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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治疗脑梗塞后脑功能障碍的诱发电位研究

杨炯炯 岳文 浩 韩丹春 江 红 芦宗玉

【摘要】 目的 采用视觉诱发电位 5;, < = > ?
,
7研 究绞股 蓝对脑梗塞病人脑功能障碍的改善作用

。

方法 ≅ 例脑梗塞患者

5八 组 7及正 常老年人 5∀ 组 7服用绞股蓝
,

并设 立脑复康治疗组 5/ 组 7作为对照
,

三 组均服 药 8 周 Α其中有 8: 例脑梗 塞患者服

用绞股蓝 翻 周
Α
服 药前 后分别测查 Β< = > Β 的潜伏 期

、

波幅
、

主波群形态和各波出现率等指标
。

结果 Χ
、

∀ 组被试在服 用绞

股蓝后
,

Β< = > Β 主波群形 态变 陡
,

各波 出现率增多
,

尤其晚成分 Δ ≅
、

Β 6
、

Δ 6 波改善明显
,

∀ 组晚成分波潜伏期缩短
。

服用绞股

蓝 斗 周较 8 周对 改善 Β< = > Β 更明显
。

结论 纹股蓝可 明显改善脑梗塞病 人的脑功能障碍
,

这为临床上治疗脑梗塞后认知

功能 障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关键词】 绞股 蓝 脑功 能 脑梗塞 Β< 0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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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是我国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

中风不

仅造成患者感觉运动障碍
,

其认知功能也会 下降
,

这

主要表现为学习记忆能力下降
。

而我国老年性痴呆

主要由脑血管疾病引起
,

学 习记忆能力的
一

下降又常

常是痴呆的早期表现 Θ%Ρ
。

因此近年来 已将中风患者

认知功能的恢复和躯体功能康复列入同等重要的位

置
。

对中风患者早期实施有效的改善认知功能的治

疗
,

无疑可以促进患者的全面康复川
。

目前临床上改

善脑功能
、

增强学习记忆的药物主要是以脑复康为

代表的益智药
,

但疗效 尚不肯定
。

杨炯炯等 58 9 9 47 的

研 究采用 临床记 忆量 表 5∀ %∃, ∃& − % 1 ) Ι ) + Φ 3 & − %&
,

& 1∋ 7
、

韦氏记忆 量表 5Λ & &# & ∋ %& + 1 & Ι ) + Φ 3 ∀ − %&
,

Λ 1 3 7和 Μ <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 5Μ − %∋ Ε & − 2 一 < & ∃Ε − ,

Δ & ∗ + ) ϑ ∋ Φ & #) %) Η ∃& − % / − ΕΕ & + Φ
,

Μ < / 7测查脑 梗塞病

人服用绞股蓝后的疗效
,

结果表明绞股蓝对学 习记

忆及脑功能障碍具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闭
。

本实验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视觉诱发 电位5Β
− ΕΕ & +,

一

< & 0 &+
∋ − %

= ∃∋ ∗ − % > 0 ) Ω & 2 Β ) Ε & , Ε ∃− %
,

Β< = > Β 7作为脑功能的客

观指标
,

探讨绞股蓝对脑梗塞病人脑功能障碍的改

善作用
,

为临床上治疗脑梗塞后认知功能障碍提供

可靠的依据
。

方 法

一
、

研究对象及分组

≅ 例脑梗塞患者
,

随机分配其中 ≅ 例服用绞

股蓝 5− 组 7
,

8 例服用脑复康 5Γ 组 7
,

另外 ≅ 例匹

配的正常老年人服用绞股蓝 5。 组 7
。

三组年龄
、

性

别
、

职业及文化匹配对照
。 − 组和 Γ 组病人在既往

史
、

临床神经功能缺损分
、

伴发病
、

病程
、

部位
、

体积

等各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

且除实验药物外
,

其它

辅助药物的名称
、

剂量
、

用药时间均基本相同
,

因此

三组具有很好的可 比性
。

脑梗塞病人均符合下列条件
Ζ

587 符合中华医

学会第二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病诊

断要点
,

并经 & Ψ 或 1 < ; 确诊 Α 5 7年龄  一 4 岁
,

发病 一 ≅ 周后
,

病情处于稳定恢复期
Α 5≅7 意识清

晰
,

基本能行走
,

语言基本流畅
,

书写基本无困难
Α

567 家族 中无其它影响认知活动的神经精神性遗传

疾患 Α 57 视力或矫正视力7  
!

∴ 且排除枕 叶病变
。

正常老年对照入选条件为
Ζ

587 无器质性脑病变
,

无

]

作者单位
Ζ   8 山东医科大学 医学 心理教研 室 5杨炯炯

,

岳
文浩

,

江虹
,

芦宗玉 7 Α   8 山东医科大学 附院神经 内科 5韩丹春 7 Α

8   8  8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5杨炯炯
,

现学 习单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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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及重大躯体疾病
,

并经正规单位确定
Α 57

家族 中无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精神性遗传史
Α 567 视

力或矫正视力7 57! ∴
。

各组被试年龄
、

性别 比 5男
Ζ

女 7
、

职业 比例 5工

人
Ζ

干部
Ζ

科教 人员
Ζ

军人 7
、

教育程度 比例 5小学
Ζ

初

中
Ζ

高中
Ζ

大学
Ζ

文盲 7和病程情况见表 8
。

表 8 各组被试情况

项 目 例数 年龄 5岁 7 性别比 职、?卫比 教 育比 病程 5周 7

Χ 组 ≅ ∴
!

∴ :士 4
!

8 Ζ 8  8 ∴ Ζ 9 Ζ Ζ 4 Ζ : Ζ 8  Ζ 6 6
!

4 士 ∴ 6
!

: :

/ 组 8 ∴
!

∴ 士 9
!

: ∴ 8 ∴ Ζ ∴ Ζ 8 Ζ Ζ 8 Ζ 4 Α 4 Ζ ≅ Ζ !

4 士 4
!

≅

∀ 组 ≅ ∴ ≅
!

 9 土
!

8 : Ζ 6 Ζ 8 Ζ Ζ ≅ Ζ Ζ 8 ≅ 57

二
、

药品及用法

绞股蓝 为葫芦科 绞股 蓝属植物 5Υ Φ, )∋ Ε& Ι Ι “

Β& , Ε − ϑ # Φ%%∗ , 、 Ψ # ∗ , Γ 1 − Ω∃, ) ,

Υ ϑ 7
,

由浙江永嘉县

贩北镇绞股蔽供应站提供
。

脑复康 5乙酞胺毗咯烷酮

片
,

Β∃+ − & & Ε− Ι 7由东北制药总厂生产 5批 号 9 6  4 8 ≅ 7
。

绞股 蓝  9 ⊥ 日
,

代茶饮
Α 脑复康  

!

: 9 ⊥次
,

≅ 次 ⊥ 日
,

均连续服用 8 周
,

其中
− 组中 8: 例被试服用绞股

蓝 6 周
。

三
、

研究方法与指标

采用 日本光 电公司生产的 医用 4 8  [ 型脑诱

发 电位仪
!

视觉刺激型号为 Β1一 8 4 ≅ Ψ
。

实验在铜网

屏蔽室 内进行
,

被试头部共安放直径 4Ι Ι 的盘状

电极 6 个
,

其中两个记录电极分别放锐在 ∀ ≅ _
、

∀ 6 _

点
,

参考电极位 于 ∀ Ν

点
,

地极置于 ⎯Β Ν

点
Α
电极 间

阻抗小于 3[ 几
。

刺激形式采用棋盘格翻转式
,

频率 8

次⊥ 秒
,

分析时间   Ι ∋ ,

共叠加   次
。

实验指标有

各波潜伏期
、

波幅
、

各波出现率
、

主波群形 态和晚成

分波等
。

所有被试均在服药前
、

后分别进行 Β < = > Β

检查
, − 组 8: 例被试进行 了两次复查

,

前后共 ≅ 次
。

四
、

统计分析方法

将原始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
,

利用 3 Χ 3 统计软

件包进行 Ε 检验和 + 检验
。

结 果

一
、

潜伏期
− 、

Γ 两组各波潜伏期在治疗后虽有缩短趋势
,

但均无显著性差异
Α ∀ 组被试在 口服绞股蓝后

,

其各

波 潜 伏期 亦 普遍缩 短
,

αα Β βχ
、

αα Β 6χ
、

α < Β 6χ
、

;
(

< Δ 6χ
、

< α Δ ≅χ
、

< αΒ ≅χ
、

< < Δ ≅χ
、

< < Β ≅χ 3 项潜

伏期缩短具有显著性差异
, −
组复查 ; 与复查 ; 相

比各波潜伏期无明显差异
,

与治疗前相 比 < < Δ βχ

潜伏期缩短
,

尸 δ  !  
。

二
、

波幅
−

组 复 查 % 与 治 疗前 相 比各 波 波 幅 升 高
,

α αΔ ≅ Χ
、

α αΒ βΧ
、

< α Β ;Χ
、

< < ΒβΧ 具有统 计学 意

义
,

复查 % 与复查 ; 相 比
,

α α Δ ≅Χ
、

< α Δ ;Χ 波波幅

升高
,

尸 δ  
!

 Α Γ 组波幅均普遍升高
,

但无显著性

差 异 Α ∀ 组 各波 波 幅亦普遍升高
,

其 中 < < Β ;Χ
、

< < Β 6 Χ 波幅增高具有显著性差异
。

三
、

各波出现率比较 5见表 7

由表中可以看出 5以左 眼左点为例 7
,

治疗前三

组均 以 Β %
、

Δ ≅
、

Β 6
、

Δ 6 波出现率低
Α 治疗后 − 组各

波缺失率 下降
,

出现率增多
,

尤以 Δ ≅
、

Β6
、

Δ 6 波 明

显
,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
Α
复查 % 各波出现率更有

明显增加 Α Γ 组在治疗 前后各波出现率无显著性差

异
, ∀
组在治疗 后 Δ %

、

Β β
、

Δ β
、

Β ≅
、

Δ 6 波 出现率增

高
,

Β δ  
!

 
。

治疗后的组间比较发现
,

Γ 组 以晚成

分波 Β ≅
、

Δ ≅
、

Β 6
、

Δ 6 波缺失率大于
− 、∀ 两组

Α而 − 、 &

组的 Β β
、

Δ β
、

Β ≅
、

Β6 出现率无显著性差异
。

表 左眼左点各波出现率比较 5ε 7

分组 α α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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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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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值为 丈组 比较的结果 7

四
、

主波群类型比较 5见表 ≅7

在 Β< = > Β 中
,

可将不 同的主波群形态分 为 4

种类 型
Θ ‘γ Ζ

58 7Λ 型 Α 5 71 型 Α 5≅ 7深 Β β η 晚成 分

型 Α 56 7深 ;〕 一晚成分型
Α 5 7浅 Β β η 晚成分型 Α 5∴ 7

浅 Ββ一晚成分型
Α 547 平坦型

。

其中587 ι 5≅7 见于正

常人主波群形态
,

56 7一 5 7为轻度异常
,

5∴ 7一 54 7为

异常状态
。

各组 在治疗前主波群类型无明显差别
,

治疗后

三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Α − 、 Ο 两组 的主波群形态优

于 Γ 组
, − 组与

Ο
组相比则差异不明显

,

Β 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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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 ∃) + − % 1 & 2 ∃& − % 3 & ∃& , & & , 4 56 7

, 8 9 9 :

组的主波群形态 567 增多具有显著性
,

5∴ 7
、

547 明显

减少
,

尸 δ  
!

 Α Ο 组波形 58 7一 567 均见增多
,

57 一

5 4 7减少
,

其中波型 58 7
、

5≅ 7
、

5∴ 7
、

54 7治疗前后相比

有显著性差异
Α Γ 组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别

。

表 ≅ 各组主波群类型比较 5单位
Ζ

例 7

分 组 Λ 型 1 型 深 Β β η %
κ

深 Β β 一 %
,

浅 Β β斗
一

α 浅 Β β 一 α 平坦型
  几乃;
(习φ口  ,Ρ%卜曰Ξ户曰九卜八 乙八

,菠!胜∀
#皿孟一了 
!住∃ 口

% !胜

%夕几乃八&
、∋一()口

,!胜毛!!

∗曰月#+山,叼 只∋乃八

% !!
,

−

组组组组组组.
!卜/0.1/0治疗前

%〕 2 34
!

5 

治疗后

关6

7 于
!

∃ 5 3 8 2  
!

   ∃ 4

9 组复杏 % :
!

 ; 3 8 2  
!

 % 4

讨 论

研 究表 明
, . 组及

0 组被 试在 服用 绞 股 蓝后

8 < = > 8 主波群形态变陡
,

各波出现率增多
,

尤其是

晚成分 ? 7
、

8≅
、

? ≅ 波改善明显
, 0 组晚成分波潜伏

期缩短
。

服用绞股蓝 6≅ 周较 % 6 周对改善 8< = > 8

更明显
,

服药时间越长
,

各波 出现率增 多
,

正常波型

增多
,

异常波型减少
。

我们以往的实验采 用 0 Α Β
、

Χ Α Β 测查脑梗塞患者服 用绞股蓝 儿 周后记忆力

的改变
,

用 Δ < Ε 一 < 0 测查脑功能的改变
,

结果也表

明
,

绞股蓝能明显提高被试的各项分测验和记忆商
,

改善空间记忆
、

抽象思维能力等高级认知功能川
,

这

与本实验的结果 一 致
。

8 < = > 8 作为客观的脑功能检测工 具
,

在 临床

上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一
”〕

。

现在一般认为
,

8 −
、

? − 波

起源于视神经和脑干上丘部位
,

反映原始视皮层功

能 Φ 8 Γ
、

? Γ 波起源 于丘脑投射 系统和视皮 层
,

8 7
、

? 7
、

8 ≅
、

? ≅ 等晚成分波则起源于大脑皮层的广泛区

域
,

它们代表大脑皮层的高级功能
,

与学习
、

记忆
、

思

维等高级神经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
「∃ 一 ;」

。

8 < = > 8 的

潜伏期
、

波幅
、

各波 出现率和主波群形态等都是灵敏

的脑功能指标
。

李云等 3 % , , 74 对 8 < = > 8 的各成分

与记忆商
、

智力进行 了多 因素 回归分析
,

结 果提示

8< = > 8 晚成分波的潜伏期和波幅与记忆商相关很

大
,

= > 8 晚期波包 含了与记忆相关的丰富信息川
。

另一 项研 究 表 明
,

脑梗 塞 和 梗 塞 后 痴 呆 患者 的

8< = > 8 潜伏 期延 长
,

波 幅降低
,

晚期波 出 现率 「

降
,

日
!

异常波型增多 Η Ι
。

绞股蓝改善 8< = > 8 晚期波
,

使正常波型增多
,

异常波型减少
,

这与绞股蓝改善学习记忆
,

改善脑功

能的作用相一致
。

这提示绞股蓝可广泛改善大脑皮

层的活动
,

易化视觉过程
,

使注意力有效分配
,

并对

神经元功能的恢复和保 护具有一定作用
。

8< = > 8

晚成份各波与脑的学 习
、

记忆有密切关系
,

它可 灵

敏
、

早期地反映学 习记忆功能
、

脑功能的改变
,

由此

可以认为
,

绞股蓝疗效的好坏可 由晚成分波得 以反

映 Φ 8< = > 8 晚成份波可作 为反 映高级 神经心理活

动的又
一

客观
、

灵敏的指标
。

本实验 中被试潜伏期和

波幅的改变尚不明显
,

分析原因可能与所选病人均

处干恢复期及服药时间长短有关
。

绞股蓝是新近开发的中草药
, ‘

言具有多方面的

药理作用〔’“丁
,

如抗心肌缺血
,

缺氧
,

降低血脂
、

血糖
,

镇静催眠
,

抗应激
,

抗衰老
,

对急性脑缺血的保护作

用及对学习
、

记忆的促进作用 Η− ’」等
。

本研究表明
,

绞

股蓝可明显而有效地改善脑梗塞患者的脑功能
Φ此

外
,

绞股蓝还可以通过降血糖
、

降血脂
、

抑制血小板

聚集
、

抗衰老等多种药理作用改善患者全身状况
,

控

制 = ϑ 的危险因素
,

促进脑功能的恢复
,

从而在根本

上预防中风的复发和 = ϑ 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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