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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出血性及缺血性脑卒中均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组织结构改变，造成局限性或弥漫性脑功能损伤，而颅
脑ＣＴ或ＭＲＩ等影像学检查技术虽可观察脑卒中患者病灶形态学变化并定位病变部位，但难以判断病变部位神经结构
损伤及功能失调等。体感诱发电位 （ＳＥＰ）是一种敏感且客观的神经电生理检查方法，可反映脑损伤后神经功能，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影像学检查的不足，在脑卒中的早期辅助定位诊断、病情严重程度判断、治疗效果及预后评估中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ＳＥＰ在脑卒中患者中应用价值的研究进展，以期指导临床更好地判断脑卒中患者脑损伤程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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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感诱发电位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ＳＥＰ）首
次由ＤＯＷＳＯＮ于１９４７年提出［１］，是指皮肤或周围神经末梢经

电流或物理刺激后在感觉传导通路及大脑皮质捕获的电活动，

其产生依赖于神经躯体特异性感觉传导通路结构及功能的完整

性［２］，因此ＳＥＰ可用于评估体感通路周围神经组织功能。目
前，ＳＥＰ主要由脉冲电流诱发，不同性质、强度、持续时间、
频率等的刺激可用于定性、定量诊断相关疾病［３］。ＳＥＰ具有安

全无创、敏感客观、特异性高、可重复性好、不受意识及认知

功能影响等优点，可动态监测脑卒中患者病变部位神经传导功

能，现已广泛应用于脑卒中的早期辅助定位诊断、病情严重程

度判断、治疗效果及预后评估等。本文综述了 ＳＥＰ在脑卒中
患者中应用价值的研究进展，以期指导临床更好地判断脑卒中

患者脑损伤程度等。

１　ＳＥＰ概述
１１　检查方法　目前，临床多采用由脉冲电流刺激诱发的瞬
态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ｓｈｏｒｔｌａｔｅｎｃｙ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ＳＬＳＥＰ），其受失语、主观感觉、意识及认知功能
等影响较小［２］。ＳＬＳＥＰ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１）刺激电极：
上肢－正中神经、尺或桡神经，下肢 －腓总神经或胫后神经。
（２）刺激强度：采用矩形脉冲直流电，电流一般控制在５～１５
ｍＡ，持续时间控制在０１～０５ｍｓ，频率控制在１～５Ｈ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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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５０μＶ；刺激强度一般为感觉阈的３～４倍或运动阈的１３
～１５倍，一般以达到同侧拇指或小指 （趾）初见收缩为宜

（拇指屈曲约１ｃｍ）。（３）刺激接收：一般采用盘状电极或针
电极，皮肤电极阻抗 ＜５ｋΩ，滤波频率为５～３０００Ｈｚ，放大
器灵敏度为１００μＶ，显示器灵敏度为１μＶ，分析时间为２０或
５０ｍｓ，每次叠５００～１０００次或直到波形稳定光滑为止，应重
复测量至少２次并尽量使两次曲线良好重合。（４）记录电极：
记录电极通常放置于刺激电极的对侧，其中双上肢记录电极常

置于对侧双耳连线中点 （Ｃｚ）向后２０或２５ｃｍ、中线左右
旁开７ｃｍ（Ｃ３′或Ｃ４′）、胸锁乳突肌后缘与锁骨交点上方２～
３ｃｍ处 （Ｃ７及 Ｅｒｂ点）；双下肢记录电极常置于 Ｃｚ正中后
２０或２５ｃｍ（Ｃ′ｚ）、点 （ＰＦ）或马尾部 （ＣＥ）。（５）参
考电极：参照脑电图 （ＥＥＧ）国际１０～２０系统定位，置于中
线额顶中央区 （ＦＰｚ）、额中央区 （Ｆｚ）、两耳垂或乳突部位。
１２　ＳＥＰ主要波形的神经发生源　由于ＳＬＳＥＰ潜伏期较稳定、
各波形的神经发生源相对明确而在临床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

用［３－６］，其主要波形的神经发生源如下： （１）上肢 （刺激正

中神经）：Ｎ９←臂丛电位，Ｎ１１←颈髓入口处或后索，Ｎ１３←
下段颈髓后角突触后电位，Ｎ１４←脑干内侧丘系，Ｎ１８←脑干
与丘脑，Ｎ２０←顶叶中央后回一级体感皮质，Ｎ３０←丘脑向运
动区的直接投射，Ｎ３５←细径纤维经丘脑腹后外侧核投射到一
级体感皮质 （Ｓ１），Ｎ６０←脑干非特异性多突触通道中介的皮
质电位，Ｐ９←臂丛远端远场电位，Ｐ１１←颈髓后索远场电位，
Ｐ１３←脑干下端内侧丘系交叉后起始部位，Ｐ１５←丘脑及其邻
近内丘系，Ｐ２２←丘脑向运动区的直接投射，Ｐ２５←顶叶后中
央回一级体感皮质的另一个原发反应，Ｐ４５←顶叶感觉皮质联
合区；（２）下肢 （刺激胫后神经）：ＰＦ电位←胫后神经动作
电位，ＣＥ电位←马尾神经，腰髓电位←腰髓后角节段性突触
后电位，Ｎ２１和Ｎ２４←薄束核突触后电位，Ｎ２７或 Ｐ２７←薄束
核或内丘系，Ｐ３０或 Ｎ３０←内丘系或丘脑，Ｐ４０←一级体感皮
质同一神经发生源，Ｎ５０←顶叶Ｓ１后方，Ｐ６０←顶叶偏后凸面
纵裂内的一级体感区，Ｐ７５分布广泛并与非特异性上行网状结
构相关。目前，关于ＳＥＰ主要波形的神经发生源尚存在争议，
临床多通过刺激上肢腕部正中神经 （潜伏期 ＜２５ｍｓ）而获得
Ｎ９、Ｎ１３、Ｎ１８、Ｎ２０及Ｐ２５波形。
１３　ＳＥＰ分级标准　目前，ＳＥＰ的分级标准尚不统一，临床
主要依据其波形、峰潜伏期、峰间潜伏期、波幅等进行分级，

以Ｊｕｄｓｏｎ分级、Ｚｅｎｔｎｅｒ分级、Ｃａｎｔ分级及 Ｈａｕｐｔ分级较为常
见，其中Ｊｕｄｓｏｎ分级表述较全面、科学，可反映 ＳＥＰ异常程
度变化过程，临床应用较多［１，７－８］。赵红等［１］研究表明，与

Ｚｅｎｔｎｅｒ分级和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量表评分相比，Ｊｕｄｓｏｎ分级能更好
地评估重症脑功能损伤患者脑功能损伤程度，进而指导早期康

复治疗。Ｊｕｄｓｏｎ分级标准如下：双侧中枢神经传导时间
（ＣＣＴ）正常并对称 （双侧ＣＣＴ相差＜０８ｍｓ）为Ⅰ级，单侧
或双侧ＣＣＴ延长或双侧 ＣＣＴ不对称 （双侧 ＣＣＴ差值≥０８
ｍｓ）为Ⅱ级，单侧或双侧Ｎ２０消失为Ⅲ级［９］。

２　ＳＥＰ的优劣势
对于脑卒中患者而言，颅脑 ＣＴ、ＭＲＩ及彩色经颅多普勒

超声 （ＴＣＤ）等影像学检查技术虽能准确地进行定位及定性诊
断，但较难以准确判断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严重程度及评估患者

预后。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早期神经功能改变要早于中枢神

经系统形态学改变和临床症状，而 ＳＥＰ可早期反映脑卒中患
者神经功能改变，较为客观地评估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损伤程

度，有助于脑卒中的早期辅助定位或鉴别诊断，评估患者病情

及预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颅脑ＣＴ等影像学检查技术的不
足［１０－１１］。有学者指出，运动诱发电位 （ＭＥＰ）联合 ＳＥＰ可从
不同角度反映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及认知功能损伤程度［１２］，

同时ＳＥＰ对脑卒中的灵敏度及诊断准确率均高于颅脑ＣＴ等影
像学检查技术，可在发病后 ２４ｈ甚至更早进行检测［１３］。但

ＳＥＰ也有一定局限性，如必须在病变影响躯体感觉传导通路完
整性时才能发挥作用、虽可早期敏感地反映传导通路各部分联

系纤维及大脑皮质损伤情况但对疾病的定性诊断缺乏特异性

等。此外，ＳＥＰ潜伏期、波形及波幅等易受年龄、性别、温
度、身高、睡眠、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状态或某些技术性、药物

性及病理性因素等干扰，会影响准确性及疾病的预后评估。

３　ＳＥＰ在脑卒中的应用价值
脑卒中是指局部脑血管急性出血或梗死导致突发性血液循

环障碍并造成脑组织广泛缺血、缺氧、水肿甚至坏死而引起的

神经功能缺损综合征，其主要神经病理改变包括脑神经传导通

路破坏、传导兴奋功能受抑制、传导速度减慢或消失等。蛛网

膜下腔出血 （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ＳＡＨ）、脑出血及脑梗
死是主要的脑卒中类型，所有类型脑卒中早期由于脑局部血液

循环或代谢异常而对其下级神经元运动支配和感觉传导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导致 ＳＥＰ变化［１４－１６］。ＳＥＰ的产生依赖于
躯体感觉传导通路的完整性，因此动态观察 ＳＥＰ变化有利于
评估感觉障碍范围和程度，评估运动系统障碍，并指导康复治

疗等。

３１　ＳＥＰ与ＳＡＨ　研究表明，ＳＡＨ患者早期患侧 ＳＥＰＮ１３～
Ｎ２０即可出现潜伏期延长，且其波幅会随缺血时间延长而逐渐
减弱或消失，而患侧 ＣＣＴ明显延长的患者预后较差，ＳＥＰ异
常程度与患者转归密切相关。ＳＡＨ所致脑血管痉挛可加剧脑
灌注量减少，继而导致感觉神经传导通路异常及 ＳＥＰ潜伏期
延长。文立等［１７］研究通过对比 ＳＡＨ患者经前列腺素 Ｅ１脂微
球载体制剂治疗及常规治疗后 ＳＥＰ变化发现，采用前列腺素
Ｅ１脂微球载体制剂治疗的患者脑血管痉挛发生率低于采用常
规治疗者 （Ｐ＜００５），ＳＥＰＮ２０峰潜伏期明显缩短 （Ｐ＜
００５），且随着病情好转ＳＥＰＮ２０峰潜伏期逐渐恢复正常，提
示ＳＥＰ潜伏期可间接反映 ＳＡＨ患者脑血管痉挛严重程度并有
效地评估患者预后。ＷＡＮＧ等［１８］研究指出，颅内动脉瘤所致

ＳＡＨ患者术后４８ｈ可出现 ＳＥＰＮ２０峰间潜伏期及 ＣＣＴ延长，
且ＳＥＰＮ２０峰间潜伏期及 ＣＣＴ延长的患者随访２个月后预后
多不良，证实ＳＥＰ可作为评估 ＳＡＨ患者手术必要性的可靠指
标［１８－１９］。马婉等［２０］通过对５０例 ＳＡＨ所致昏迷患者发病后１
～２ｄ、１周及１个月进行动态脑电图 （ＡＥＥＧ）、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 （ＢＡＥＰ）、ＳＥＰ检查发现，三者分级愈高，ＳＡＨ所致昏
迷患者预后不良率越高，提示 ＡＥＥＧ、ＢＡＥＰ、ＳＥＰ分级均与
ＳＡＨ所致昏迷患者预后有关，但由于 ＳＥＰ主要反映皮质及皮
质下感觉神经传导通路功能状态，因此建议三者联合检测并结

合影像学检查结果以更精确地评估ＳＡＨ所致昏迷患者预后。
３２　ＳＥＰ与脑出血　脑出血指非创伤性脑实质内出血，可造
成出血周围组织水肿及炎性细胞浸润，继而导致神经运动及感

觉传导通路功能损伤。与脑梗死不同的是，部分脑出血患者神

·２·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经功能缺损症状恢复良好，甚至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何庆璋

等［２１］通过对６８例急性脑出血住院患者随访３个月发现，预后
良好者发病４８ｈ内及１个月ＢＡＥＰ、ＳＥＰ正常率高于预后不良
者 （Ｐ＜００５），而颅脑ＣＴ检查结果及 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量表评分
则无明显差异。阮征［２２］进行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脑出血伴意识障碍患者 ＳＥＰ分级与发病６个月后清醒率
有关，ＳＥＰ分级越高则患者清醒率越低。ＭＩＳＲＡ等［２３］通过分

析２２例丘脑出血患者发病时和发病３个月后ＭＥＰ和正中神经
ＳＥＰ发现，病变累及丘脑外侧且患侧 ＭＥＰ和 ＳＥＰ持续性消失
提示预后不良，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血肿压迫丘脑腹后外侧核而

影响深感觉通路传导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经颅脑 ＣＴ检查证
实的单侧基底核、内囊、丘脑或脑叶出血或梗死患者 ＳＥＰ缺
如或异常与病灶大小、位置间没明显相关关系，因此 ＳＥＰ仅
具有辅助定位作用，病灶的准确定位还需结合影像学检查结

果等［２４］。

３３　ＳＥＰ与脑梗死　脑梗死早期即脑灌注量降低至神经元功
能损伤阈值但无明显临床表现时ＳＥＰ便可发生异常，因此ＳＥＰ
可对早期脑梗死进行辅助性定性诊断，其通常表现为 ＣＣＴ延
长，当缺血面积扩大并累及大脑皮质时则会出现波幅下降，且

随着脑灌注量逐渐减少ＳＥＰ电活动逐渐消失［２５］。刘青蕊等［２６］

通过分析７１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入院及发病２个月时ＳＥＰ发现，
早期脑梗死患者多出现患侧 Ｎ２０、Ｐ２５消失，Ｎ１３～Ｎ２０峰间
潜伏期及 ＣＣＴ延长，且部分未出现明显感觉障碍的患者也可
出现ＳＥＰ异常，尤其以脑叶及丘脑梗死患者表现突出，同时
ＳＥＰ异常程度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ＮＩＨＳＳ）评分
呈正相关。肖淑英等［２７］研究指出，双侧ＳＬＳＥＰＮ２０联合ＢＡＥＰ
Ⅴ波单侧或双侧分化不良／消失是大面积脑梗死患者预后不良
的敏感指征，且以发病第４～７天最为敏感。ＲＯＬＬＮＩＫ［１５］研究
认为，发病２周内 ＳＥＰ单侧或双侧消失的脑梗死患者预后较
差；李梅笑等［２８］研究发现，ＢＡＥＰ、ＥＥＧ及ＳＥＰ可从不同侧面
反映脑梗死累及脑干或双侧大脑皮质所致传入通路障碍及昏迷

程度，且ＳＥＰ对脑血管病伴昏迷患者预后评估的特异度、灵
敏度及准确率均高于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量表评分 （Ｐ＜００５）。

根据ＳＥＰ主要波形的神经发生源可辅助脑梗死定位：脑
梗死累及内侧丘系主要表现为 Ｎ２０及 ＣＣＴ延长，累及丘脑主
要表现为Ｎ１６、Ｎ２０、Ｐ２５波幅降低或消失、Ｎ２０潜伏期延长，
累及内囊主要表现为 Ｎ２０波幅降低或消失、峰潜伏期延长及
晚成分Ｎ６０异常，侵及中央后回主要表现为 Ｎ２０、Ｐ２５、Ｐ４５
波幅降低或消失，累及顶叶主要表现为 Ｎ２０、Ｐ２５波幅降低或
消失，累及额叶主要表现为Ｐ２０、Ｐ２２、Ｎ３０、Ｎ３５波幅降低或
消失，累及皮质下白质主要表现为Ｎ２０峰潜伏期延长及Ｐ２０～
Ｐ２５、Ｎ１３～Ｎ２０峰间潜伏期延长，累及中脑 －桥脑主要表现
为Ｎ１６、Ｎ１８波幅降低或消失及Ｎ１６峰潜伏期延长，累及延髓
主要表现为Ｎ１３、Ｐ１４波幅下降［９，２９］。

４　ＳＥＰ评估脑卒中患者预后
脑卒中患者大脑皮质神经功能具有一定可塑性，受损的皮

质功能可由周围脑组织进行代偿，而其代偿情况与患者恢复程

度及预后有关，因此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的评估可反映

脑功能损伤程度及预测患者预后。ＳＥＰ属感觉诱发电位，可敏
感地反映特殊感觉传导通路异常。研究表明，ＳＥＰＮ２０消失可
作为神经功能损伤的敏感指标，其峰潜伏期异常变化可反映视

神经功能障碍程度；与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量表评分、ＥＥＧ、颅脑ＣＴ
及ＭＲＩ检查等相比，ＳＥＰ对脑卒中患者脑功能及预后评估更
客观、灵敏［３０－３２］。肖湘等［３３］研究发现，脑卒中急性期患者尤

其是存在感觉障碍的患者患侧 ＳＥＰＮ２０潜伏期较健侧明显延
长，振幅较健侧明显减低或消失，且急性期患侧正中神经 ＳＥＰ
Ｎ２０潜伏期与 ３个月后患侧上肢 ＦＭＡ评分成负相关 （Ｐ＜
００５），表明ＳＥＰ与急性期脑卒中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预后有
关，可作为后期肢体功能康复的独立预测因素［５，１１，３３］。ＫＥＲＥＮ
等［３４］研究指出，正中神经 ＳＥＰ潜伏期变化与脑卒中患者预后
相关，且潜伏期消失者运动功能恢复情况及预后较差。

５　小结与展望
ＳＥＰ有助于早期、及时、准确地判断脑卒中患者脑损伤程

度，在脑卒中早期辅助定位诊断、病情严重程度判断及预后评

估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但由于 ＳＥＰ受诸多干扰因素
影响且部分 ＳＥＰ波形的神经发生源尚不明确，因此 ＳＥＰ通常
作为脑卒中的辅助诊疗手段，临床应用时还需结合患者临床表

现及其他检查结果而做出全面、客观的判断［３５－３９］。目前，联

合神经影像学检查分析特定脑损伤部位损伤程度与 ＳＥＰ各波
形潜伏期、波幅改变相关性的研究报道仍相对匮乏，而关于脑

卒中患者康复过程中 ＳＥＰ变化的随访研究缺乏多中心、大样
本量、长期观察，因此 ＳＥＰ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仍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１］赵红，宿英英，丁宁．两种体感诱发电位分级标准对重症脑功能
损伤预后预测的比较 ［Ｊ］．脑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３）：
１７１－１７４．

［２］宿英英．脑损伤后昏迷评估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３］刘名顺．体感诱发电位与体感诱发电位地形图及其临床应用
［Ｊ］．现代电生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９（１）：３８－４４．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４５８．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３．

［４］胡文辉，杨诗球．体感诱发电位的研究进展 ［Ｊ］．国外医学：神
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１９８８，１５（６）：２９３－２９５．

［５］刘付星．体感诱发电位在脑卒中患者功能及预后中的预测价值
［Ｄ］．昆明：昆明医科大学，２０１３．

［６］潘映辐．临床诱发电位学 ［Ｍ］．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７］赵红，宿英英．体感诱发电位的分级标准 ［Ｊ］．中华老年心脑血
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６（４）：２８３－２８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９－０１２６．２００４．０４．０２９．

［８］赵红，宿英英．体感诱发电位分级标准与脑功能损伤的预后预测
［Ｊ］．中国急救医学，２００３，２３（１２）：８４９－８５０．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９４９．２００３．１２．０１１．

［９］张丽萍．脑梗死患者躯体感觉诱发电位、运动诱发电位及皮层磁
刺激静息期检查的临床价值 ［Ｄ］．天津：天津医科大学，２０１４．

［１０］王乾．神经电生理监测重症脑血管病脑功能及预后评价 ［Ｄ］．
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１５．

［１１］ ＭＥＹＥＲ Ｓ，ＫＡＲＴＴＵＮＥＮ Ａ Ｈ，ＴＨＩＪＳＶ，ｅｔａｌ．Ｈｏｗ ｄｏ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ｍａｎｄｈ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ｔｏ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Ｊ］．ＰｈｙｓＴｈｅｒ，２０１４，９４ （９）：１２２０
－１２３１．

［１２］ＫＩＭＨＪ，ＨＡＮＳＪ．Ａｎｏｄ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２５卷第１２期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ｎ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Ｍｉｌｄ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ｉｎ
Ｒａｔｓ［Ｊ］．ＮｅｕｒａｌＰｌａｓｔ，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１３７２９４６．ＤＯＩ：１０．
１１５５／２０１７／１３７２９４６．

［１３］朴虎男，金鲜花，吴光．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瞬目反射及运动
诱发电位联合检测对脑卒中昏迷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 ［Ｊ］．延
边大学医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３）：２２３－２２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８２４．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９．

［１４］康志新，吴宝水，肖丽萍，等．脑梗死患者不同时间体感诱发
电位潜伏期变化分析 ［Ｊ］．人民军医，２０１３，５６（４）：４２５
－４２６．

［１５］ＲＯＬＬＮＩＫＪＤ．Ｍａ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ｈｅｌｐ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ａｒｌｙ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ＢＭＣ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１）：２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２８８３－０１５－
０４９６－９．

［１６］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Ｄ， ＶＯＬＬＯＮＯ Ｃ， ＤＥＬ ＰＩＥＲＯ Ｉ， ｅｔ ａｌ．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Ｊ］．Ｃｌｉｎ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３
（１０）：２０５０ － ２０５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ｃｌｉｎｐｈ．２０１２．
０３．００９．

［１７］文立，李善泉，戴炯．ＬｉｐｏＰＧＥ１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体感诱
发电位的影响 ［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２００７，２７
（３）：２４６－２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１５．２００７．
０３．００２．

［１８］ＷＡＮＧＡＤ，ＣＯＮＥＪ，ＳＹＭＯＮＬ，ｅｔａｌ．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ｌＳＡＨ［Ｊ］．
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１９８４，６０（２）：２６４－２６８．ＤＯＩ：１０．３１７１／ｊｎｓ．
１９８４．６０．２．０２６４．

［１９］ＣＨＵＤＹＤ，ＤＥＬＥＴＩＳＶ，ＡＬＭＡＨＡＲＩＱＦ，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ｂｒａ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１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２０１７：１－１０．ＤＯＩ：１０．３１７１／２０１６．１０．ＪＮＳ１６１０７１．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

［２０］马婉，郭骅．动态脑电图、脑干听觉及体感诱发电位在评估蛛
网膜下腔出血昏迷患者预后的应用分析 ［Ｊ］．中国当代医药，
２０１４，２１（１９）：３７－３８，４１．

［２１］何庆璋，陈后勤．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及体感诱发电位测定对急
性脑出血预后评估的价值 ［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４）：
４０３－４０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０３９９．２０１２．
０４．００７．

［２２］阮征．体感诱发电位在脑出血脑外伤意识障碍患者清醒预测中
的临床应用 ［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５，１３（１１）：４１－４２．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３３／ｊ．ｃｎｋｉ．ｃｆｍｒ．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８．

［２３］ＭＩＳＲＡＵＫ，ＫＡＬＩＴＡＪ．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ａｌａｍｉｃ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Ｊ］．ＣｌｉｎＮｅｕｒｏｌ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１９９６，９８（４）：２９１
－２９８．

［２４］柯将琼，王小同，黄健康，等．脑出血患者的体感诱发电位与
肢体瘫痪预后的关系 ［Ｊ］．温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３７（３）：
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２１３８．２００７．
０３．０２０．

［２５］朱育年，谭来勋．检测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评估脑梗死患者
肢体运动障碍程度及预后的意义 ［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２０１７，２０（７）：５５－５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１１０．
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２．

［２６］刘青蕊，徐秋霜，段宏伟，等．ＳＥＰｓ在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应用
研究 ［Ｊ］．现代电生理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５（３）：１５１－１５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４５８．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８．

［２７］肖淑英，宿英英，张艳，等．诱发电位预测重症脑卒中患者不
良预后时机研究 ［Ｊ］．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５，１５
（１２）：９４４－９４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６７３１．２０１５．
１２．００４．

［２８］李梅笑，蒙巍，雷皇英．诱发电位与脑电图联合检测对脑血管
病昏迷患者预后的评估 ［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０，
１３（１７）：１８－２０．

［２９］杨小旺．体感诱发电位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急性脑梗死中的
应用价值 ［Ｄ］．苏州：苏州大学，２００７．

［３０］李琛．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在急性脑梗死患者预后评估中的
价值 ［Ｄ］．南京：东南大学，２０１６．

［３１］代自烽，黄其林．听觉诱发电位及体感诱发电位在颅脑外伤致
昏迷患者的应用 ［Ｊ］．中华神经创伤外科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２
（２）：１１６－１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７／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９１４１．
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４．

［３２］ ＳＯＮＧ Ｙ，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Ｒ， ＲＥＤＤＹ Ｊ．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ｉｎ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ｉｎ
ｈｙｐｏｘ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Ｊ］．Ｎｅｕｒｏｌ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６，６４（３）：３９６
－４０４．ＤＯＩ：１０．４１０３／００２８－３８８６．１８１５５５．

［３３］肖湘，黄东锋，曹黎明，等．体感诱发电位和脑卒中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结局的关系 ［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０
（７）：６９６－６９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２４２．２０１５．
０７．０１３．

［３４］ＫＥＲＥＮＯ，ＲＩＮＧＨ，ＳＯＬＺＩＰ，ｅｔａｌ．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ｒｏｋ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１９９３，２４（１２）：１７８９
－１７９３．

［３５］张建刚，杨清成．脑功能多元化监测对重症脑血管病脑功能及
预后评估的价值 ［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６，１９
（２３）：１１７－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１１０．２０１６．
２３．０７２．

［３６］ＨＯＲＮＪ，ＴＪＥＰＫＥＭＡ－Ｃ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ＳＭ Ｃ．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
［Ｊ］．Ｓｅｍｉｎ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７，３７（１）：６０－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５／ｓ
－００３６－１５９４２５２．

［３７］ＳＵＴＴＥＲＭ，ＨＥＲＳＣＨＥＯ，ＬＥＵＮＩＧＭ，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ｎｇ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ｉｐ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２０１２，９４（２）：１７９－
１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０２／０３０１－６２０Ｘ．９４Ｂ２．２８０１９．

［３８］ ＣＨＡＥ ＳＨ，ＫＩＭ ＳＨ，ＣＨＯＩＳ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ｅｓｏｆ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Ｃｏｍａ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ｒｒｅｓｔ［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２８（４）：３００．

［３９］邱素丽，陈美珍，陈秀娟，等．ＢＡＥＰ、ＳＥＰ和ＮＳＥ作为急性脑
卒中昏迷预后判断指标的分析 ［Ｊ］．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６，
２７（４）：７３０－７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５）
（本文编辑：宋朋花）

·４·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