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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

!%"$5%$5""

&

!临床探讨!

Q7d

急性脑病患儿
QTR

检查价值及病灶位置#

信号特征和随访变化分析

肖
!

华"

!刘
!

畅!

"

"#

重庆市东南医院放射科
!

'%"..$

#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QTR

室!成都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甲氨蝶呤"

Q7d

$诱发儿童急性脑病的临床表现&

QTR

图像特点以及随访变化%方法
!

对临床确诊为

Q7d

急性脑病的
6

例患儿的临床与
QTR

图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重点针对患儿的病灶位置&信号特征及随访资料进行总结分

析%结果
!

6

例患儿中!全身抽搐
.

例!其中
"

例伴有左侧面瘫#言语障碍
'

例!其中
!

例伴有右侧偏瘫!

"

例伴有右侧面瘫!

"

例伴

有左侧面瘫#左侧肢体无力
"

例#左侧偏瘫
"

例%多数患儿的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PcR

$表现为深部白质弥散受限!以半卵圆中

心&放射冠区为主%结论
!

Q7d

所诱发急性脑病以中风样综合征为典型临床表现!且深部白质非对称性
PcR

异常信号为其特征

性
QTR

改变%

关键词"甲氨蝶呤#

!

白血病#

!

脑病#

!

磁共振成像#

!

儿童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665%.

!!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UU

&是儿童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

约占急性白血病的
&%\

!

L%\

#而甲氨蝶呤$

Q7d

&作为儿童

+UU

联合化疗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髓外白血病预防*治

疗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使
+UU

患儿的长期存活率得到明显

提高'

"

(

)

Q7d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

NNN

&#其通过静脉或鞘注

给药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白血病细胞进行清除#是化疗方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导致的不良反应也受到广泛关注'

!

(

)其

中#

Q7d

所致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皮肤黏膜损坏*肾功能

以及神经系统损害等'

.

(

)

Q7d

诱发的急性脑病发生于应用

Q7d

后
!

周内#常表现为头痛*恶心*呕吐*疲乏*视物模糊*精

神状态改变*失语以及偏瘫等诸多症状#该病在使用大剂量

Q7d

$

(P5Q7d

&或进行鞘注后发生率为
%#L\

!

L#%\

#多数

患者并不出现持续性神经系统损害#但仍会有
"%\

!

-$\

的

患者再次应用
Q7d

后造成脑病复发'

'5-

(

)本研究通过对华西

妇产儿童医院和重庆市东南医院诊治的
6

例
Q7d

诱发急性

脑病患儿的临床及
QTR

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临

床及影像学特征#旨在增强认识#进一步提升对该病的诊断水

平)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所医院收

治的
'&"

例
+UU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随访至
!%"-

年
$

月#

其中有
6

例被确诊为
Q7d

诱发的急性脑病#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

&

例患儿为
)8GG8:N

型#占
&&#&L\

%

!

例患

儿为
7

型#占
!!#!!\

)根据该院白血病治疗方案进行危险分

级及化疗#

6

例患儿经诱导化疗均完全缓解)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符合
Q7d

诱导急性脑病

诊断标准#为接受
Q7d

治疗后
!

周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和体

征'

$

(

%患儿无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疾病史%化疗前#行常规

QTR

检查#提示未见脑实质明显异常)排除标准!患儿曾接受

过放*化疗%患有颅内浸润*感染以及出血等其他疾病)

$#'

!

方法

$#'#$

!

Q7d

使用
!

$

"

&预防髓外白血病治疗!

(P5Q7d!

?

"

G

!或
-

?

"

G

!

#每
!

周
"

次#共使用
'

次)给药方式!持续
!'A

静脉滴注#在
Q7d

开始滴注
!A

后予以单药或三联鞘注)期

间#密切注意
Q7d

血药浓度#并根据血药浓度给予甲酰四氢

叶酸钙解救和水化碱化)$

!

&鞘注治疗!单药鞘注为
Q7d"!

G

?

%三联鞘注为
Q7d"!G

?

*阿糖胞苷
.$G

?

*地塞米松
'

G

?

)$

.

&维持治疗!

Q7d!%G

?

"

G

!

#肌肉注射#每周
"

次)

$#/#/

!

QTR

检查
!

采用荷兰
2A9C9

D

="#-73

H

B8=0@:R:><B:@

W8;@

超导型全身
QTR

扫描仪)扫描序列包括轴面
7"

加权象

$

7"cR

&*

7!

加权象$

7!cR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以及矢状

面
7"cR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PcR

&)

/

!

结
!!

果

/#$

!

临床表现
!

本研究中#

Q7d

诱发的
+UU

患儿急性脑病

发生率为
"#6"\

$

6

"

'&"

&#发生急性脑病时患儿中位年龄为
""

岁)神经系统症状发生于应用
Q7d

后
.

!

"!I

#中位时间为

$I

#患儿的临床表现为!全身抽搐
.

例#其中
"

例伴有左侧面

瘫%言语障碍
'

例#其中
!

例伴有右侧偏瘫#

"

例伴有右侧面

瘫#

"

例伴有左侧面瘫%左侧肢体无力
"

例%左侧偏瘫
"

例)及

时予以对症支持治疗后#全部患儿的临床症状于
!

!

$I

内缓

解#并无残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后续治疗中#

.

例发生急性脑

病患儿的
(P5Q7d

延迟进行#并将剂量减低#

'

例按原方案治

疗#

!

例停用
Q7d

)继续
Q7d

治疗病例无再次发作)见表

"

)

/#/

!

Q7d

诱发的
+UU

患儿头颅
QTR

图像特点
!

6

例患儿

均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后
!I

内完成
QTR

检查)结果显示#

多数患儿的病灶位于半卵圆中心以及放射冠区#表现为
PcR

上呈高信号#边缘模糊$即弥散受限&#表观扩散系数$

+P)

&图

低信号#而常规
7"

*

7!

加权像并未见异常信号)临床症状缓

解后
QTR

随访
.

!

'L

个月#结果发现短期内病灶的变化并不

显著#

"

!

.

个月后患儿的病灶逐渐缩小#

.

!

$

个月后得到完全

吸收#最后剩余小范围的长
7!

以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高

信号区)

"

例使用
Q7d!

?

"

G

! 患儿的头颅
QTR

未见明显异

常)见图
"

)

-

6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表
"

!!

6

例
Q7d

诱发
+UU

患儿急性脑病的临床表现

序号 年龄$岁& 剂量 用药后出现症状时间$

I

& 症状
QTR

影像表现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全身抽搐 双侧半卵园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全身抽搐 右侧半卵园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全身抽搐#左侧面瘫 双侧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 L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言语障碍#右侧偏瘫
双侧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右顶叶皮质下弥散受限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6

言语障碍#右侧偏瘫 双侧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言语障碍#右侧面瘫 左侧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

言语障碍#左侧面瘫 双侧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

L "" !

?

"

G

!静脉
e

三联鞘注
6

左侧肢体无力 无

6 6

三联鞘注
$

左侧偏瘫 右侧脑室旁弥散受限

图
"

!!

Q7d

诱发的
+UU

患儿头颅
QTR

图像

'

!

讨
!!

论

Q7d

是一种具有抗代谢特性的药物#它通过竞争性抑制

二氢叶酸还原酶#并阻断二氢叶酸还原酶将叶酸转化成四氢叶

酸#从而阻止胸腺嘧啶脱氧核酸*嘌呤合成#抑制
PW+

合成与

细胞增殖#影响蛋白质与
TW+

的合成'

&

(

)

Q7d

已被广泛地

用于风湿*牛皮癣以及
+UU

*淋巴瘤*骨肉瘤和成神经细胞瘤

等恶性疾病的治疗'

L

(

)多种化疗药物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

生不良反应#其中
Q7d

较为常见#其诱发的急性脑病为
Q7d

使用
!

周内发生的一过性*局灶性的神经系统功能损害#多因

(P5Q7d

使用造成)

Q7d

的神经毒性通常分为急性*亚急性

以及慢性神经毒性
.

种#其中急性神经毒性发生在
Q7d

用药

数小时内#临床症状包括嗜睡*精神错乱*疲劳*急性蛛网膜炎

等%急性神经毒性发生在用药数天或数周后#临床症状包括脑

病$瘫痪*偏瘫及语言障碍等&*脊髓病$腿痛*感觉异常及截瘫

等&%慢性神经毒性发生在用药数月或数年后#临床症状包括学

习与认知障碍*智力减退*白质脑病$精神错乱*嗜睡或易激惹

及语言障碍等&

'

6

(

)

目前#针对
Q7d

的神经毒性#国内外的研究较多)研究

表明#急性中毒主要通过腺苷介导#而亚急性*慢性神经中毒则

与半胱氨酸*

O5

腺苷甲硫氨酸"
O5

腺苷同型半胱氨酸*生物蝶呤

以及兴奋性氨基酸有关'

"%

(

)

Q9[<>8;@

等'

""

(对
+UU

患者应用

Q7d

后脑脊液中的氧化型*非氧化型磷脂酰胆碱水平进行了

研究#并认为
Q7d

相关氧化应激造成了氧化型磷脂酰胆碱浓

度的显著升高#从而产生了神经毒性)但是#至今
Q7d

诱发

急性脑病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中#各病例的
Q7d

给药方式均为大剂量静脉滴注

和$或&鞘注#造成患儿表现出全身抽搐*言语障碍#并合并偏瘫

或面瘫等较为严重的临床症状#结果提示急性脑病的发生可能

与给药方式密切相关#且大剂量静脉滴注对神经系统造成的损

害尤其显著)病例中未见口服
Q7d

后造成神经系统症状患

儿#这可能与
Q7d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渗透力较差有关)

此外#

Q7d

急性脑病属于化疗药物所致的急性中毒性脑

白质病#其典型表现为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等深部白质对称

异常信号'

!

(

)本研究中#

QTR

图像显示多数患儿的病灶均位

于半卵圆中心*放射冠区等脑室旁深部白质#而且均呈非对称

性分布#可见深部白质为急性脑病引起神经系统损害的重点部

位)

6

例患儿分别表现出全身抽搐*言语障碍#合并面瘫*偏瘫

等临床症状#这些典型表现与异常信号出现的部位相一致)此

外#患儿的
QTR

图像表现为不按血管走行分布的
PcR

高信

号#

+P)

图低信号#因此可以认为弥散受限可能是本病的一种

QTR

典型表现)

PcR

可提供基于水分子扩散运动的对比图

像#对于诊断细胞毒性水肿非常敏感#其作为
Q7d

诱发急性

脑病诊断的敏感手段#广泛应用于该病的检测'

"!5"'

(

)

综上所述#

Q7d

所诱发急性脑病多发生于应用
(P5Q7d

静脉滴注和$或&鞘注后#以偏瘫*语言障碍及抽搐等中风样综

合征为典型临床表现#

QTR

图像显示
PcR

上表现为半卵圆中

心*放射冠区弥散受限#但是予以及时对症治疗后症状得到迅

速缓解#并不造成残留神经系统损害)因此#对于应用
(P5

Q7d

静脉滴注和$或&鞘注的
+UU

患儿#在用药
!

周内应注意

患儿神经系统的症状与体征#一旦出现偏瘫*语言障碍*抽搐以

及精神错乱等临床表现#应及时根据血浆
Q7d

浓度监测结

果#实施精细的个体化甲酰四氢叶酸钙解救#同时结合完善的

水化*碱化#积极地予以地塞米松抗炎*甘露醇减轻脑水肿等对

症支持治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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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妊娠期糖尿病妇女膳食状况与巨大儿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沙红兰!薛卫红!李亚琴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妇女膳食状况与发生巨大儿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该院产前门诊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妇女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分娩的新生儿体质量分为巨大儿组和正常体质量儿组!统

计分析一般资料和膳食状况!探讨膳食状况中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发生巨大儿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

本研究纳入的
$%

例妊

娠期糖尿病妇女中共发生
L

例巨大儿!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发生巨大儿的因素包括身高&孕前体质量&孕

前体质量指数"

NQR

$值&分娩前体质量&孕期增重&水果&蔬菜&油类#多因素
U8

?

9=>90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前体质量&孕期增重过

多&油类的摄入量过多均为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发生巨大儿的危险因素%结论
!

对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合理膳食干预和增加运动量

可减少巨大儿的发生%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

!

膳食状况#

!

巨大儿#

!

影响因素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5%.

!!

目前#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妇女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不完

全统计#中国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超过
&#%\

#且有上升趋

势'

"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由于机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的条件下#

故分娩巨大儿的可能性要高于血糖正常的孕妇)有研究显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分娩巨大儿的比例是所有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新生儿的
"

"

'

以上'

!

(

)巨大儿的发生会对孕妇分娩经过#胎儿

和新生儿本身均造成不利的影响#其中包括肩难产*新生儿窒息

以及胎儿窘迫等状况#而且婴儿的远期发生肥胖*糖尿病以及高

血压的概率会显著高于正常体质量婴儿'

.

(

)本研究将统计分析

妊娠期糖尿病妇女的膳食状况与巨大儿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有

效的预防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巨大儿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院产前门诊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

例作为研究对

象#平均年龄$

!6#%.M.#%.

&岁#孕妇的平均体质量指数$

NQR

&

值为$

!.#"&M.#.&

&

[

?

"

G

!

#分娩前的体质量为$

L%#!-M&#&$

&

[

?

#本研究通过本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

$#/

!

纳入标准
!

本研究纳入的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均为孕周大

于
!-

周#小于
!&

周%均为首次妊娠#单胎%所有孕妇的年龄均

为大于
!%

岁#小于
.-

岁%不合并其他重要器官的病变和损伤%

孕妇在妊娠前不合并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血液病%孕妇在妊娠

前不合并糖尿病以及其他慢性代谢性疾病%所有患者均自愿参

加本研究#对本研究具有知情同意权)

$#'

!

排除标准
!

排除非首次妊娠的孕妇%排除两胎或者两胎

以上的孕妇%排除合并其他重大器官病变的孕妇%排除合并恶

性肿瘤的孕妇%排除在妊娠前合并高血压*心脏病的孕妇%排除

妊娠前合并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孕妇%排除不愿参加本研

究的孕妇)

$#1

!

方法
!

要求所有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在就诊期间填

写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一般资料和膳食状况两大部分#其中一

般资料包括年龄*孕前体质量*孕期体质量*身高*家族糖尿病

史*是否饮酒*是否吸烟*文化程度%膳食状况包括孕妇的各种

成分的摄入量$主食*鸡蛋*牛奶*肉类*水果*蔬菜*油类及其

他&及总能量的摄入情况#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一般调查问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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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K=>!%"$

!

V8C#".

!

W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