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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8要!目的8系统评价丙戊酸钠与地西泮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W?-?,*NFEDAF?E5,*# WN"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8按照

L65+<-.A系统评价的要求#制定纳入与排除标准$ 计算机检索 L65+<-.A图书馆&\A@DE.A&N7K-*A&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收集国内外关于丙戊酸钠与地西泮治疗 WN的随机或半随机对照试验$ 按系统评价的

方法#由三名研究者独立进行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采用 hAG\-. 94# 软件进行 \A?-分析$ 结果8共纳入 ' 篇文献#包括

;"" 例 WN患者$ \A?-分析结果显示%

"

丙戊酸钠组 WN控制的有效率与地西泮组类似 )hh #̂4"&# '9UL]! "4'##

#4#)" # 7 "̂4)9* '

#

丙戊酸钠组 WN复发率明显低于地西泮组)hh "̂4;## '9UL]!"4!!# "4%' " # 7 "̂4""% * '

$

丙戊

酸钠组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地西泮组)hh "̂4#%# '9UL]!"4"(# "4&;" # 7b"4"""#* $ 结论8丙戊酸钠可

有效控制 WN#药物不良反应少#癫痫复发率低#是治疗 WN的理想药物$

关键词!癫痫持续状态'丙戊酸钠'地西泮'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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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癫痫持续状态 ! W?-?,*NFEDAF?E5,*# WN"是指一

次癫痫发作持续 &" 7E. 以上或连续多次发作#发

作间期意识或神经功能未完全恢复#其致残率和病

死率均较高#是神经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之一)## !*

$

作为广谱抗癫痫药物#丙戊酸钠在 WN中的应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 本研究采用 L65+<-.A系统评价的方法

对有关丙戊酸钠与地西泮治疗 WN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进行评价#旨在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和指导$

@A资料与方法

@4@A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L65+<-.A图书馆&\A@DE.A&N7K-*A&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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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数据库$ 中文检索词%癫痫持续状态#丙戊酸

钠#地西泮#随机对照试验#半随机对照试验$ 英

文检索词%*?-?,*AFEDAF?E5,*#AFEDAF?E5*?-?A#*6@E,7G-DC

F<6-?A#G-DF<6-?A# @E-2AF-7# <-.@67E2A@ 56.?<6DDA@ ?<E-D#

m,-*EC<-.@67E2A@ 56.?<6DDA@ ?<E-D$

@4BA纳入和排除标准

#4!4#8研究设计8纳入的研究为丙戊酸钠与地

西泮静脉治疗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

或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文献为全文文献#不受语

种限制$

#4!4!8研究对象8纳入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癫痫

持续状态的诊断标准#其性别&年龄&种族&国籍&

癫痫病因&癫痫持续时间及癫痫类型不限$

#4!4&8干预措施8实验组采用丙戊酸钠单药静

脉治疗#对照组采用地西泮单药静脉治疗#具体给

药时间&方法及剂量不限$

#4!4;8结局指标8结局指标主要是研究受试患

者癫痫持续状态控制的有效率#其次是癫痫的复发

率及抗癫痫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4CA文献筛选$质量评价与数据提取

使用 N.@.6?A软件#通过阅读文题和摘要排除

不相关文献#筛检出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一步阅

读全文并提取相关数据$ 质量评价采用 L65+<-.A

系统手册#具体包括%

"

随机方法是否正确'

#

是

否做到分配隐藏'

$

是否采用盲法'

%

对退出或失

访的报道'

&

是否采用意向治疗分析'

0

基线可比

性$ 独立评价文献质量后#& 人根据上述评价标准

对每篇文献的质量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最终

纳入还是剔除该文献的决定$

@4EA统计学处理

采用 L65+<-.A协作网提供的 hAG\-. 94# 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卡方检验和 7值分析各研究

间异质性#并根据 ]

! 评价其异质性大小$ 若 7d

"4# #]

!

b9"U可认为多个同类研究具有同质性#可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A?-分析'如果 7b"4# #]

!

,

9"U#但临床上判断各组间具有一致性需要进

行合并时#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如 7b"4# 且无

法判断异质性的来源#则不进行 \A?-分析#采用描

述性分析$ 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 ! hh" &测

量单位相同的连续性变量采用加权均数差及不同

者采用标准化均数差描述#均以 '9U可信区间

!L6.BE@A.5A].?A<G-D# L]" 表示#假设检验结果用森

林图表示#以 7b"4"9 为差异显著$

BA结果

B4@A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 篇#其中中文 #% 篇#英文 9

篇$ 剔除重复发表和交叉的文献及明显不符合纳

人标准的文献 #& 篇#最终 ' 篇文献纳入本研究#其

中中文 % 篇)&C'*

#英文 ! 篇)#"C##*

' ' 个研究病人共

;"" 例#实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9 个研究为

随机对照试验'; 个研究为半随机对照试验$

BDBA<#%( 分析结果

!4!4#8研究 WN控制的有效率8' 个研究)&C##* 均

报道了 WN控制的有效率#共纳入 WN患者 ;"" 例#

其中丙戊酸钠组 !"" 例#WN控制有效 #;( 例#有效

率为 %;U'地西泮组 !"" 例#WN控制有效 #;! 例#

有效率为 %#U$ \A?-分析显示#各研究间异质性

检验无统计学意义 ! 7 "̂4;; # ]

!

"̂U" #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 hh^#4"& # '9U L]

! "4'# # #4#) " # 7 "̂4)9 * #两组 WN患者研究期

间 WN控制的有效率无显著差异!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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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丙戊酸钠组与地西泮组 WN控制有效率的 \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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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研究 WN复发率8; 个研究)&C)* 报道了 WN

的复发率#共纳入 WN患者 #'! 例#其中丙戊酸钠

组 '' 例# WN复发 ## 例#复发率为 ##4##U'地西

泮组 '& 例# WN复发 !9 例#复发率为 !)4((U$

\A?-分析显示#各研究间异质性检验无统计学意

义!7 "̂4;! # ]

!

"̂U"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

并效应量 ) hh^"4;# # '9U L]! "4!! # "4%' " #

7 "̂4""% * #两组 WN患者研究期间 WN复发率差异

显著!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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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A丙戊酸钠组与地西泮组 WN复发率的 \A?-分析

!4!4& 8研究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8 % 个研

究);C#"*报道了抗癫痫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共纳

入 WN患者 &!9 例#其中丙戊酸钠组 #)# 例#发生

药物不良反应 ) 例#发生率为 &4%&U'地西泮组

#); 例# 发 生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 例# 发 生 率 为

!(4"9U$ \A?-分析显示#各研究间异质性检验无

统计学意义 ! 7 "̂4') # ]

!

"̂U" #故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 hh^"4#% # '9UL]! "4"( #

"4&; " # 7b"4"""# * #两组 WN患者研究期间药物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显著!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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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A丙戊酸钠组与地西泮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的 \A?-分析

CA讨论

癫痫的治疗目标包括控制发作&减轻发作程

度&减少发作次数和抗癫痫药物的不良反应)#!*

$

对于 WN#则强调迅速终止癫痫发作及维持生命体

征稳定#应选择起效快&作用强及不良反应小的抗

癫痫药物$ 静脉注射地西泮被认为是治疗 WN最有

效的药物#其疗效肯定#但具有呼吸抑制&血压降

低及呼吸道分泌物增加等不良反应$ 丙戊酸钠属

广谱抗癫痫药#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主要

机制是能增加抑制性神经递质
/

C氨基丁酸的合

成#减少其降解#从而升高
/

C氨基丁酸的浓度#降

低神经元的兴奋性而抑制癫痫发作#同时还与调节

神经元的离子通道等多种机制有关#具有广谱&耐

受性 好& 无 呼 吸 抑 制 及 降 压 等 不 良 反 应 的 优

点)#&# #;*

$ 本系统评价结果显示#丙戊酸钠组按照

首次剂量 #" n#9 7/Xg/#& n9 7E. 静脉注射#以后

按每小时 "49 n# 7/Xg/持续静脉滴注#维持 !; +

或 ;( +#其 WN控制的有效率与地西泮组类似#其

发生呼吸抑制&血氧饱和度下降#血压下降#肝肾

功能损害等药物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地西泮组#与文

献)#9*报道一致#而且其 WN复发率明显少于地西泮

组$ 因此#丙戊酸钠治疗 WN疗效肯定#而且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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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少&癫痫复发率低等优点#可作为治

疗 WN的理想药物$ 本研究纳入的 ' 篇文献研究设

计和质量存在一些问题$ 大多数研究为中文文献#

样本量小#而且总体质量不高#可能会影响结果的

可靠性$ 同时大部分研究的随访时间不够长#并未

明确丙戊酸钠和地西泮的远期影响#因此还需进行

设计更完善&随访时间更长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

步明确丙戊酸钠和地西泮对 WN的疗效和安全性$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可有效控制 WN患者的癫

痫持续状态#药物不良反应少#WN复发率低$ 由于

本研究纳入文献质量的局限性#尚需更多高质量的

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来提供更严谨&客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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