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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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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创伤性颅脑损伤 （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１月在东莞市大朗医院行开颅手术的ＴＢＩ患者６４例，根据开颅术中是否发生急性脑膨出分为膨出组１４例和未
膨出组５０例。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１年，比较两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率；ＴＢＩ患者开颅
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高血压病史、抗凝药物服用史、
对侧颅骨骨折发生率、术前体温、术前颅内压、术前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ＧＣＳ）评分、血小板计数 （ＰＬＴ）及凝血酶
原时间 （Ｐ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性别、损伤类型、糖尿病病史、吸烟史、受伤至手术
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随访１年，膨出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率高于未膨出组 （Ｐ＜
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抗凝药物服用史 〔ＯＲ＝２３６，９５％ＣＩ（１７７，３４２）〕、对侧颅骨骨折
〔ＯＲ＝２５６，９５％ＣＩ（１９５，３３５）〕、术前体温 〔ＯＲ＝１６７，９５％ＣＩ（１０４，２６６）〕、术前颅内压 〔ＯＲ＝４２６，
９５％ＣＩ（１７０，１０７０）〕和术前ＧＣＳ评分 〔ＯＲ＝８３３，９５％ＣＩ（４３５，１５９６）〕是 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
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结论　开颅术中发生急性脑膨出的ＴＢＩ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率较高，而抗凝药物服用
史、对侧颅骨骨折、术前体温、术前颅内压及术前ＧＣＳ评分是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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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交通事故发生量明显
增多，而创伤性颅脑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ＴＢＩ）
是交通事故中的常见损伤类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ＴＢＩ是中青年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１］。ＴＢＩ是在原
发性损伤和继发性损伤共同作用下造成脑组织肿胀、颅

内压升高所致脑组织移位，患者脑组织创伤严重且易并

发脑疝，进而增加患者病死率。手术治疗尤其是去骨瓣

减压术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ＤＣ）可有效减轻
ＴＢＩ患者颅内压，改善患者预后，已在临床广泛应
用［２］，但需要注意预防患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发生。急

性脑膨出是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中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其发生率较高，不仅影响手术进程，还可以造成脑组织

二次损伤，增加患者死亡风险。目前，ＴＢＩ患者术中急
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尚不明确。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６４例ＴＢＩ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
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月在东莞
市大朗医院行开颅手术的ＴＢＩ患者６４例，均有创伤史，
且经影像学检查确诊。根据开颅术中是否发生急性脑膨

出将所有患者分为膨出组１４例和未膨出组５０例。急性
脑膨出诊断标准：（１）脑组织由骨窗内缘向外膨出≥１
ｃｍ，脑组织受骨窗缘卡压明显，脑搏动明显减弱或无
法触及，脑组织无法还纳； （２）脑组织由骨窗内缘向
外膨出＜１ｃｍ，但复查 ＣＴ检查显示迟发性血肿、新发
大面积脑梗死或弥漫性脑水肿； （３）通过积极脱水治
疗和／或过度通气无法缓解［３］。

１２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
者年龄、性别、损伤类型、既往史 （高血压、糖尿病、

吸烟）、抗凝药物服用史、对侧颅骨骨折发生情况、受

伤至手术时间、术前体温、术前颅内压、术前格拉斯哥

昏迷量表 （ＧＣＳ）评分、血小板计数 （ＰＬＴ）、凝血酶
原时间 （ＰＴ）。采用贝克曼库尔特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
套试剂检测ＰＬＴ；采用贝克曼库尔特ＡＣＬ－ＴＯＰ型全自
动凝血分析仪检测ＰＴ。
１３　随访　所有患者出院后每 ２～３个月电话随访 １
次，每６个月门诊随访１次，随访１年，记录患者全因
死亡和后遗症发生情况，后遗症包括脑积水、颅内感

染、癫痫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ＴＢＩ患者开
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 （双侧）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年龄、高血压病史、抗凝
药物服用史、对侧颅骨骨折发生率、术前体温、术前颅

内压、术前ＧＣＳ评分、ＰＬＴ及 Ｐ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性别、损伤类型、糖尿
病病史、吸烟史、受伤至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ｕｔ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ｃｅｌｅ ｉｎ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ｒａｎｉｏｔｏｍｙ

临床特征
膨出组
（ｎ＝１４）

未膨出组
（ｎ＝５０）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ｘ±ｓ，岁） ４５６±１５３ ３９７±１６６ ０２３７ａ ＜００５
性别〔ｎ（％）〕 ０８４７ ＞００５
　男 ８（５７１） ３０（６００）
　女 ６（４２９） ２０（４００）
损伤类型〔ｎ（％）〕 ００８２ ＞００５
　车祸伤 １０（７１４） ３６（７２０）
　坠落伤 ２（１４３） ８（１６０）
　殴打伤 ２（１４３） ６（１２０）
高血压病史〔ｎ（％）〕 ３（２１４） １８（３６０） ０４９６ ＜００５
糖尿病病史〔ｎ（％）〕 ２（１４３） ９（１８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５
吸烟史〔ｎ（％）〕 ４（２８６） １７（３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５
抗凝药物服用史〔ｎ（％）〕 ６（４２９） ８（１６０） ４６１２ ＜００５
对侧颅骨骨折〔ｎ（％）〕 １２（８５７） ２１（４２０） ６８３９ ＜００５
受伤至手术时间（ｘ±ｓ，ｈ） ４０±２２ ３８±２０ ０３２４ａ ＞００５
术前体温（ｘ±ｓ，℃） ３８１±０６ ３７３±０５ ５０６３ａ ＜００５
术前颅内压〔ｎ（％）〕 －３２４６ ＜００５
　２５～３５ｍｍＨｇ １`（７１） １２（２４０）
　３６～６０ｍｍＨｇ ３（２１４） ２８（５６０）
　＞６０ｍｍＨｇ １０（７１４） １０（２００）
术前ＧＣＳ评分〔ｎ（％）〕 －２１１５ ＜００５
　３～５分 ５（３５７） ８（１６０）
　６～８分 ５（３５７） １２（２４０）
　９～１２分 ３（２１４） ２０（４００）
　１３～１５分 １（７１） １０（２００）
ＰＬＴ（ｘ±ｓ，×１０９／Ｌ） ９５６±１３２ １２５３±２１４ －４９２１ａ ＜００５
ＰＴ（ｘ±ｓ，ｓ） １６２±３５ １４３±２７ ２１７７ａ ＜００５

　　注：ＧＣＳ＝格拉斯哥昏迷量表，ＰＬＴ＝血小板计数，ＰＴ＝凝血酶

原时间；ａ为ｔ值；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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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率比较　随访
１年，膨出组患者全因死亡率为６４３％ （９／１４）；发生
脑积水５例、颅内感染３例、癫痫５例，后遗症发生率
为９２９％。未膨出组患者全因死亡率为 ２００％ （１０／
５０）；发生脑积水５例、颅内感染４例、癫痫４例，后
遗症发生率为２６０％。膨出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
发生率高于未膨出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值为
９６５０、２０２６８，Ｐ＜００５）。
２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
统计学差异的指标为自变量，以急性脑膨出为因变量

（变量赋值见表２）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抗凝药物服用史、对侧颅骨骨折、术前体温、术

前颅内压和术前ＧＣＳ评分是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
出的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变量赋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变量 赋值

年龄 ≤４０岁＝０，４１～６０岁＝１，＞６０岁＝２

高血压病史 无＝０，有＝１

抗凝药物服用史 无＝０，有＝１

对侧颅骨骨折 无＝０，有＝１

术前体温 ＜３７５℃＝０，≥３７５℃＝１

术前颅内压
２５～３５ｍｍＨｇ＝１，３６～６０ｍｍＨｇ＝２，

＞６０ｍｍＨｇ＝３

术前ＧＣＳ评分 ３～５分＝１，６～８分＝２，
９～１２分＝３，１３～１５分＝４

ＰＬＴ ＜１００×１０９／Ｌ＝０，≥１００×１０９／Ｌ＝１
ＰＴ ＜１４ｓ＝０，≥１４ｓ＝１

急性脑膨出 无＝０，有＝１

表３　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ｕｔ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ｃｅｌｅｉｎ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ｒａｎｉｏｔｏｍｙ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ＯＲ（９５％ＣＩ） Ｐ值

年龄 ０３０ ０５９ １２６ １３５（０４２，４３１） ＞００５

高血压病史 －０１４ ０１０ １８５ ０８７（０７１，１０６） ＞００５

抗凝药物服用史 ０８６ ０１５ ６９８ ２３６（１７７，３４２） ＜００５

对侧颅骨骨折 ０９４ ０１４ ８６６ ２５６（１９５，３３５） ＜００５

术前体温 ０５１ ０２４ ４４５ １６７（１０４，２６６） ＜００５

术前颅内压 １４５ ０４７ ９３６ ４２６（１７０，１０７０） ＜００５

术前ＧＣＳ评分 ２１２ ０３３ １１０７ ８３３（４３５，１５９６） ＜００５

ＰＬＴ －０５１ ０５３ １２９ ０６０（０２１，１７０） ＞００５

ＰＴ ０６４ ０４９ １６７ １９０（０７３，４９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脑膨出是指在脱水或过度通气治疗过程中因开

颅后脑组织膨出骨窗内缘而无法回纳所引起的一系列表

现，迟发性血肿形成、迟发性大面积脑梗死及弥漫性脑

组织肿胀是导致急性脑膨出的重要原因［４］。本研究结果

显示，随访１年，膨出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
率均高于未膨出组，提示开颅术中发生急性脑膨出的

ＴＢＩ患者预后较差，故预防急性脑膨出有利于改善患者
预后。本研究进一步分析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
的影响因素发现，抗凝药物服用史、对侧颅骨骨折、术

前体温、术前颅内压和术前ＧＣＳ评分是ＴＢＩ患者开颅术
中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

有研究表明，近期服用抗凝药物［５］和颅内压升高［６］

（颅内压≥３５ｍｍＨｇ）的ＴＢＩ患者骨窗对侧和窦汇区脑
组织在发生创伤后已开始形成血肿，但由于颅内高压的

压迫作用而导致影像学检查较难发现血肿；患者开颅术

中打开骨窗后颅内压得到有效释放，压迫作用减弱或消

失，上述损伤部位开始逐渐形成血肿，开颅后血肿膨出

颅脑外缘而形成脑膨出。ＷＡＮＧ等［７］研究表明，术前实

施控制性降压治疗可抑制患者迟发性血肿形成、迟发性

大面积脑梗死及弥漫性脑组织肿胀，且患者术中脑膨出

发生率低于未实施控制性降压治疗者。因此，术前有效

处理颅内高压可有效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及预防急性脑膨

出［８］。与上述情况类似，发生对侧颅骨骨折的 ＴＢＩ患者
骨折部位在颅内压减低后迅速形成血肿，从而将脑组织

向骨窗挤压，造成脑膨出。ＴＡＬＢＯＴＴ等［９］研究结果显

示，术前存在对侧颅骨骨折的颅脑损伤患者术中和术后

相应部位均会逐渐形成血肿。

颅脑损伤特别是脑干损伤患者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

可能发生原发性或继发性损伤，进而导致体温失调，以

体温升高较为常见。高体温 （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尤其是核
心体温超过３８５℃时患者脑组织、细胞代谢会发生严
重紊乱，进而促进和加剧脑组织水肿，导致弥漫性脑组

织肿胀、颅内压进一步升高，增加急性脑膨出发生风

险［１０］。临床研究表明，相关激素调节中枢损伤会引发

脑组织肿胀，如儿茶酚胺类物质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

异常可促进脑血流量增加及脑组织肿胀程度加重，进而

导致弥漫性脑组织肿胀［１１］。因此，在颅内压监测下行

持续性脑脊液减压、促进脑干调节中枢功能恢复可有效

预防和治疗弥漫性脑组织肿胀［１２－１４］。

ＧＣＳ是临床常用的神经功能评估量表。临床研究表
明，ＧＣＳ≤５分者常合并对侧颅骨骨折、弥漫性脑组织
肿胀、动脉损伤和对冲伤等，颅内压和脑组织水肿发生

率较高［１５－１６］，患者病情较复杂，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

出发生风险较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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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开颅术中发生急性脑膨出的 ＴＢＩ患者全
因死亡率和后遗症发生率较高，抗凝药物服用史、对侧

颅骨骨折、术前体温、术前颅内压及术前 ＧＣＳ评分是
ＴＢＩ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应引起临床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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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本研究探讨了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中急

性脑膨出的危险因素，临床资料收集较全面、统计

学处理得当、引用文献较权威，对临床有效预防创

伤性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具有一定指

导价值；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为回顾性研究，存

在一定回忆偏倚，服用抗凝药物、对侧颅骨骨折、

术前体温、术前颅内压及术前 ＧＣＳ评分与创伤性
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因果关系及具

体作用机制等仍需大样本量前瞻性研究进一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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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撰写论文、成文并对文章负责；李柱辉进行试验

实施、评估、资料收集；吕建光进行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１］中华神经外科学会神经创伤专业组颅脑创伤去骨瓣减压术中国

专家共识 ［Ｊ］．中华神经创伤外科电子杂志，２０１５，１（２）：６

－８．

［２］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ＰＪ，ＫＯＬＩＡＳＡＧ，ＴＩＭＯＦＥＥＶＩＳ，ｅｔａｌ．Ｔｒｉａｌ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Ｎ 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７５（１２）：１１１９－１１３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１６０５２１５．

［３］张春雷，王玉海，何建青，等．弥漫性脑肿胀患者双侧开颅术中

急性脑膨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

（ ６ ）： ６１４ － ６１６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２３４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９．

［４］徐勤义，董吉荣，蔡学见，等．颅脑外伤术中脑膨出的分型及治

疗 ［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２３－１２７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２３４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５．

［５］ＨＡＤＪＩ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ＧＦ，ＡＮＡＧＮＯＳ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Ｃ，ＣＨＡＭＩＬＯＳＣ，

ｅ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ｎ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ＨｅａｄＴｒａｕｍａ：Ｉ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ＴＳｃａｎＥｎｏｕｇ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Ｃａｓ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Ｓｕｂｄｕｒａｌ

Ｈａｅｍａｔｏｍａ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Ｋｏｒｅａｎ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Ｓｏｃ，２０１４，５５（１）：５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４０／ｊｋｎｓ２０１４５５１５１．

［６］ＢＡＲＴＨ?ＬＥＭＹＥＪ，ＭＥＬＩＳＭ，ＧＯＲＤＯＮＥ，ｅｔ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６，８８ （４）：４１１ － ４２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ｗｎｅｕ２０１５１２０４４．

［７］Ｗ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Ｃ，Ｙ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Ｊ］．Ｔｕｒｋ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２４（２）：２１４－２２０ＤＯＩ：１０５１３７／１０１９－

５１４９ＪＴＮ８１３５－１３１．

［８］ＬＩＵＨ，ＸＵＲ，Ｙ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ｓａ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ｔｏｒｉｎ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Ｊ］．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６， ７ （３８）： ６２６５７ －

６２６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８６３２／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１１６３２．

［９］ＴＡＬＢＯＴＴＪＦ，ＧＥＡＮＡ，ＹＵＨ ＥＬ，ｅｔａｌ．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Ｃ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ｒｉｓｋｏｆａｄｅｌａｙｅｄ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Ｊ］．

ＡＪＮＲＡｍ 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４，３５（１０）：１９３０－１９３５ＤＯＩ：

１０３１７４／ａｊｎｒＡ４００１．

［１０］ＬＩＵＳ，ＷＡＮＸ，Ｗ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ＡｃｔａＮｅｕｒｏｃｈｉｒ（Ｗｉｅｎ），２０１５，１５７

（１０）：１６９７－１７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７０１－０１５－２５５９－５．

［１１］ＣＨＥＮＷ，ＳＨＥＮＧＪ，ＰＥＮＧＧ，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ａｃｕｔ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ｂｒａｉｎ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Ｂｕｌｌ，２０１７，１３０（４）：

４７－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ｂｕｌｌ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３．

［１２］ＡＮＤＲＡＤＥＡＦ，ＰＡＩＶＡＷＳ，ＡＭＯＲＩＭＲ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ｄｉｆｆｕｓｅｂｒａｉｎ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Ｊ］．ＡｒｑＮｅｕｒｏｐｓｉｑｕｉａｔｒ，２０１１，６９（１）：７９－８４．

［１３］ＹＯＯＮＳＹ，ＰＡＲＫＳＨ，ＨＷＡＮＧＪＨ，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ｅｔｏ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１６，１２

（１）：３４－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００４／ｋｊｎｔ２０１６１２１３４．

［１４］华春晖，薛泳华，刘春，等．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联合颅内

压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中的应用及对预后的影响 ［Ｊ］．疑难病

杂志，２０１５，１４（６）：５６８－５７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６４５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５．

［１５］马一鸣．颅脑损伤患者术后迟发性颅内血肿的影响因素研究

［Ｊ］．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３）：２７－３０，３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５９７１．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８．

［１６］何建青，王玉海，陈进艳，等．颅脑损伤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

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０

（１１）： １１４１ － １１４４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２３４６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６．

［１７］邱炳辉，漆松涛，曾浩，等．双侧脑挫裂伤的手术治疗策略

［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３（２３）：１７９１－１７９４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３２３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８）

（本文编辑：谢武英）

·２２·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５　Ｎｏ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