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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32 例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后神经行为功能的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1 0。。 5 0) 周 晓蓉 张寿林 牛利辉 王玉萍

北京海军总 医院 徐光华 房广 才 潘晓雯

近年来
,

找们对急性 CO 中毒及迟发脑病进行了 均在昏迷清醒 后 1 一 20 天 (平均 6 天 ) 内进行神经行

大量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
,

但对急性 CO 中毒恢复期 为学及事件相关 电位 ( P 3 。 。 、检查
。

检查时除 2例感轻

的研究甚少
。

本文重点观察轻度C O 中毒以及中
、

重 度乏力外
,

余均无明显不适
,

也无明显的阳性体征
。

度中毒患者昏迷恢复后脑功能的变化
,

在对 3 2例急性 1
.

2 侧验方法

C O 中毒患者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检查的同时
,

也进行 1
.

2
.

1 神经行为学检查 采用 W l刃〕推荐的神经行为

了事件相关电位 ` P 3 。 。 ) 检查
,

以寻找两者间的相关 学成套核心试验
,

它反映人类基本的行为功能指标
。

我

关系
,

并为确定 C a 扣毒后是否完全恢复寻找依据
。

们选用 了其中的五项
:
简单反应时

、

圣他
·

安娜手工敏

1 观案对象与方法 捷度侧验
、

数字译码
、

E心n ot n视觉保留测验
、

目标追踪

1
.

1 对象 I
。

另外选用了我国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中 的人像记

1
。

1
.

1 中毒组 收集 1 9 9 2年 n 月一 1 9 9 3年 2 月在北京 忆
。

由专人为受试者在一单独的房间内逐项测试
。

测

海军总院高 玉氧科住院
、

门诊就诊的急性 C O 中毒病 试前未服用镇静剂及酒精类饮品
。

人 3 2例
,

平均年龄为 30
.

8岁 ( n 一沁岁 )
,

其中男性 1
.

2
.

2 事件相关电位 一是一种脑诱发 电位
,

又称 认

18例
,

女性 1选例
。

识或识别电位
。

电位波型在成年人多出现 在 刺 激 后

1
.

1
.

2 对照组 选择配对了 常健衷人 3 2例
,

平均年龄 300 ms 左右
,

故又称 P 和 。 ,

它的潜伏期 ( II’s )反映大

为 2 8
. 。岁 ( n ~ 64 岁 )

,

其中男性 18 例
,

女性 14 例
,

脑认识 (信息处理 ) 过程所需的时间
,

是反映人类认

无神经系统疾患
,

视
、

听觉及手部运动障碍
。

知功能障碍的一项较为敏感的神经电生理指标
。

两组文化程度相匹配
.

神经行为学侧试结果用粗分 统 计
,

参 数 均 在

咒例
,

卜毒患者除两例在急性期思睡
,

未出现昏迷 IB M
se P C计算机上运用S乃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外
,

其余均有不 同程度的昏迷
,

昏迷 12 小时以上者为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方法
.

叮例
,

昏迷时间最长 1 例为4 B小时
,

最 短 者为 1 小 2 绪 .

时
。

两例无昏迷的患者于发病当天 即进行检查
,

其余 2
.

1 神经行为学检查结果 见表 1
。

表 飞 中毒组与对照组神经行为学各项指标

项 口

中毒组 公 2例 )

均数 士标 准差

对 照组 (3 2例 )

均数 士标 准差

简单反应时

平均

最快

最慢

目标迫踪

正晚 点

总数

人像记忆

提转敏搜度

习惯手

月乒习饭手

狱字译码

祖觉保留

0
.

4 1 2 士 0
.

1 6 0

0
.

2 5 0 士 0
.

0 80

1
.

0 7 0 士 0
.

7 4 0

0
.

2 9 0 士 0
.

0 6 0

0
.

1 9 0 土 0
.

0 4 0

0
.

7 Z G士 0
.

5 20

4
.

0 9二
4

.

0 3二

2
.

19 .

1 2 5
.

0 0士 4 0
.

7 0

14 3
.

2 8 士 4 4
.

2 6

7
.

5 3 士 4
.

57

1 87
.

7 1 土 2 9
。

4 1

19 7
.

3 8 上 3 4
.

3 0

1 3
.

7 5士 4
.

2 8

7
.

0 7二

5
.

46二

5
.

6 2 . ,

3 3
.

8 8士 8
.

05

3 0
.

3 2 士 7
.

3 5

3 6
.

4 4 士 16
.

3 1

7
。

3 4 士 1
.

3 8

4 4
.

5 0 t 7
.

1 3

4 6
.

6 3士 5
.

9 4

6 3
.

7 8 士 1 1
.

4 4

8
.

87 出 0
。

9 3

5
.

5 9二

6
.

7 0 . *

4
.

9 3 . *

5
,

5 1二

注
:

衷中数字除简单反应时单位为nsI 外
,

其余均为洲试得 分
。

.
P < 众 0 5 二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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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见 O C中毒患者已处于恢复期
,

临床

症状不明显
,

但表 1所示脑功能仍受到影 响
,

两组各

项指标结果比较有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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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中毒组昏迷时间的长短与神经行为功能指标的关

系 见表 2
。

表 2 昏迷时间 与神经行为功能的比较

人 目 标追踪

数 正确 点之和

提转敏捷度

习 惯手之和
数字译码

简单反应时

平均时

人 像记忆 视觉保留

) 1 2h

( 12 h

T

P

;:
11 0

.

1 2 士 3 7
.

1 1

14 1
.

8 7 土 3 8
.

9 9

2
.

3 5

< 0
.

0 5

3 1
.

1 2 士 5
.

4 4

37
.

0 0 士 9
.

6 7

2
.

1 1

< 0
.

0 5

2 9
.

5 3士 9
.

7 6

4 4
.

2 7 士 1 8
.

8 8

2
.

7 2

< 0
.

0 5

0
.

4 3 士 0
.

1 8

0
.

3 9 士 0
.

1 3

0
.

6 8

> 0
.

0 5

6
.

3 5 士 4
.

6 0

8
.

86 士 4
.

3 1

1
.

5 9

> 0
.

0 5

7
.

2 9士 1
.

3 6

7
.

4 0 士 1
.

4 6

0
。

21 2

) 0
.

0 5

将昏迷病人的昏迷时间长短分为 < 12 h 及 妻 12 h

与神经行为功能指标进行比较
。

发现目标追踪
、

提转

敏捷度
、

数字译码等指标有显著差异
。

2
.

3 中毒组 P 3 。 。 测试

2
.

3
.

1 急性C O中毒患者经 P 3 00 测试后发现潜伏期

较对照组延长
,

波幅较对照组减低 (见表 3 )
。

2
.

3
.

2 中毒组的P 3。 。 潜伏期与神经行为学中简单反

裹 3 中毒组与对照组 P , 。 。
指标比较

中 毒 组 对 照 组

潜伏期 ( m
s )

波幅 (料v )

1 6士 3 5
.

9 4

3 1 士 3
.

8 2

3 25
.

3 0 士 1 9
.

1 2

12 1 5士 5
.

7 6

< 0
.

0 01

< 0
.

0 1

应时呈正相关
,

而与数字译码
、

提转敏捷度
、

目标追

踪
、

视觉保留
、

人像记忆等呈负相关关系 (见表 4 ) ,

表 4 中毒组的 P 3 。 。潜伏期与神经行为学各指标的相关关系

数字译码
提转敏捷度 目标追踪

正 确 总 和

简 单反应时

平 均 最 慢
视觉保留 人像记 忆

相关关系

P 值

一 0
.

6 2 0

< 0
.

Q0 1

习 惯手

一 0
.

6 4 5

< 0
.

0 0 1

非 习惯手

一 0
.

5 0 9

< 0
.

0 1

一 0
.

56 1

< 0
.

0 0 1

一 0
.

4 7 9

< 0
.

0 0 1

0
.

4 9 0 0
.

3 6 5

< 0
.

0 1 < Q
.

0 5

一 0
.

4 42

< 0
.

0 5

一 0
.

3 6 1

< 0
.

0 5

但 P 3 。 。
的波幅与神经行为学各指标间无显著性差异

。

2
.

4 神经行为学检查与病情的关系

在我们观察的32 例病人中
,

根据病情分为三度
:

重度 1 4例
,

中度 12 例
,

轻度 6 例
。

将每例患者的神经

行为学检查结果与对照组 的范围进行比较
,

神经行为

学检查项 目恢复正常的共 18 例
,

均为中
、

轻度的 C O

中毒患者
,

而 14 例重度中毒患 者 无一例指标达到正

常
,

其中有 3 例发生迟发脑病
。

最长 的检查时间为意

识恢复后第20 天
。

3 讨论

当前
,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恢复期缺乏客观临

床指征
,

无法衡量病情是否完全痊愈
。

我们从神经行

为功能和反映人类认知功能的神经电生理指标中探讨

急性C O 中毒后脑功能的变化
。

国 内尚未见此方面的

报道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虽然临

床表现上似已恢复
,

但从神经行为功能测试上显示脑

功能仍有一定的损害
,

如反映思维与记忆的 人 像 记

忆 , 反映视感知
一
运动

、

视感知
一
记忆的 数 字 译 码和

B e nt o n 视觉记忆
,
反映注意力和反应速度的简单反

应时 ; 反映手部运动速度和精确度的手 工 敏 捷度测

验
、

目标追踪 l 等功能明 显减退
。

患者昏迷 时 间 越

长
,

神经功能如运动速度
、

记忆等减退越显著
,

改变

越明显
,

持续时间也较长
。

因此
,

我们建议急性C O中

毒昏迷时间小于 12 小时者
,

最好留院观察两周
,

而昏

迷时间超过 12 小时者观察护理时间应更长些
。

本文发现神经行为学与事件相关电位 (巧 。。 )检

查之间有很好的一致性
,

本研究的样本较小
,
因此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