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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英 本实验对 12 例缺血性脑血管病 (IC V D ) 患者及 12 例对照者和 12 例正常健康对照者进

行了临床记忆量表检查
,

并侧定了患者及对照者的 C SF
、

V IP 及 ss 含量
。

结果
:

(1) Ic v D 患者的记

忆总分及M Q 均显著低于两个对照组 ; 分项测试中联想学习
,

图像自由回忆成绩亦显著降低
。

(2 ) IC V D

患者C S F ss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

(3) IC V D 患者 C SF ss 含量与M O 呈显著正相关
。

本结果提示IC V O

息者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
,

55 与记忆有关
,

侧定 C S F 5 5 对患者记忆状况的判断有参考价值
。

生长抑素(5 5) 及血管活性肠肤 (V IP) 具有

激素及神经介质双重作用
,

广泛分布于胃肠道

及中枢神经系统
。

它们与记忆的关系已 日益受

到重视
。

脑血管病尤其是多发性脑梗塞可出现

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
〔” ,

但其记忆障碍是否与

ss 及 V IP 有关
,

经检索尚未见报道
。

本工作

旨在研究初 次 发 病 的 急 性 缺 血 性 脑 卒 中

(IC V D ) 患者是否就有记忆障碍以及记忆障碍

与 C S F 中的 5 5 和 V IP 是否有关
,

及其临床意

义
。

材料和方法

IC V D 患者共 ]2 例
,

均为住院者
。

年龄

4 1 ~ 6 6 岁(平均 5 7
.

3 士 7
.

4 岁)
。

男性 8 例
,

女

性 4 例
。

文化程度
:

大学 2 例
、

高中 1 例
、

初

中 6 例
、

文盲 3 例
。

本文病例均经详细神经系

检查
、

腰穿及头颅 C T 确诊
;
其中基底 节 梗

塞 8 例(左侧 5 例
,

右侧 3 例 ) 右侧颖顶皮层

梗塞 1 例
、

小脑梗塞 1 例
、

颈内动脉系统及推

基底动脉系统 T IA 各 1 例
。

除 2 例 T IA
,

c T

未见异常改变外
,

余者均为单发病灶
。

全部患

者均属首次发病
,

处于急性期
,

意识清楚
、

合

作
、

无精神异常
,

且不伴任何语言障碍
,

亦无

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

对照组为头痛
、

肌病等需

行腰穿检查
,

无高血压及卒中病史者
。

正常健

康对照组为健康体检者
。

2 个对照组各 12 例
。

他们的性别与 IC V D 组相同
、

年龄相近
、

文化

程度完全一致
。

记忆障碍的检查方法
:

本组患者记忆之测

试均在发病后 2 ~ 3 周内进行
。

采 用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
“临床记忆量表

” [ 2 〕。 记忆

检查内容有指向记忆
、

联想学习
、

图象 自由回

忆
、

无意义图形再认和人像特点回忆
。

先计算

出各项得分
、

再换算成量表分及记忆商 (MQ )
。

检查均在 1 4 : 30 ~ 17 : 00 进行
。

由专人负责
,

测

试数据
,

均经本室电子计算机处理
。

神经肤的测定
:

腰穿均在上午 8 :
30 ~ 1 1 : 00

进行
。

每次取 C S F 4 m l,

前 2 m l作常规及生

化测定
,

后 2 m l 加入预冷塑料管中(内含抑肤

酶 1 0 00 K IU
,

S ig m a
产品)

。

贮于一 4 0
0

C
。

5 5

和V IP测试药盒 由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系实验室

提供
。

5 5 和 V IP 的单位以 p g /。1表示
。



结 果

一
、

急性 IC V D 患者的记忆成绩

由表 1 可见 IC V D 组不仅记忆量表总分和

M Q 均显著低于 2 个对照组
,

而且在各分项测

试中
,

诸项成绩亦低于 2 个对照组
,

尤其是联想

学习及图像自由回忆 2 项
,

其差异具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
。

二
、

急 性 IC V D 患 者 C S F 5 5 和 V IP 含

量的变化

表 1 IC V D 组与 2 个对照组的记忆量

表分和记忆商

与记忆总分
,

不论和 C SF 5 5 或者和 V IP 分析

均无显著相关性
。

但是 IC V D 患者的 C SF 5 5

与 M Q 则呈显著正相关(r 二 0
.

6 )(附图 )
。

r 留 0
。

6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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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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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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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 目
I C V D 组
( ” 二 1 2 )

对照组
(几一 1 2 )

正常健康对照组
( . 一 1 2 )

J8 0 器 0

C S F 5 5 ( pg/ m !)

指向记忆 16
.

7 士 1
.

9 20
.

9 土 1
.

4

联想学习 13
.

2 士 1
.

2林
么‘ 22

.

4 士 1
.

5

图像自由回忆 1 4
.

7 士 1
.

6 * * A 21
.

7 土 1
.

7

无意义图形再认 16
.

5 士 1
.

3 17
.

5 士 2
.

4

人像特点回忆 15
.

8 上 1
.

9 2 0
.

3 士 2
.

3

记忆量表总分 76
.

9 士 4
.

6“ ** 10 2
.

9 士 6
.

1

记忆商 (M Q ) 8 6
.

5 士 3
.

8 申 △ 合 9 ,
.

0 士 4
.

1

2 0
.

3 士 0
.

9

2 0
。

8 土 1
.

7

1 9
.

5 土 1 1

1 9
.

5 士 2
.

4

18
,

5 上 1
.

2

9 8
.

4 上 3
.

9

1 0 5
.

4 土 3
.

2

14 0

附图 I C V D 患者 C S F 5 5 含量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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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的关系

I C V D 组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0
.

05 , ** 尸 < 0
.

01
I C v D 组与正常健康对 照 组 比 较

: ‘
尸 < 0

.

0 5 尹△ 尸 <

表 2 IC V D 组和对照组C SF S S和 V IP

含量的比较

牙 土 S 牙

组 别 例数

I C V p 组

对照组

1 2

1 2

1 8 8
.

2 上 8
.

4 .

2 23
.

0 上 8
。

1

5 9
.

5 土 6
.

6

6 1
.

1 土 4
.

3

I C V D 组 与对照组比较
.
P 咬 0

.

0 5

表 2 示
:
I C V D 组 C S F 的 sS 含量显著低

于对照组
,

而 V IP 含量 2 组十分接近
。

此外
,

我

们还发现在脑梗塞组 ( 、 一 10 )中
,

患者 C SF 5 5

含量为 1 7 8 土 6
.

1 而T I A ( n 二 2 )为 2 3 7
.

3 二 9
.

9
,

TI A 者 c S F 5 5 含量显著高于脑梗塞组
。

三
、

急性 I C V D 患者的记忆成绩与 C S F Ss

与v I P 的相关研究

在 I C V D 患者中
,

其各分项测试的量表分

讨 论

本组患者虽然均为首次发病
、

意识清垫
、

无精神障碍
、

且病灶仅有 1 个
,

其中除 1 例病

灶位于右颖顶皮层区外
,

余者主要位于基底 节
,

但却发现其记忆总分及MO 均显著低于 2 个对

照组
,

而 且 其 5 个 分项测验的量表分也都降

低
,

其中 2 项如联想学习及图像自由回忆
,

其

降低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
。

这可能由于学习和

记忆
,

如众所周知
,

与大脑皮层和皮层下许多

结构有关
,

因此
,

虽然单一病灶
,

如本文所见

多数仅局限于基底节
,

也可因缺血引起有关神

经元及 /或纤维联系的受损
,

导致记忆障得

在动物实验中发现海马在记忆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 5 H T 可以调节学 习和记忆

不3 」而v IP

可调节海马中的 S H T
,

增加 S H T 结合点
,

降

低受体亲和力
〔‘’。

大鼠脑室内注射 V IP 可抑制

主动性迥避反射
〔‘1。

但在痴呆患者中尚未发现

C S F V I P 含量异常
,

本实验急性 I C V D 患者

c s F中的 v IP 与对照组者亦十分接近
.

动物实

验与临床结果不一
,

可能与实验方法及取材不

同有关 ;
如本工作中

,

未见有海马病灶者
,

也

未行海马脑区 V I P 测定或 5 H T 测定等有关研

究
,

仅测 C S F V IP 含量而已
。

当然在患者中



3

尤其是存活者中
,

要研究海马或进行有关检测

均属难以办到者
。

所以动物实验与临床研究之

结果有一定差距
;
而 C SF V IP 在 IC V D 患者

中与对照组间无差异
,

也不可能因此就可排除

V IP 在记忆与学习中的作用
。

大鼠脑室内注射 5 5 可 缩短被动性迥避条

件反射的潜伏期
,

有利于穿梭箱的学 习和记忆
,

而且 10 卜g 比 1 此 者更佳
,

还 可 影响旷场行

为
【“〕。 脑室内注射大剂量 5 5 具抗遗忘作用

,

加

强记忆的巩固和回忆过程
,

sS 还可以改善主动

迥避反应
。

而脑室内注射大剂量 C ys tea m ine
,

使 5 5 耗竭
,

则引起被动迥避 反 应 障 碍
。

临

床 研 究 发 现 A lz he im e r
病

、

H u n t in g t o n
病

及 Pa r k in s o n
病 患 者伴痴呆者

, C S F 5 5 含量

降低
[ 7

一1 。

至于急性 IC V D 患者与 C SF 5 5 含

量是否有变化及其与M Q 之相关性
,

则尚未见

报道
。

本文发现初次发病者 C S F 5 5 下降
,

并

与M O 呈正相关
,

表明急性 IC V D 患者记忆障

碍与 5 5 降低有关
。

也提示脑缺血可引起有关

Ss 神经元代谢障碍
,

甚 者可 变 性 坏 死
。

由

于 C S F 5 5 含量降低与 MQ 呈 正 相关
,

故在

IC V D 患者中 C SF 5 5 含量的变化
,

在一定程

度上可作为判 断 IC V D 记 忆 障 碍 的 参 考指

标
。

值得指出的是 2 例 C T 正 常的 T IA 患者
,

不仅各分项记忆成绩
,

记忆量表总分及 M Q 与

2 个对照组十分接近
,
而且其 C S F 5 5 含量分

别为 2 27
.

3 及 2 47
.

2 ,

也与对照组一致
。

这不

仅仅说明 5 5 与记忆密切相关
,

更 重要的是从

预防角度出发
,

对 TI A 患者及有 TI A 史者
,

均应作积极处理
,

以避免脑梗塞的发生
。

由于

不仅多发性梗塞可引起记忆障碍
,

单发病灶
,

包括常见的基底节部位梗塞灶也可引起记忆障

碍
,

而后者不仅给病人带来生活
、

学习
、

工作

上的困难
,

也给家庭
、

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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