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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婴幼儿外周性脑积水的发病因素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80—

01～2005—06在我院儿科就诊的64例婴幼儿外周性脑积水患儿，分析患儿的围产期因素、临床表现、治疗

及预后情况，发病原因与预后的关系。结果围产期因素36例(56．25％)，包括围产期窒息合并缺血缺氧性

脑病和颅内出血19例，早产6例，高胆红素血症引起共6例，母亲围产期感染5例。非围产期因素16例

(25．0％)，其中以感染因素最多见，呼吸道感染8例，消化道感染4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2例，维生素K缺

乏所致的颅内出血引起2例。原因不明12例(18．75％)。大多数病例(62例)经治疗后无明显异常，仅2例

有神经系统后遗症。结论围产期因素是婴幼儿外周性脑积水的发病的主要因素，综合治疗效果较好，但少

数因围产期缺氧引起的病例有神经系统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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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etiw To study the cause of EH and the relation betxveell the cause and the prognosis of EH

in infa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induded the causes of perinatal pedcd，the treatnaent and the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in 64 cas葛of EH． Results The c鲫j潞of嘶natal period was 36 aI躺．The c部】ses of noll perina．

tal period was 16 eases involved the infection in respiratory system，digestive system and nerv吼Js system，2 easel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beeause of Vitamin K deficiency．Unknown c纠悦was 12 cases．Most of cases were well．

only 2 cas墨had sequelae in nevous system． Conclusion The causes of perinatal period WflS the main reason of

EH．The cases involved by hypoxic in perinatal pedod had sequelae in nevous system．

[K斜傩]External hydrocephalus(EH)；Infant．；Cause；PrognosLs

外周性脑积水(external hydrocephalus，EH)多

发生于2岁以内的婴幼儿，严重危害婴幼儿的健康，

迄今为止有关EH的发病机制尚不明了。本文通过

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及住院收治的EH患儿，了解

患儿的发病原因与预后的关系，为预防本病的发生、

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1临床资料

收集2000—01～2005—06在我院儿科就诊确

诊为婴幼儿外周性脑积水的患儿共85例，全部病例

均由头颅Cr和域MRI确诊。其中资料完整的62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1．1一般资料62例患儿中，男50例(80．6％)，

女12例(19．496)；男：女为4．16：1，男孩明显多于女

孩。发病年龄：1个月10例，2个月12例，3个月7

例，4个月9例，5个月9例，6个月5例，7个月3

例，8个月3例，10个月4例，13个月2例。平均发

病年龄为4．46月，大部分发生在1岁以内，共60例

(96．8％)，l岁以上共2例(0．42％)，两者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围产期因素 患儿胎龄37．55周(27～42

周)，其中胎龄<37周6例(9．67％)，胎龄37～42周

54例(87．09％)，胎龄>42周2例(3．34％)。分娩

方式：剖宫产20例(32．3％)，自然产42例

(67．7％)；母亲围产期感染5例，其中1例为巨细胞

病毒感染，余4例为呼吸道感染；母亲有妊娠合并高

血压综合征2例；有胎儿窘迫和出生时窒息1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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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度窒息5例；脐带脱垂2例；新生儿期合并缺

血缺氧性脑病5例，颅内出血5例，合并肺透明膜病

1例，新生儿肺炎1例，合并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6

例(其中2例为胆红素脑病)。

1。3临床表现患儿以呼吸道感染起病8例，以消

化道感染起病4例，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起病2例。

有2例以维生素K缺乏所致的颅内出血起病。全部

病例均有前囟隆起、张力增高，前囟>2．5 cnlX2．5

cl'n共15例，最大为7．0 ClTlX 7．0 crn。有抽搐表现

15例(24．2％)，有感染表现以热性惊厥多见，无感

染表现为无热惊厥。

1．4神经系统表现除前囟隆起、张力增高外，部

分患儿还表现其他神经系统损害表现，其中合并精

神运动发育迟缓7例、脑瘫1例、听神经损害2例、

动眼神经麻痹1例、脑电图检查异常4例(EEG提示

有棘波、慢波和尖波等)。

2结果

2．1治疗与转归全部病例均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如抗感染、对症治疗、用脱水剂、营养神经及高压氧

治疗。全部病例无死亡，随访6个月--2年，大部分

病例均预后良好，仅1例患儿仍有精神运动发育迟

缓，另1例脑瘫患儿随访2年仍表现为痉挛性脑瘫，

预后较差。

2．2婴幼儿外周性脑积水的病因分析

2．2．1围产期因素与围产期因素有关共36例

(56．25％)，其中母亲围产期感染5例，围产期窒息

合并缺血缺氧性脑病和颅内出血19例，早产6例，

高胆红素血症引起共6例。

2．2．2 非围产期因素非围产期因素共16例

(25．0％)，以感染因素最多见，其中呼吸道感染8

例，消化道感染4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2例；由维

生索K缺乏所致的颅内出血引起2例。

2．2．3 原因不明找不出明显原因有12例

(18。75％)。

2．3发病原因与预后的关系 由于随访绝大多数

病例(62例)无明显异常，仅2例有神经系统表现的

患儿可找到明显的围产期因素(主要是围产期窒

息)，故由围产期因素引起的预后较差，由非围产期

因素和原因不明引起的预后较好。

3讨论

3．1 1917年，Dandy首次提出外部性脑积水的概

念，称EH是交通性脑积水在婴幼儿期的一种特殊

类型。脑积水是脑积液生成过多或吸收循环受阻

引起脑积液过多地聚积在蛛网膜下腔所致。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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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岁以内的婴幼儿，脑积水可分为交通性和非交

通性两种，交通性脑积水为脑室内通畅而因蛛网膜

颗粒或绒毛吸收脑积液障碍所致，非交通性脑积水

为脑室内通路阻塞所致。EH临床症状轻重不一，轻

者仅表现为前囟隆起，头围增大，而症状较重者可表

现为不明原因抽搐，运动功能障碍甚至脑萎缩。头

颅CT显示：双侧额颞部颅板下示液体低密度灶，前

纵裂增宽，伴或不伴脑室轻度扩大。

3．2本组外周性脑积水病例中以男性多见，男性较

女性多4倍以上，虽然临床表现轻重不一，但综合治

疗基础上临床预后良好。部分病例可以自愈，由于

本组病例中有2例有神经系统后遗症，仍需积极治

疗。据史长松报道⋯1，综合干预治疗30例EH患

儿，其平均愈合时间和后遗症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有

极显著差异(P<0．01)。

3．3有关外周性脑积水的病因，报道多见于新生儿

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恢复期。王乃英【2J认为前囱未

闭、小儿头部外伤和上呼吸道感染会诱发外部性脑

积水，高压氧舱对部分患儿有特效。罗云【3J认为维

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与外周性脑积水发病密切相

关。本组病例中围产期因素占56．25％，为EH发病

的主要原因，而围产期窒息和缺氧缺血性脑病导致

的EH预后较差。因此减少围产期窒息和加强新生

儿期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防治是预防本病产生的重要

环节，外部性脑积水在综合治疗基础上临床预后良

好。

3．4 EH是临床上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可出现多种

神经系统症状和并发症，曾虹[4J报道了婴幼儿外部

性脑积水与热性惊厥的相关关系，发现婴幼儿外部

性脑积水患儿的热性惊厥发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认为婴幼儿外部性脑积水应是热性惊厥发病的重要

病理基础之一。本组病例中亦有15例(23．43％)出

现惊厥，有感染表现为以热性惊厥多见，无感染表现

为无热惊厥。对于出现惊厥患儿应及时作头颅CT

检查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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