 发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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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根据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癫痫病学术会议癫
痫发作分类法"草案 &%()# ($)分类%%( 例中%全身性
大发作 )# 例%单纯部分性发作 *’ 例%部分性发作后
发展至全身性发作者 % 例&
@AE8癫痫发作与病变部位’大小的关系!本组 %(
例均经头颅 [H检查确诊& 其中脑梗死 $* 例!顶叶
梗死 $ 例%颞叶 F 例%额叶 & 例%额顶叶 ’ 例%颞顶叶
( 例%枕叶 & 例%额颞顶大片脑梗死 &’ 例& 脑出血
*F 例!基底节 &) 例%颞叶 F 例%额叶 # 例%颞顶叶 )
例%颞额叶 &" 例%颞枕叶 $ 例%顶叶 & 例$出血量!体
积D&" ..$ &* 例%!&" ..$ ’( 例& 蛛网膜下腔出
血 &F 例&
@AN8治疗方法8根据脑梗死或脑出血的诊断分别
给予活血化瘀’抗凝’控制血压’止血等治疗%同时予
以降颅内压’减轻脑水肿’预防感染等对症支持治
疗%根据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一次或二
次发作且很快缓解者不予抗癫痫药%发作次数频繁
则予以口服抗癫痫药物治疗%癫痫持续状态则静注
安定%再以安定静滴维持& 本组病人中有 &$ 例患者
未用抗癫痫药物%余 () 例分别予以丙戊酸钠’鲁米
那’卡马西平’妥泰’加巴喷丁’复方明矾药丸"明
矾’茶叶’蜂蜜#等治疗%口服药物维持 ’ 年左右%门
诊随访 ’ 年&
B8结果

本组 %( 例经上述系统治疗后%除 $ 例于半年后
复发外%其余病人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原脑血管疾
病病情平稳&
C8讨论
CA@8脑血管病后发生癫痫的发生率8脑血管病继
发癫痫的发生率报道不一(* U#) %曾杨滨等(*)报道脑

卒中继发癫痫发生率为 (B#(C%而吴立宽等())报道

脑卒中继发癫痫发生率为 &&B’C& 我们的资料为
&&B#)C"%(@(*&#%与吴立宽等报道相近& 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与病例选择和随访时间不同有关&
CAB8脑血管病后发生癫痫的发病机制8脑血管病
继发癫痫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十分明确& 一般认为
早期出现癫痫主要与脑卒中急性期的病理生理改变

有关& 由于急性脑血液循环障碍%缺血’缺氧引起脑
水肿%脑细胞代谢紊乱%致使神经细胞膜电位发生变
化%可致癫痫发作$或由于应激反应%使机体内有关
激素水平发生改变%电解质紊乱等导致抽搐阈降低
而引起癫痫发作& 晚期癫痫发作主要与脑组织结构
变化有一定关系& 缺血或出血性脑卒中后病损部位
神经元逐渐变性’坏死’液化%坏死灶周围胶质细胞

增生%以及卒中后软化囊腔的机械牵拉刺激作用等
均可影响神经细胞膜的稳定性而致癫痫发作(*) &
CAC8脑血管疾病发生部位与癫痫发作的关系8过
去认为只有皮质部的病灶才可能发生癫痫%但据我
们的统计%脑内各部位病变均可能引起癫痫发作&
本组中皮质部病变以颞’顶’额’枕四部位为最多%占
本组的 #FB$*C"##@%(#%这可能与皮质部以神经细
胞和轴突病变为主%更容易放电有关%其他文献也有
类似报道()) &
CAD8脑血管病后癫痫发作的时间8文献报道(#) %
以脑血管病发病后半年内发作者占多数%而本组半
年内发病率为 F$B*#C"F’@%(#& 以癫痫发作为脑
卒中首发症状者占 &#B$’C "&#@%(#%’ 年后降至
$B"#C"$@%(#& 发作形式以全身性大发作为多见%
占 )FB&*C")#@%(#& 部分病例出现全身性大发作
和部分性发作交替’并存现象%与有关文献报道(F U%)

以部分发作为主有所差异&
CAE8脑血管病后继发癫痫的治疗8脑卒中后癫痫
在急性期反复发作%特别是强直-阵挛持续状态可能
会加重脑损伤%影响近期和远期预后(&") & 有作者认
为(&&) %对于以癫痫为首发症状的脑卒中患者%尤其
是癫痫持续状态的患者%应积极控制其发作%我们在
发作期用地西泮静注和静滴维持%均能控制癫痫发
作%同时针对病因给予恰当脱水’降颅内压’改善脑
血液循环等治疗& 发作停止后可改用口服用药%观
察 "B) U& 年%若无继续发作%可逐渐停药& 对于 ’
年后发生的癫痫患者%治疗时间需较长一些& 必须
特别注意的是%抗癫痫药物在类别’剂量的选择原则
上%应强调个体化%不能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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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超声在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不良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 U’""%-"#
收治的 &* 例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不良的超声资料及临床治疗方法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剖宫产术后子
宫切口愈合不良有特征性的超声图像%&* 例均治愈出院& 结论!超声能准确诊断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
不良%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子宫切口$!愈合不良$!超声诊断
!!"中图分类号#!E**)B&!"文献标识码#!O!"文章编号#!&#F* +$("#$’"&&%"# +")** +"’
!!A40&&"6$%#%@:60==96&#F*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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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切口愈合不良是剖宫产术后的常见并发
症%随着剖宫产率的上升%术后子宫切口愈合不良的
发生有增高的趋势%现将我院自 ’""$-"$ U’""%-"#
收治的 &* 例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愈合不良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归纳其超声特征%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8资料与方法
@A@8一般资料8本组 &* 例%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年龄 &% U*& 岁%终止孕周 $) U*’ 周%本院剖
宫产 ) 例%外院剖宫产 % 例& 检查时间为剖宫产术
后 F UF* A%# 例患者术后第 $ 天出现发热"体温
$FB) V以上#%血常规检查!gO[Y&’ k&"% @T%‘Y

("C%% 例患者有血性恶露&
@AB8方法8使用 S,b0N0A-F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仪%,( 经阴道探头%频率 ) U&" a\d%$B) [突阵探
头%频率 $B) U) a\d& 经腹检查患者需适度充盈膀
胱%经阴道检查探头涂灭菌导声剂%套灭菌保护套&
按常规检查子宫及周围%重点观察子宫下段切口情
况%详细记录异常回声的范围’形态’边缘及内部回
声情况%并用彩色多普勒检查病变及周边的血流情
况%留图%存档&
B8结果
BA@8超声检查结果8"&#本组 &* 例患者%子宫前
壁下段切口处均发现特征性改变%其声像特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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