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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海马切除对难治性癫痫患者个性改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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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选择性海马切除术后难治性癫痫患者个性特征的变化。方法:回顾性分析 52 例癫痫患者在选择性海马

切除术前 、术后 1 年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测评 ,观察相应测量指标变化。结果:52 例选择性海马切除患者术后 EPQ中

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分值较术前下降(P<0.05);23 例行左侧海马切除患者术后 P、E、N分值也较术前下降

(P<0.05), 而 29 例行右侧海马切除者术前术后 1 年 P、E、N 分值无明显差异(P>0.05);Eng le分级Ⅰ～ Ⅱ级患者术后 P、E、

N 分值均较术前有明显差异(P<0.05), Ⅲ～ Ⅳ级患者术后 P、E 、N 无明显改变(P>0.05)。结论:一侧选择性海马切除术

后患者个性可能发生改变 ,且左侧较右侧影响较大 ,术后 1年内症状控制优良者较控制差或无效者个性变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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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 o evaluate the ef fect s of selective resection of hippocam pu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 ic variation of pat ients w ith

int ractab le epi lep sy.Methods:T ween ty three patients w ho received left resection of hippocampu(LRP)and tw eenty nine ones w ho did

righ t resection of hippocam pu(RRP)w ere tes ted by the revised Eysenck Personali ty Qu es tionnaire(EPQ)befo re an d one year after th e

su rgical operation.Results:P , E and N scores of al l pat ien ts after the t reatment w ere signifi can tly low er than those b efore th e t reatm ent

(P<0.05).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pos toperat ional P , E and N scores was found in LRP g rou p(P<0.05), but not fou nd in RRP

group.P , E and N scores of the pat ients w ith Engle class Ⅰ and Ⅱaf ter the operat ion w ere low er than th ose before the operation(P<0.

05), bu t these scores did not changed signif icant ly in the patients w ith E ngle class Ⅲ and Ⅳ.Conclusion:Selective resection of

hipp ocampu h as effect 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 tic and LRP is of more ef fects than RRP.

Key words:epi lepsy ;selective resection of hippocampu;Eysenck Personalit y Qu es tionnaire;personal characterist ic

　　癫痫是世界性顽疾之一 ,对于难治性癫痫 ,需要

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选择性海马切除是应用最广泛

的手术方式之一 。但该手术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神经

精神方面的并发症 ,据国外资料 ,手术后发生近期和

远期精神障碍约占 6%～ 7%。而国内外资料表明该

手术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对 52例顽固

性癫痫患者手术前后 ,应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进

行评估 ,旨在分析一侧选择性海马切除对顽固性癫痫

患者个性特征的影响 。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从 2003年 10月至 2006年1月

行海马切除治疗的顽固性癫痫患者共 52例 ,男性 28

例 ,女性 24例;年龄 9 ～ 48岁 ,平均 25.1岁;病程 3 ～

18年 ,平均为 6.8年;首次发病年龄 2个月 ～ 41岁 ,发

作类型:单纯部分性发作 18 例 ,复杂部分性发作 20

例 ,全身强直阵挛发作 14例。影像学检查:头颅 MRI

均显示一侧海马区异常信号 ,病理检查结果海马硬化

者39例 ,海马血管畸形 13例 。本研究患者入选条件:

(1)病程 3年以上;(2)经两种以上抗癫痫药正规治疗

2年以上 ,仍不能控制发作 ,每月发作>3次;(3)经临

床 、电生理及影像学检查提示致痫灶位于一侧大脑半

球。排除条件:(1)严重智力障碍;(2)术前有明显精

神障碍患者;(3)左力手患者剔除;(4)对明确颅内肿

瘤患者均不进行测评 。

1.2　研究方法

1.2.1　手术方式　手术在全麻下进行 ,取经典的额

颞顶部问号形切口 ,骨窗下缘到中颅凹颞底部 ,暴露

脑组织后 ,即行皮层 EEG(EcoG)和深部 EEG 监测 ,

记录海马皮质的电活动 ,确定和验证致痫灶 ,抬起颞

叶底部 ,显露颞下回 、枕颞外侧回 、枕颞外侧静脉 、枕

颞内侧回及位于颞叶下方的 Labbe 静脉。在距颞极

3.5 cm 处 ,沿颞下沟切开颞极及颞下回皮质 ,再向深

部切开颞叶与岛叶间的白质进入颞角 ,打开颞角侧脑

室 ,暴露海马头部及体部 ,从颞角前底部到达后部侧

副三角水平作弧形切开 ,将海马游离后切除 ,接着将

海马旁回作软脑膜下吸除 , 即完成手术。本组患者均

加做多处软膜下横纤维切断术(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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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心理测评　对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前 、术后 1年由

专业心理技术人员按照龚耀先〔2〕修订的 EPQ 问卷测评 ,

均利用人-机对话形式完成 ,并对测评分数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 ,数据

间比较用配对 t检验 , P<0.05为显著性差异 。

2　结果

2.1　术后临床效果 　根据临床发作次数与服药情

况 ,对本组患者术后 1年 Eng le分级进行评定 ,分为Ⅰ

～ Ⅳ级 ,其中Ⅰ ～ Ⅱ级 45例 , Ⅲ级 5例 , Ⅳ级 2例 ,此

2例患者术后出现暂时性运动性失语 ,术后 1 w 后逐

渐好转 ,1年后随访完全康复 。

2.2　EPQ 问卷测评结果　术后 1 年 EPQ 各分值与

术前相比较 , L 分值变化差异小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 、N 分值则较术前明显降低(P <0.05), E 值

较术前增加(P <0.05 ,见表 1)。左侧海马切除患者

术后 1年 EPQ 各分值的变化趋势与前相同(见表 2),

而右侧与术前比较无统计意义(P >0.05 ,见表 3)。

术后 1年随访 Engle 分级Ⅰ ～ Ⅱ级者的 P 、N 分值较

术前下降 , E分值则增加(P <0.05), Ⅲ～ Ⅳ级的各数

值均无明显差异(P>0.05 ,见表 4)。

表 1　选择性海马切除术前 、术后 1 年 EPQ 的变化

组　别 P分值 E分值 N 分值 L 分值

术　前 9.96±2.25 14.04±2.06 15.48±3.39 8.35±2.10

术后 1年 7.25±1.61① 16.52±1.94①12.17±2.63① 8.23±2.15

　　注:与术前比 , ①P<0.05

表 2　左侧选择性海马切除术前 、术后 1 年 EPQ 的变化

组　别 P分值 E分值 N 分值 L 分值

术　前 10.43±1.78 13.04±1.92 18.48±1.44 10.30±1.02

术后 1年 5.87±0.76① 17.87±1.42①10.61±2.66① 10.13±1.42

　　注:与术前比 , ①P<0.05

表 3　右侧选择性海马切除术前 、术后 1 年 EPQ 的变化

组　别 P分值 E分值 N 分值 L 分值

术　前 8.38±2.18 15.03±1.95 13.10±2.45 6.79±1.26

术后 1年 8.34±1.20 15.45±1.59 13.41±1.84 6.72±1.22

表 4　癫痫控制效果与 EPQ 的关系

组　别
E ngleⅠ ～ Ⅱ级(n=45)

P 分值 E分值 N 分值 L 分值

Engle Ⅲ ～ Ⅳ级(n=7)

P分值 E分值 N 分值 L 分值

术　前 10.11±2.31 13.89±1.97 15.73±3.29 8.42±2.11 9.00±1.63 15.00±2.52 13.86±3.80 7.86±2.19

术后 1年 7.02±1.54① 16.64±1.77①12.00±2.60① 8.33±2.18 8.71±1.25 15.71±2.81 13.29±2.69 7.57±1.90

　　　　注:与术前比 , ①P<0.05

3　讨论

EPQ 是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个性测评指标 ,主

要是进行精神质(P)、内外项(E)、神经质(N)、掩饰

(L)四个方面测评 。其中 E 维因素与中枢神经系统

的兴奋 、抑制的强度密切相关;N 维度(即神经质或情

绪稳定性)可能与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功能以及边缘系

统对情绪的控制有关〔2〕;P 维因素并非暗指精神病 ,

它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 ,只是程度不同;L 维因素是

测定被试的掩饰 、假托或自身隐蔽 ,或者测定其社会

性朴实幼稚的水平。此问卷是操作简单 ,而且信度和

效度都比较高的一种人格测量表 , 1980 年引进我国

经过有关专家的修定 ,较适合我国国情 ,并建立了中

国常模。问卷项目包含范围广 ,题目浅显易懂 ,对患

者个体文化素质要求不高 。

对于难治性癫痫患者 ,需要采取手术治疗 ,因为

海马既是颞叶癫痫的致痫灶 ,也是颞叶癫痫放电的主

要传播途径〔1〕 ,而长期频繁的发作易造成相应的海马

区组织缺血缺氧 ,引起继发性神经元损害 ,外加患者

长期的精神压力 ,对于癫痫发作 、长期服药的恐惧也

造成明显的个性改变〔3〕 。通过选择性海马切除手术 ,

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 ,但同时可能对患者个性特征有

一定影响。因此 ,本文通过对患者手术前后 EPQ 测

评 ,以进一步探讨选择性海马切除对患者个性的影

响 。本文结果表明 ,本组患者术后 1年 EPQ 中精神

质(P)分值较术前下降 ,提示癫痫患者因长期发病 ,不

仅造成生理结构的病理性改变 ,同时也使得自身不能

适应环境 ,对周围人群缺乏同情心 ,不关心别人 ,而术

后具有明显改善 ,且术后症状控制效果优良者 P 分值

改变更明显 ,说明症状控制与精神质改变具有密切关

系 ,这可能与术后癫痫发作完全控制或发作次数明显

减少 ,社会对患者的接纳 ,患者害怕发病的恐惧心理

减轻有关 。而对比左侧与右侧手术区发现 ,左侧对精

神改变较右侧更明显;内外向(E)分值术后性格改变

较术前呈反向改变 ,术前呈外向型性格的患者术后改

变不明显 ,而术前呈内向型者术后呈反向改变 。神经

质或情绪稳定性(N)分值术前分数均较术后高 , N 分

值高者表现易激惹 、好偏激 、应激强烈 、较易被生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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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促发心理 、生理反应 。术后均有所下降 ,有部分患

者术后出现反应淡漠等反向表现 ,说明选择性海马切

除对患者术后个性状况有一定改善 ,并与手术区及术

后控制效果具有密切的关系。

选择性海马切除手术可以很好的控制癫痫发作 ,

对患者个性影响总体有改善 ,社会适应能力也有一定

提高 ,在这 1年里患者逐渐增加与周围人群交往 ,情

绪控制能力逐渐提高 ,并没有产生副影响 ,但由于我

们研究例数较少 ,随访时间相对较短 ,故此术式对个

性的远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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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　男 , 34岁 , 因反复左胸隐痛半年余 、加重伴胸闷 、气

促 3 个月 ,以左侧胸腔包裹性积液入院。病程中时有咳嗽 、咳

痰 ,为少量白色粘稠痰 , 无血丝 , 发热等症状。入院后查体:生

命体征正常 ,神志清楚 ,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 , 气管居中。

左下肺呼吸音稍减弱 ,右肺呼吸音无明显增粗 , 两肺未闻及干

湿性罗音。心腹未见异常。胸部 X 线正位片示:左胸腔下壁

可见长条形突向肺野见一(3.5×4.5×3.0)cm 大小类圆形致

密影 ,密度均匀 , 考虑:左 下 胸 腔 包 裹 性 积 液 , 胸 膜 间 皮 瘤 可

疑 。胸 部 CT 平扫:两 肺 纹 理 增 多 , 左 侧 胸 壁 见 丘 状 突 起 , 边 缘

有 双 弧 征 , CT 值为-90 HU , 纵 隔 内 未 见 肿 大 淋 巴 结 。考 虑 :

左 侧 胸 壁 包 裹 性 积 液 可 能 , 不 能 排 出 外 间 皮 瘤 。痰 细 胞 检 查 ,

结 核 抗 体 , 抗 核 抗 体 , 癌 胚 抗 原 均 阴 性 。临 床 诊 断 :左 侧 胸 腔

包 裹 性 积 液 , 胸 膜 间 皮 瘤 。在 完 善 术 前 准 备 后 , 于 全 身 麻 醉 双

腔 气 管 插 管 下 行 左 侧 胸 腔 开 胸 探 查 术 , 术 中 见 左 下 胸 壁 一

(3.5×4.5×3.0)cm 大小的黄色质软分叶状肿块 , 与 壁 层 胸

膜 粘 连 , 基 底 部 宽 , 血 供 不 丰 富 , 肉 眼 未 见 肿 瘤 侵 犯 胸 膜 组 织 。

予 完 整 切 除 肿 块 , 5- FU 盥洗胸腔 , 放 置 胸 腔 闭 式 引 流 管 后 关

胸 。术 后 常 规 预 防 性 抗 感 染 、止 血 、消 肿 等 对 症 治 疗 , 术 后 第 2

d 复查胸部 X 片示:左 肺 复 张 良 好 , 左 下 胸 腔 致 密 影 消 失 。 予

拔 除 胸 腔 闭 式 引 流 管 。 病 理 诊 断 为 :胸 膜 脂 肪 瘤 。 10 d 后患

者痊愈出院。随 访 6 个月 , 患 者 生 活 、工 作 正 常 。

讨 论 　胸 膜 肿 瘤 可 分 为 转 移 性 和 原 发 性 两 类 。转 移 性 胸

膜 肿 瘤 多 表 现 为 恶 性 , 约 占 胸 膜 肿 瘤 的 95%, 以 肺 癌 、乳 腺 癌

转 移 至 胸 膜 最 多 , 其 次 为 骨 癌 、胰 腺 癌 和 原 发 于 子 宫 的 恶 性 肿

瘤 , 其 他 少 见 的 胸 膜 转 移 瘤 有 淋 巴 瘤 ;原 发 性 胸 膜 肿 瘤 也 有

良 、恶 性 之 分 , 恶 性 胸 膜 肿 瘤 以 恶 性 间 皮 瘤 较 为 常 见 。良 性 胸

膜 肿 瘤 有 内 皮 瘤 、血 管 瘤 、良 性 巨 块 型 间 皮 瘤 、脂 肪 瘤 等 几 种 ,

由 于 胸 膜 组 织 源 于 间 皮 细 胞 和 结 缔 组 织 , 因 此 临 床 上 胸 膜 脂

肪 瘤 较 罕 见 , 占 胸 膜 肿 瘤 的 不 足 1%, 明 确 诊 断 颇 有 困 难 。 误

诊 原 因 :(1)良 性 胸 膜 脂 肪 瘤 一 般 无 自 觉 症 状 , 多 在 X 线检查

时发现 , 且 与 包 裹 性 胸 腔 积 液 及 早 期 恶 性 局 限 型 间 皮 瘤 的 X

线表现极为相似 , 无 特 征 性 改 变 。(2)包 裹 性 胸 腔 积 液 多 与 感

染 性 疾 病 有 关 , 多 有 胸 膜 炎 的 表 现 , 在 B 超引导定位下穿刺多

能抽出液体。(3)本 例 患 者 有 胸 痛 、胸 闷 、气 促 、咳 嗽 、咳 痰 等

胸 膜 炎 症 状 , 但 在 B 超引导定位下穿刺未能抽吸出液体 , 从 而

干 扰 了 临 床 诊 断 。 因 此 再 遇 到 类 似 患 者 时 应 提 高 警 惕 , 扩 宽

临 床 思 维 , 争 取 从 多 角 度 考 虑 临 床 诊 断 , 早 期 在 B 超或 CT 引

导下病灶穿刺活检 , 即 能 早 期 明 确 肿 瘤 的 病 理 类 型 , 也 能 达 到

对 肿 瘤 的 早 诊 断 、早 治 疗 的 目 的 , 为 患 者 治 疗 提 供 可 靠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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