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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并发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

郑培　综述　　薛蓉　审校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天津市　３０００５２

摘　要：卒中后抑郁（ＰＳＤ）是脑卒中患者病后的常见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阻碍患者神经功能的恢
复，增加病死率。近年来随着脑卒中发病率的上升，ＰＳＤ患者也日见增多，已经引起临床医生的普遍关注。当前，关于

ＰＳＤ的研究较多，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本文从ＰＳＤ的发病机制、治疗两个方面对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并对其发

展方向作出展望。旨在为 ＰＳＤ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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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后抑郁（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ＳＤ）是脑
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在 ２０％
～７９％之间。且在卒中后３～６个月为疾病的高发

期［１，２］。其抑郁症状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睡眠紊

乱、对疾病的恢复缺乏信心、对事物缺乏兴趣、对

生活的期望降低等。加之患者对身体康复的不可

预测性，部分患者还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３］。这些

情绪和心理、外在行为的变化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精

神痛苦，影响其生存质量，也会使患者对治疗和康

复的主观积极性降低，因而对其神经功能的恢复、

日常生活能力（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Ｌ）的改善
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使心脑血管病危险因

素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加重，增加再次卒中

或心脏病的风险，增加死亡率［４］。为此，对卒中后

抑郁状态患者给予积极治疗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近年来脑卒中患者的发

病率不断上升，ＰＳＤ也越来越引起医疗工作者的重
视，已成为神经内科医师们所面临的重要研究课

题。

１　ＰＳＤ发病机制
目前，临床对 ＰＳＤ的发病机制尚无统一观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与神经生物学因素及社会心

理因素有关，亦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或相互作用的

结果［５］。

１．１　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即原发性内源性机制学说。认为

ＰＳＤ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后脑组织缺血缺氧
导致纹状体

!

苍白球
!

丘脑
!

皮质回路受到损伤，

使 ５羟色胺（５ＨＴ）能和去甲肾上腺素（ＮＥ）能的
神经通路亦受到损伤，导致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

神经递质含量下降，从而导致抑郁［６］。ＰＳＤ动物试

验表明动物脑内的 ＮＥ及 ５ＨＴ均低于正常水平，
而利用血浆内皮素研究卒中患者的脑代谢也证明

ＮＥ和 ５ＨＴ分泌不足，提示这可能与 ＰＳＤ的发病

密切相关［７］。另外，有研究表明 ＰＳＤ与海马神经元

在神经递质学说、细胞因子学说和免疫学说上存在

较为密切的关系［８］。

１．２　心理学因素
心理学因素，即反应性机制学说。该学说认为

ＰＳＤ的发病是生理、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影
响下而导致的病后生理和心理失衡。众所周知，脑

卒中的大多数病例都是在病人毫无心理准备情况

下发生的，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出现

肢体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等后遗症。患者很难

适应家庭及社会角色的急剧转换，产生包袱感、无

用感和绝望感等负性情绪，而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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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促使脑卒中患者出现自悲、固执、孤僻、烦躁、

焦虑、情绪低落和无欲望等抑郁表现［９］。

１．３　其他因素
有研究表明，大脑损害部位是决定卒中患者是

否发生 ＰＳＤ的重要因素。ＰＳＤ患者在左半球损害
的发生率明显大于右半球，其中尤其以左额前区包

括左背侧额前区的皮质和皮质下区域损害发生率

最高［１０］。

ＰＳＤ的发生还与其他多种因素有关。魏常娟
等［１１］对 １５８例脑卒中急性期患者登记其基本信
息。发病 ２周、３月、６月后予 ＨＡＭＤ量表评分观
察预后。结果表明，卒中后抑郁发生率 ３月达高
峰，发病人群随时间变化，女性、年龄在 ４０～５０岁
之间、高文化程度、自评性格为内向急躁、低收入、

高工作强度患者可能有卒中后抑郁高发趋势。

２　ＰＳＤ治疗
临床研究表明，ＰＳＤ对脑卒中患者的脑血管神

经功能恢复阻碍作用较大，会使病程延长，增加患

者经济负担，故早期治疗尤为重要［１２］。由于 ＰＳＤ
病因复杂，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 ＰＳＤ
的治疗方法不尽相同，其中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是

目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两种治疗方法。

２．１　药物治疗
目前在临床上治疗 ＰＳＤ的药物主要分为两大

类，即传统的三环类抗抑郁剂和选择性 ５ＨＴ再摄
取抑制剂（ＳＳＲＩ）。而后者使用率更高。ＳＳＲＩ类药
物的抗抑郁作用是通过阻滞 ５ＨＴ再摄取和增强
控制 ５ＨＴ释放与传递而发挥出来。同时 ５ＨＴ活
性增强亦可改善并促进神经细胞的运动功能。临

床研究［１３，１４］表明，应用氟西汀、帕罗西汀、博乐欣等

ＳＳＲＩ类药物治疗 ＰＳＤ患者，不仅可改善抑郁症状，
也有助于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且安全性高。赵美

英等［１５］对舍曲林联合喹硫平治疗 １０３例 ＰＳＤ患者
的疗效进行分析，表明舍曲林联合喹硫平在治疗

ＰＳＤ患者时可以发挥协同作用，使得 ＰＳＤ患者获得
更佳的疗效，且安全性良好。

非 ＳＳＲＩ类药物治疗 ＰＳＤ亦有报道，高东升［１６］

对 ９０例 ＰＳＤ患者临床研究显示，黛力新可以部分
修复因脑卒中而损的神经功能，改善 ＰＳＤ患者的
抑郁症状，且能减轻传统三环类抗抑郁药存在的多

种不良反应。梁天佳等［１７］的研究表明，对于处于

脑卒中早期的 ＰＳＤ患者，在传统治疗基础上应用
脑蛋白水解物治疗能有效提高临床综合疗效，减轻

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 ＡＤＬ，减轻抑郁症
状。涂文军等［１８］对 ６２例老年 ＰＳＤ患者血清同型
半胱氨酸（Ｈｃｙ）水平对照观察，研究显示，老年
ＰＳＤ患者 Ｈｃｙ水平明显高于非抑郁患者。提示 Ｈｃｙ
可能影响 ＰＳＤ的发生和进展，可能是 ＰＳＤ发生的
危险因素。而 Ｈｃｙ是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的敏
感指标，因此补充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可以降低血
液中 Ｈｃｙ浓度，预防老年 ＰＳＤ的发生，提高预后效
果。

２．２　心理干预
ＰＳＤ是在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作用下发生

的。对 ＰＳＤ的治疗，既要注重生物因素治疗，又要
注重心理因素治疗。由于脑卒中发病急，患者思想

准备不足，且对卒中后的恢复缺乏正确认识，往往

使患者认为自己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对未来感到

失望，出现悲观情绪，加重抑郁程度［１９］。故此阶段

医护人员应对患者耐心开导，并辅以多种形式的健

康教育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病人及家属讲

解卒中的发生、发展、预后以及目前的治疗方案，

使其对疾病有一个积极认识。消除抑郁情绪，增强

康复的信心；建立和谐的医患沟通关系，以精湛的

医术和爱心取得患者的信任。向患者介绍医院先

进治疗设备及医护人员治疗水平，介绍治愈的典型

病例，同时肯定或赞赏病人取得的进步，帮助其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争取病人家属的理解、支持和

参与，家属的长期重视与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减轻病

人的消极负面情绪，加快病人康复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２０］。对 ＰＳＤ患者进行早期心理干预可以显著
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提高康复训练的主观能动

性，减轻和缩短 ＰＳＤ的病情和病程，提高生活质
量，减轻病人、家庭和社会负担，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３　中医治疗
中医认为卒中后抑郁属中医“郁证”、“中风”

范畴，病机为肝郁血瘀，气滞神失。故治疗关键当

予活血化瘀之法，使瘀血得化，脉道通利，脑有所

充，疏肝醒神，则抑郁可复［２１，２２］。胡金龙［２３］采用活

血化瘀法对 １５０例 ＰＳＤ患者行疗效观察，表明活
血化瘀中药治疗脑卒中抑郁效果确切，可明显改善

抑郁症状，提高临床疗效。李瀛等［２４］在常规治疗

ＰＳＤ的基础上辅以中药活血化瘀法对 ３０例 ＰＳＤ患
者进行疗效观察，结果表明采用中药联合西药治疗

ＰＳＤ，可以更好地改善 ＰＳＤ患者的抑郁，提高运动
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效果确切。

·１２４·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　　２０１７年　第 ４４卷　第 ４期　　 　



除中药治疗外，中医针刺亦是治疗 ＰＳＤ的重要
手段。对于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均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伤，针灸疗法可促进脑组织微循环，利于脑

组织的修复和神经功能的改善；可提高 ＰＳＤ患者
血浆中的 ＮＥ、５ＨＴ、和多巴胺的含量，改善患者的
抑郁状态［２５，２６］。朱启玉［２７］对 １００例 ＰＳＤ患者在常
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以中医针刺治疗，观其疗

效。表明，在常规药物治疗下联合针刺治疗，能明

显降低 ＰＳＤ患者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缓解患者
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针

刺治疗在脑卒中伴抑郁患者中值得推广。

２．４　其他方法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在体外刺激脑特定部位的

技术，不同频率的重复经颅磁刺激对皮质有不同的

调节作用，故可用于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２８］。

王韵喃等［２９］选择 １１２例 ＰＳＤ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 ２组，对照组采用常
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

上加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观察其对 ＰＳＤ患者
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低频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于增强常规服药和心理疏导的

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３　展望
脑卒中是一种起病急、进展快的脑血液循环障

碍性疾病。随着当今医学领域研究水平的进步，医

师对于脑卒中疾病的诊疗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故该

病的病死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患者常常由于难

以接受突然丧失躯体功能这一残酷现实，易产生焦

虑不安、抑郁等心理障碍。而这些抑郁情绪、心理

障碍明显妨碍神经功能障碍的恢复，成为严重阻碍

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故早发现、早治疗，能够促

进患者尽快康复。而目前在 ＰＳＤ的诊断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漏诊率，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尚无专用

的 ＰＳＤ诊断标准及评定量表［３０］。故制定本病的诊

疗标准及疗效评定方法，加大样本进行随机对照研

究等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目前临床对 ＰＳＤ
的病因及发生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这直接影响到对

ＰＳＤ患者的及时有效治疗。因此继续对 ＰＳＤ的发
病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是 ＰＳＤ
领域的另一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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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ＫｉｍＪＳ．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ｍｏｏｄ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ＪＳｔｒｏｋｅ，

２０１６，１８（３）：２４４２５５．

［７］　ＪｉＸＷ，ＷｕＣＬ，ＷａｎｇＸＣ，ｅｔａｌ．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２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ｓｏｆｒａｔｓ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ＥｘｐＴｈ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４，８（１）：

１５９１６４．

［８］　ＰａｎＪ，ＬｉｕＨ，ＺｈｏｕＪ，ｅｔａｌ．Ｉｐｓ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ｐｒｏ

ｔｅ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ｉｎ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ｅ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ｍｉｌ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ｒａｔｓ［Ｊ］．ＣｕｒｒＭｏｌ

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４（９）：１１８６１１９６．

［９］　ＬｉＪＦ，ＯａｋｌｅｙＬＤ，ＢｒｏｗｎＲＬ，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ＳＤ）［Ｊ］．Ｊ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

ｏｒｄ，２０１６，１９７：２１５２２２．

［１０］ ＷｅｉＣＪ，ＺｈａｎｇＦ，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ｅ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Ｊ］．Ｊ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６，２６３（２）：２６９２７２．

［１１］魏常娟，薛蓉，张楠，等．卒中后抑郁的筛查及相关因

素分析［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８（３）：

２４４２４６．

［１２］ＬｅｗｉｎＲｉｃｈｔｅｒＡ，ＶｏｌｚＭ，Ｊｏｂｇｅ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ｅａｒｌ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ｏ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

ＮｕｔｒＨｅａｌｔｈ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９（７）：７５４７５８．

［１３］ＸｕＸＭ，ＺｏｕＤＺ，ＳｈｅｎＬ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９５（４５）：ｅ５３４９．

［１４］ Ｐａｏｌｕｃｃｉ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ｏｓｔ

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７，

１８（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７．

［１５］赵美英，王润青，刘威，等．舍曲林联合喹硫平治疗脑

卒中抑郁患者的疗效分析［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

志，２０１５，１８（２）：１２１１２２．

［１６］高东升．黛力新在脑卒中抑郁中的应用观察［Ｊ］．青岛

医药卫生，２０１５，４７（３）：２１８２１９．

［１７］梁天佳，陈钊德，覃方巍，等．脑蛋白水解物结合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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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治疗脑卒中抑郁的临床观察［Ｊ］．中国当代医

药，２０１２，１９（１９）：２６２７．

［１８］涂文军，陈惠，史晓东，等．老年脑卒中抑郁患者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观察［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２，１８（７）：６４５６４６．

［１９］ＭａｖａｄｄａｔＮ，ＲｏｓｓＳ，ＤｏｂｂｉｎＡ，ｅ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ｓｔｒｏｋｅ？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ｓｅｏｆ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ｓＭＴ）ａｓａｔｏｏｌ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ｓｕｒｖｉ

ｖｏｒ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ｉｎ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０（２）：

２５９２７０

［２０］ＣｒｏｗｅＣ，ＣｏｅｎＲＦ，ＫｉｄｄＮ，ｅｔａｌ．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Ｊ］．Ｊ

Ｈｅａｌｔ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１６，２１（１１）：２５７２２５７９．

［２１］ＬｉｕＬ，ＬｉｕＣＨ，ＷａｎｇＹＣ，ｅｔａｌ．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ａｎｘｉ

ｅｔ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ｏｍｎｉａ［Ｊ］．Ｃｕｒｒ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５，１３（４）：４８１４９３．

［２２］ＦｅｎｇＤＤ，ＴａｎｇＴ，ＬｉｎＸＰ，ｅｔａｌ．Ｎｉｎ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Ｊ］．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Ｄｉｓ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６，１２：２３８７２４０２．

［２３］胡金龙．活血化瘀法治疗脑卒中抑郁疗效观察［Ｊ］．实

用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２）：９２９３．

［２４］李瀛，高慧娟，伍海昭．活血化瘀法治疗脑卒中抑郁 ３０

例疗效观察［Ｊ］．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１１）：

７９５．

［２５］ ＬｉＭＨ，ＺｈａｎｇＢ，ＭｅｎｇＺ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ａｏｓｈｅｎ

Ｋａｉｑｉａ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Ｊ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２０１７，３７（２）：１７１１７８．

［２６］ＭａｎＳＣ，ＨｕｎｇＢＨ，ＮｇＲＭ，ｅｔａｌ．Ａｐｉｌｏ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ｏｆ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ｓｅｃｒａｎ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ｄｙ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ＢＭ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４：２５５．

［２７］朱启玉．针刺治疗脑卒中抑郁及对患者神经功能康复

的干预作用［Ｊ］．中外医疗，２０１５，３４（１３）：１７０

１７１．

［２８］邢效如，赵新春，王魁恩，等．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

卒中后抑郁患者认知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Ｊ］．国

际精神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４３（４）：６４８６５０．

［２９］王韵喃，杨轩，万赛英．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改善脑卒

中抑郁患者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观察［Ｊ］．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２１）：２３１１２３１３．

［３０］ＳｕｎＮＬ，ＱｉｕＪ，ＬｖＤＭ，ｅｔａｌ．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４６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ｒｃｈ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Ｎｕｒｓ，２０１４，２８（６）：３６８３７１．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１４２７７７８７０）；河北省重大医学科研课题项目（ｚｄ２０１３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李小旋（１９９１－），女，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认知障碍相关研究。
通信作者：吕佩源（１９６２－），男，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主要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及血管性认知障碍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ｙｕａｎｌｕ＠１６３．ｃｏｍ。

血管性认知障碍的早期预警因子

李小旋１，３，安金２，任艳艳１，３　综述　　吕佩源１，３　审校
１．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０５００１７

　　　　　　　　　　　２．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河北省张家口市　０７５０００
　　　　　　　　　　　３．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河北省石家庄市　０５００００

摘　要：血管性认知障碍是指脑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引起的从轻度认知损害到痴呆的一类综合征。目前的研究认为，包
括腔隙性脑梗死（ＬＩ）、白质高信号（ＷＭＨ）、脑微出血（ＣＭＢｓ）、扩大的血管周围间隙（ＥＰＶＳ）等在内的脑小血管病（ＣＳ

ＶＤ）、脑组织 Ｎ乙酰天门冬氨酸（ＮＡＡ）／肌酸（Ｃｒ）比值降低、全脑血流灌注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僵硬化、颈动脉狭

窄、颅内动脉搏动指数增高、颅内血管对高／低碳酸血症的反应性降低、自发性微栓子、血清高血同型半胱氨酸，以及低

ＴＴ３、脑脊液高 α１抗胰凝乳蛋白酶、ＹＫＬ４０和 ＮＦＬ等分子标志物均可作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早期预警因子。磁共振和

超声技术的应用为这些早期预警因子的检出提供了有力帮助。

关键词：血管性认知障碍；脑小血管病；磁共振；超声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３６／ｊ．ｃｎｋｉ．ｊｉｎｎ．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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