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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慢性意识障碍患者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综合征（ＰＳＨ）的发生率、与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关系以
及对意识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２６例慢性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临床特征分为 ＰＳＨ组和对照组，发病后

１年进行格拉斯哥结局量表（ＧＯＳ）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损伤机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ＧＣＳ）评分、修改版昏

迷恢复量表（ＣＲＳＲ）评分、脑电图结果（按照 Ｓｙｎｅｋ标准分级）、重症监护时间（ＩＣＵ时间）和 ＧＯＳ评分的差异。结果　慢

性意识障碍患者 ＰＳＨ的发生率为２６．１９％（３３／１２６）。在随访成功的８３例患者中，ＰＳＨ组２６例，对照组 ５７例；ＰＳＨ组患

者年龄（３５．１９±１３．１１）岁较对照组（４２．８６±１６．１７）岁年轻、ＧＯＳ评分（１．８８±０．９９）分较对照组（２．５３±１．３６）分低、

意识恢复的患者（６例，２３．０８％）较对照组（２８例，４９．１２％）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性别、损伤机

制、ＧＣＳ评分、ＣＲＳＲ评分、脑电图分级和 ＩＣＵ时间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ＰＳＨ是慢性意识障碍患

者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病年龄相对年轻，ＰＳＨ的出现会阻碍患者意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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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综合征（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ＳＨ）是一组以心率增加、
血压升高、呼吸急促、体温升高、出汗和姿势或肌

张力障碍为临床特征的综合征［１］，常继发于多种严

重获得性脑损伤，轻微的非伤害性刺激，如疼痛、

吸痰、被动运动、体位变化等，甚至尿潴留、便秘即

可诱发。它可能使病情恶化，对意识恢复和功能康

复造成不利影响［２］。国内外现有的 ＰＳＨ研究多以
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慢性意识障碍患

者为研究对象者极其少见。所以，ＰＳＨ与意识障碍
严重程度的关系以及对疾病预后的提示意义尚不

明确。本研究通过对慢性意识障碍患者的观察，探

讨 ＰＳＨ的发生率、与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关系及
其对患者意识恢复的影响。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０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在解放军南
部战区总医院（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康复

一科住院治疗的慢性意识障碍患者 １２６例。
纳入标准：①年龄≥１８岁；②入院 ２４ｈ内以修

改版 昏 迷 恢 复 量 表 （ｃｏｍａ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ｓｃａ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ＲＳＲ）评分诊断为植物状态或微意识状态；③意
识障碍病程≥２８天。

排除标准：①因药物中毒、肿瘤、代谢性疾病及
炎性疾病所致意识障碍；②本次发病前有脑损伤病
史；③病历资料不全。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

将收集的病例分为 ＰＳＨ组和对照组：①ＰＳＨ组患者
依据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３］诊断标准：体温≥３８．５℃；心率≥
１３０次／分；呼吸频率 ＞２０次／分；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躁动；出汗；肌张力障碍（如僵硬或去脑强
直）。出现以上 ５项症状，且每天至少发作 １次、
持续 ３ｄ，并排除其他疾病。②对照组，不伴 ＰＳＨ
发作的患者。

观察患者 ＰＳＨ的发生率；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损伤机制［创伤性／非创伤性（缺血缺氧
性脑病和脑血管疾病）］、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

表（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ｏｍａＳｃａｌｅ，ＧＣＳ）评分、ＣＲＳＲ评分、脑
电图结果（按照 Ｓｙｎｅｋ标准分级）以及重症监护时

间（ＩＣＵ时间）的差异。
发病 １年后采用格拉斯哥结局量表（Ｇｌａｓｇｏｗ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ａｌｅ，ＧＯＳ）对患者进行随访，比较两组患
者的 ＧＯＳ评分、意识恢复率和死亡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慢性意识障碍患者 １２６例，男性 ８５例，女性
４１例；年龄 １８～７８岁，平均年龄（３９．８３±１５．４３）
岁。符合 ＰＳＨ诊断标准者 ３３例（２６．１９％），男性
２４例，女性 ９例；年龄 １８～６８岁，平均年龄（３５．１９
±１３．１１）岁。将患者按照损伤机制分类，不同损
伤机制的 ＰＳＨ发生率具体见表 １。

表１　ＰＳＨ发生率调查

损伤机制
意识障碍患者

（ｎ＝１２６）
ＰＳＨ患者
（ｎ＝３３）

ＰＳＨ发生率

创伤性脑损伤 ５９ １２ ２０．３４％
缺血缺氧性脑病 ３６ １２ ３３．３３％
脑血管疾病 ３１ ９ ２９．０３％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对比
成功随访患者 ８３例。如表 ２所示，ＰＳＨ组患

者平均年龄（３５．１９±１３．１１）岁，相比对照组平均
年龄（４２．８６±１６．１７）岁年轻，差异具有统计学差
异（ｔ＝－２．１１９，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性别、损
伤机制（创伤性／非创伤性）、ＧＣＳ评分、ＣＲＳＲ评
分、脑电图分级和 ＩＣＵ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发病 １年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ＧＯＳ评分，ＰＳＨ组
患者（１．８８±０．９９）分低于对照组（２．５３±１．３６）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４１５，Ｐ＜０．０５）；
ＰＳＨ组患者意识恢复清醒者 ６例（２３．０８％）少于
对照组 ２８例（４９．１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００９，Ｐ＜０．０５）。ＰＳＨ组死亡１１例（４２．３１％），
对照组死亡 １７例（２９．８２％），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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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４５，Ｐ＞０．０５）。

表２　ＰＳＨ组和对照组各项临床资料比较　［ｎ（％）；ｘ±ｓ］

项目 ＰＳＨ组（ｎ＝２６）对照组（ｎ＝５７）ｔ／χ２／Ｚ Ｐ
性别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１
　男性 １８（６９．２３） ３５（６１．４０）
　女性 ８（３０．７７） ２２（３８．６０）
年龄（岁） ３５．１９±１３．１１ ４２．８６±１６．１７－２．１１９ ０．０３７
损伤机制 １．４３６ ０．２３１
　创伤性脑损伤 １０（３８．４６） ３０（５２．６３）
　非创伤性脑损伤 １６（６１．５４） ２７（４７．３７）
ＧＣＳ评分（分） ６．５８±２．０４ ７．０７±１．９２ －１．０６５ ０．２９０
ＣＲＳＲ评分（分） ５．８５±２．５６ ６．４６±２．６１ －０．９９３ ０．３２４
脑电图分级 －０．２３４ ０．８１５
　Ⅰ ６ １１
　Ⅱ ４ ５
　Ⅲ ３ １２
　Ⅳ ９ ２２
　Ⅴ ４ ７
ＩＣＵ住院时间（ｄ） ４２．６５±２６．５２ ４７．１６±４５．２４－０．４７１ ０．６３９
ＧＯＳ评分（分） １．８８±０．９９ ２．５３±１．３６ －２．４１５ ０．０１９
意识恢复 ６（２３．０８） ２８（４９．１２） ５．００９ ０．０２５
死亡 １１（４２．３１） １７（２９．８２） １．２４５ ０．２６５

３　讨论
意识障碍指人们对自身和环境的感知发生障

碍，病程超过 ２８ｄ者为慢性意识障碍，包括植物状
态（又称无反应觉醒综合征）和微意识状态。慢性

意识障碍患者通常脑损伤严重，各种并发症发生率

很高。ＰＳＨ是严重获得性脑损伤后的常见并发症，
近年在慢性意识障碍患者中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本研究通过对 １２６例慢性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ＰＳＨ的发生率为 ２６．１９％
（３３／１２６），与 Ｐｉｇｎｏｌｏ等［２］对植物状态人群研究的

结果（２６．１％）相近，并且 Ｐｉｇｎｏｌｏ等［２］指出，病因

是发生 ＰＳＨ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ＰＳＨ
最常见的病因是创伤性脑损伤［４］，其 ＰＳＨ的发生率
为 ８％ ～３３％［５］，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创伤性脑损

伤的发病率通常高于其他类型脑损伤。与以上研

究不同，虽然本研究中意识障碍患者以创伤性脑损

伤发病率最高，但是 ＰＳＨ的发生率以缺血缺氧性
脑病患者最高 ３３．３３％（１２／３６）。同样的结果出
现在 Ｋｒａｃｈ等［６］的研究中，缺氧性脑病 ＰＳＨ的发生
率（２９％）是创伤性脑损伤（１４％）的两倍。此外，
Ｂａｇｕｌｅｙ等［７］发现有高达 ６２．９％的创伤性脑损伤伴
ＰＳＨ患者曾经历过缺氧，提示严重的缺氧性脑损伤
可能是 ＰＳＨ重要的病理生理因素。由于本研究纳
入患者的损伤机制只有创伤性脑损伤、缺血缺氧性

脑病和脑血管疾病 ３类，尚不能说明缺氧性脑损伤
是发生 ＰＳＨ的主要病因。

不同研究的 ＰＳＨ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可能是
由于各项研究采用的诊断标准不同。自１９９３年起
相继提出过 ９套诊断标准［８］，各套标准在评估时

间、临床症状的最少数量和严重程度方面存在差

异。而且部分患者临床症状不典型，易与癫痫、脓

毒症、中枢性高热、恶性综合征等疾病相混淆，容

易过度诊断或者漏诊、误诊，导致确诊困难。另

外，ＰＳＨ发生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在脑损
伤后不同的时间观察可能得出不同的发病率结果。

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在发病后 ７ｄ内的 ＰＳＨ发生率
为 ２４％，２周后下降到 ８％［５］；ＰＳＨ平均持续时间
为 １８～１６２ｄ，大多数情况下症状在 １年内消
失［９］。

本研究 ＰＳＨ组患者相对年轻，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已有研究证实［１０］，年龄是发生 ＰＳＨ的独立
预测因素，年龄较小是发生 ＰＳＨ的危险因素，推测
是因为年轻患者自主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强于老年患者。与既往 ＰＳＨ患者男性多见的研究
结果不同的是［３，１１］，本研究虽然男性在 ＰＳＨ组占多
数（１８例，６９．２３％），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性别因素是否影响 ＰＳＨ的发生尚无定论。
ＰＳＨ的男性高发病率可能是因为在严重脑外伤患
者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不论有无 ＰＳＨ）［１２］，与男性
高危职业从业者多、外伤机会增加有关［１３］；也可能

是因为女性通过孕酮和雌激素等激素的作用，在脑

损伤后能保持更好的免疫功能、抵御休克，减少继

发性脑损伤，使得女性 ＰＳＨ发生率相对男性低［１４］。

有研究提出，较低的 ＧＣＳ评分是发生 ＰＳＨ的重
要危险因素［１５］，大部分 ＰＳＨ患者 ＧＣＳ评分小于 ８
分［４］，平均评分甚至低至 ４分［７］。本研究中无论是

ＰＳＨ组还是对照组，大部分患者 ＧＣＳ评分均低于 ８
分，两组患者在入院 ＧＣＳ评分、ＣＲＳＲ评分、脑电
图分级和 ＩＣＵ住院时间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意识障碍严重程度不一定是导致 ＰＳＨ发生的
危险因素。多项研究结果显示，ＰＳＨ的发生与病变
位置有关，脑深部病变出现 ＰＳＨ可能性大。Ｈｉｎｓｏｎ
等［１６］认为累及后胼胝体、内囊后肢受损更容易发

生 ＰＳＨ；Ｌｖ等［１１］、胡晓等［１７］指出病灶累及脑室周围

白质、胼胝体及间脑发生 ＰＳＨ多见；齐恩博等［１５］认

为颅底创伤是导致 ＰＳＨ发生的原因之一，并且意
味着预后不良；而 Ｂａｇｕｌｅｙ［７］等发现弥漫性轴索损伤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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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ＰＳＨ的重要致病因素。也有研究者认为［５］，ＰＳＨ
与脑损伤的整体严重程度有关，而不是单一的特定

病灶导致。Ｒｅｎｎｅｒ［１８］认为 ＰＳＨ可能与神经内分泌
紊乱有关，具体机制未能确定。

ＰＳＨ是否预示着预后不良尚存在争议。在植
物状态患者中，ＰＳＨ与低 ＧＯＳ评分相关，伴发 ＰＳＨ
更容易进入持续性植物状态［１９］。ＰＳＨ患者往往住
院时间更长，治疗需求更大，ＧＯＳ评分和功能独立
性量表评分更低［２０－２２］，残疾评分更高［２３］。林 清

等［２４］在对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者意识恢复影响因

素的研究中观察到，ＰＳＨ是意识恢复的独立且首要
影响因素。本研究中 ＰＳＨ组 ＧＯＳ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意识恢复清楚者（６例，２３．０８％）显著少于
对照组，仅有１例获得４～５分的较好恢复，支持上
述研究结果。分析原因，ＰＳＨ可能是继发性脑损伤
的潜在危险因素。ＰＳＨ发作时，高热影响脑灌注压
和脑血流，导致继发性脑损伤［１，２５］；持续过度通气

可使血管收缩，致脑组织缺氧；持续高血压可使脑

血流增加，导致脑水肿加重、再出血［１３］。其次，ＰＳＨ
与儿茶酚胺水平升高有关，可能导致心律失常、肺

水肿和免疫抑制；继而引起局灶性肌细胞溶解和心

肌坏死［２６］。此外，ＰＳＨ还可导致全身代谢亢进、体
重下降、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２２］，阻碍原发

病和继发于 ＰＳＨ的器官损害的治疗和恢复。鉴于
ＰＳＨ对机体的有害影响，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其与相
对较高的死亡率相关，本研究中虽然 ＰＳＨ组死亡
率 （１１ 例，４２．３１％）高 于 对 照 组 （１７ 例，
２９．８２％），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持不同观点的研
究者认为，ＰＳＨ虽然导致急性期病情加重，但与预
后无关。ＦｅｍａｎｄｅｚＯｒｔｅｇａ等［２７］发现虽然 ＰＳＨ组患
者的 ＩＣＵ住院时间更长，并发症、气管切开及机械
通气者更多，但在出院时意识水平和 ＧＯＳ评分方
面与无 ＰＳＨ组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Ｌａｘｅ等［２０］对

ＰＳＨ和无 ＰＳＨ患者的 ＧＯＳ评分、残疾评分和独立
功能测量评分进行为期 ３年的观察比较，结果显示
ＰＳＨ并不影响后期的功能康复。

虽然 ＰＳＨ可能导致继发性脑损伤从而加重病
情或者影响预后，但它也是一个可治疗因素，及时

诊断治疗对于最大化疗效、改善功能至关重要。目

前 ＰＳＨ的相关研究多为个案或小案例系列研究，
病理生理学证据有限，命名、诊断标准和治疗尚未

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探索，以期改善意识障碍患

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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