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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存有争论
,

病理学研究发现
,

纹状体尾状核

及 壳 核 的 小细 胞 成 分 有 变 化
。

oG ld m an

等 〔`6 )对一例 s y d e n h a m 舞蹈病 PE T 研究发

现
,

右侧尾状核及壳核葡萄糖代谢旺盛
,

愈后

三个月尾状核代谢恢复正常
,

而壳核虽有下

降
,

却仍较正常高
。

作者推测
,

纹状体暂时性

高代谢可能是由于纹状体核或下丘核功能不

良导致向纹状体神经传入增强之故
。

酒精中毒 : w ik 等 〔`5〕研究脑局部葡萄糖

代谢率
,

并用 C T 扫描研究脑解剖变化
,

发现

酒精中毒病人的葡萄糖代谢率的改变是普遍

现象
,

脑皮质及皮质下层葡萄糖代谢率下降

2 0 % 一 3 0 %
.

G ul 等 (` 8〕用 ` S -F F D G 的 P E T 显像
,

反复

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皮质及皮质下层代谢比

率提高
。

抑郁病人的大脑半球面的血流灌注

和代谢率降低
。

总之
,

随着 P E T 技术的广泛应用
,

通过

体外测定脑功能及各种脑疾患
,

能揭示与皮

质及皮质下变性有关的大脑局限代谢减低及

神经递质系统异常的特征形式
,

因而有助于

明确临床评价及结构成像后仍不明确的患者

痴呆和运动障碍的类型等
。

用于多巴胺及其

他受体的显像研究
,

已在神经科学上开始了

一个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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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期行为障碍的 S P E C T 脑血流显像改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 ( 北京
,

10 00 20 ) 张金谷 综述

摘 要 : 儿童时期的精神障碍包括原发性疾病如儿童多动综合征及原发性精神病如孤癖症等 ;

另一类为与脑病有关的严重认知与行为障碍疾病
,

如苯丙酮酸尿症
、

肝豆状核变性
。

二者 用 尤B F

显像都有大脑不同部位的灌注异常
.

其机理尚不清楚
,

对儿童精神病的 cr B F 改变也知之甚少
.

均有

待加强研究
。

关镇词 : S P E C I
,

局部脑血流显像 儿童行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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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儿童时期行为障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

神经精神病学的功能障碍
。

一类是原发性疾病
。

它常常表现为行为

和认知功能的临床异常
,

目前对其发病 的机

理尚不清楚
。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儿童注意

力不集中— 多动综合征
,

还包括一组原发

性的精神病
,

这一组除少年孤癖症外
,

尚研究

不多
。

另一类是与脑病有关的严重认知与行为

障碍疾病
。

它发生在先天代谢性疾病如苯丙

酮酸尿症或遗传疾病如肝豆状核变性
。

应用

核医学脑血流显像的方法
,

可精确地证实为

神经传递的障碍
。

许多作者应用 S P E CT 与

P E T 作平行研究
,

使儿童时期的行为障碍疾

患的脑功能显像取得了广泛的用途
。

由于对正常脑功能发育的进程还缺乏认

识
,

因而对儿童时期正常脑图像的评价以及

与异常图像的鉴别是相当困难的
。

C hug
a in

等 lt] 在 198 6 年报道了应用
` 3 -F F D G 研究婴

儿发育时的脑对葡萄搪利用的演变
,

证明了

这些功能的改变与神经生理的行为活动与解

剖学结构的成熟是一致的
。

月 ay 等图 的
`
sF

-

F D G 脑功能显像研究证明 5 一 26 天婴儿感

觉运动的皮层
、

视丘
、

中脑
、

脑干及小脑的代

谢活动明显
。

一岁时脑的葡萄糖代谢即与正

常人相似
,

包括额部的活动明显
。

直到 R u -

b i n s t e i n 等 ( 3 ]应用 s P E叮证实正常婴儿随着

新生儿成长的脑发育特点
,

描述了丘脑灌注

的发展
,

其后 到端脑新皮层 区 ( t e l e n e e p h a li e

n

eoc
o rt ica l a r e a s )的补 充

,

才基本 明 7 r C B F

在正常发育时间的进程
。

作者用
’ 23 1

一

IM P 对

未足 月儿及 足月 到一 岁儿童做 S P EC T 的

尤B F 观察
,

证明灰质
r C BF 比白质活跃

,

且

与成长时间呈正比
,

从而避免了对婴幼儿脑

显像正常变异的误诊
。

另一个影响脑血流图

像判断的重要 因素
,

是大脑左右半球 rC B F

分布不对称的生理变异
,

有人建议使用限定

阂值 ( 8 % 一 10 % )来避免
。

应用 zC B F 来评价大脑的功能状态
,

对

于合并有行 为障碍 的病人做一简单 的脑 显

像
,

可作为评价脑功能一种方法
。

另一种方

法是给患者建立认知作业 (
“
at s k de

”

)条件与

基础状态下使 用短半衰期 的
` 5 0 作示 踪剂

,

反复测定 cr B F 做图像比较
。

G e o gr e(
4〕应用

双倍注射 ( do u b l e
一

i川e e t i o n ) 用于 SP E C T 显

像
,

实质上是应用连续采集的脑显像计算减

法
,

用它来评估活动的皮层特殊容积
。

P E T 在成年人的研究解释 ( B F 如何活

动
,

能够用来阐明认知过程与解剖功能的分

离
,

而且指出
,

将儿童处于学 习状态作为刺激

的途经
,

已经被 P E T 检查用作鉴别诵读困难

的亚型 ( S ub t y p e )
。

本项研究进一步的扩展
,

经由 SP E C T 监测儿童 时期学 习状态
,

具 有

很大的潜力
。

研究 到口B F 最常用 的显像 剂

是
9 9m cT

一

H M P[ A O 和
9 9m cT

一

E C D
,

后者由血液

快速清除和 自肾脏排泄
,

它 的脑 /本底 比值

高
,

总体吸收剂量低
,

在体外的稳定性也优于

前者
。

放射性碘的配体有高的特异性
,

可以

用来估价很多后突触受体拮抗剂
,

以及 抗拮

抗剂的占有力和亲和力
。

。 ,

uT am
a
等 5[] 详细 介绍 了关 于 儿童 脑

显像的采集方法
,

以助于对儿童行为障碍疾

病进行成功的脑显像判断 :首先
,

他们推荐采

用三探头或其它型探测 系统
,

且应具有 良好

的空间分辨率 ;其次
,

要求有一个控制儿童行

为的安静环境
,

在注射示踪剂前 4 一 5 分钟应

在患儿静脉 内安置三通
,

在注射前片刻及注

射后 2 一 3 分 钟 给 以标 准 音 乐或 白 噪声

(W h i t e n o i s e ) 的刺 激
,

其 后 形 成
“

皮 质 图
”

( oC rt ica l m aP ;) 第三
,

强 调病 人在 采集 中的

头部体位
,

角度要符合要求 ;第四
,

要求两位

有经验的核医学医师分析图像
。

儿童 无B F 的 S P EC T 定 量分析可 以增

强客观性的评价
,

但绝对定量法不易推行
,

因

为它需要有创性方法进行配合
。

用半定觉方

法来估测对应大脑皮层的非对称灌注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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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用的
,

但对采用什么样子的感兴趣 区意

见仍不一致
,

有人建议用正方形或矩形感兴

趣区
,

但皮层断层异常的区域多为不规则形
,

所以大多愿意使用不规则的感兴趣区 〔6〕。

2 儿童时期行为障碍疾病的 S P E C T 所见

2
.

1 原发性疾病

2
.

1
.

1 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综合征 ( A D
-

H D )

本病主要特点为注意力时间短暂及注意

力分散
,

动作过多
。

主要表现为动作不协调
,

学习困难
,

特别是诵读困难
,

空间定位障碍

等
,

约 3 % 一 5 % 学龄儿童受催
。

对本病的病

原学知之甚少
,

已知一组亚群患者的先天 因

素可能与单胺神经传递因子失调有关 7[J
。

助
u
等 81t 检查一组 A D H D 的患儿

,

发现

在尾状核和中央额叶
r

CB F 呈低灌注
,

同时

在 枕 叶有 相 对 的高 灌 注
。

在 应 用 药 物

m e t h y lp h e垃d a t e 之后
,

可以改善一些 A D H D

患儿的注意力和枯燥无味的动作
, r

CB F 异常

的倾向也有所恢复
。

张金谷 9j[ 在一例 多动

症合并小头 畸形儿童的 尤 B F 检查 中发现
,

其右额叶及顶 叶皮层血流灌注减低
,

基底神

经节不清楚
。

oL
u
等发展 了关于 AD H D 病原 学的假

说
,

主张其病原学为纹状体失调
,

由于纹状体

功能减退导致原发性传导感情的与传导运动

的皮层解离
。

在这一组病例中观察到 ( B F

在皮 层下 基 底结构 减 低 和 在 皮层 水 平与

m e t h y lp h e n id a t e
效应的 汇B F 反转增加相吻

合
,

这一假说与解剖学尾状核头与前额皮层

之间的联系相一致
。

az m e t k i n
等 [’ 0〕使用

’ 8 F
.

F D G 令多动症

患儿作注意听觉作业时显像
,

结果有 8
.

1%

患儿有全脑葡萄糖代谢低下
。

而且在 已知控

制注意力和运动的前运动皮层和传感运动皮

层
,

因本病受 累使局部的葡萄糖代谢利用呈

有意义的低下
。

A D H D 的 S P E C T r C B F 改变说 明前额

叶的功能 障碍
,

而 P E T 的研究则进一步说

明
,

在 注意 听觉作 业时额 叶复聪 减退 ( h y
-

op er e r u it m e n t )
。

2
.

1
.

2 其它认知性疾病

S P E C T 脑显像可 以为其它认知性疾病

提供可能的脑功能异常特征性信息
。

在 6 例

合并有失语症的儿童时期亚群患者 ( aL dn an
-

k le f f n e : S y n d or m e )
, r C B F 呈现颜叶的灌注异

常
,

其改变以中脑周围最大
,

这一发现可以暗

示本病中枢病原学的特征图
。

2
.

1
.

3 脑瘫

用 SP E C T 脑灌注示踪剂连续观测一组

脑瘫病人
,

均有功能障碍的表现
,

这些脑病常

常原因不明和预后不清楚
,

很少能用脑的结

构显像来阐明
。

eD an y s
等 llt 〕观察一 组

, , m

cT
一

HM P A O 的脑 S P E C T
,

结 果与 临床症状

紧密平行
,

脑瘫组显示在运动不 良的对侧大

脑半球有低灌注
。

另一方面
,

双侧轻瘫患儿

可呈正常脑显像
。

每种亚型都有本质上不同

的预后
,

S P E C T 检查可以为此提供关键 的神

经学评价
,

预测神经精神病学缺陷的类型
,

以

便于推荐采用教育或精神病学介入治疗 lt 2]
。

张金 谷 t91 报道 一例脑瘫患儿的
9 , m cT

-

H M P A O SP E C T 检 查
,

汇B F 显示 为大脑轮

廓明显不完整
,

右侧额叶
、

顶叶
、

颜叶及枕叶

均显示脑血流灌注明显低下
,

顶叶及枕叶有

明显的放射性缺损区
,

皮层下基底神经节显

影不 良
, r

BC F 表现与临床症状体征基本一

致
。

应用 P E T 对重型脑瘫的系统观察证实
,

代谢受损的范围比结构显像的解剖学受累区

域广泛 [`2〕
。

2
.

1
.

4 精神发育迟缓

本组患者呈有意义的认知损害
。

而脑瘫

患者常常没有引人注 目的运动障碍
,

精神发

育迟缓合并特发癫痛者
,

S P E C T 显示高几率

的灌注缺损
,

这些缺损区并不是简单与脑电

图相关
,

它可能是大脑发育和成熟迟缓的原

因 t` 3〕
。

2
.

1
.

5 孤独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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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 ET 的研究中
,

有报告见到儿童期孤

独症有局灶性葡萄糖利用异常
,

但也有报道

未见异常者
。

Z i lbo
v i e i u s

等 c`4 ]利用
`33 X e

对

2 1例儿童原发孤独症患者进行检查
,

发现有

大脑皮层功能障碍
,

其中有 5 例患儿与非孤

独症对照组儿童相比未见皮层局部异常
。

而

G eo gr e
等 t’J 应用 99 m

cT
一

H M P
oA 检查本病儿

童
,

结果显示明确的额叶和顺叶的低灌注
。

2
.

1
.

6 精神分裂症

本病发生在 14 岁以前者
,

由于智能发育

不足和生活经验较差
,

症状内容简单
、

幼稚
,

且表现多样化
,

称之为儿童精神分裂症
,

但尚

未见有关核医学脑显像的报道
。

在成人患者 18 F
.

F D G 的 P E T 见到额 叶

的糖代谢低下
,

汇B F 的 SP EC T 也见到额叶

灌注的减低〔̀ 5] 。

也有人报道额叶 /颜叶比值

较 正 常 人 呈 有意 义 的 低 下 t16 】
。

aC
t af au

等 lt7 〕的研究结果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 (成

人 )的前额叶与颜叶的功能失调
。

前扣带 回

皮层在精神分裂症受累 〔18J
,

扣带回皮质细胞

有结构异常 [ , 9
·

20 1
。

2
.

1
.

7 抑郁症

本病为儿童时期发病患者中的重要一

组
,

但未见 到 有关 S P E C T 研 究 的 报道
。

aM沙
e
gr 等 t21

·

22] 报道成人抑郁症 s P E c T 检

查呈双侧大脑额叶
、

前颜叶
、

前扣带回皮层和

尾状核 尤 BF 灌注 明显低下
。

在应 用 P E T

研究成人单极抑郁症患者证实在副边缘皮层

有 m u 一 o p ia t e 受体增加
。

2
.

2 继发性疾病

本组为少见的代谢或退行性变引致的行

为障碍或认知障碍
。

2
.

2
.

1 苯丙酮酸尿症

又称苯丙酮酸精神发育不全
,

是一种氨

基酸代谢疾病
,

发病率约为 l / 12 000
.

智力发

育障碍突出而呈痴愚表现
、

有烦躁不安及过

度活动
,

尿 中含有 苯丙 酮 酸是本 病 特征
。

cb ma
:
等 (23 〕报道应用单探头系统对

`’ -c L
一

蛋

氨酸做单光子计数
,

认为本法能够监测本病

对 氨 基 酸 的 摄 取 和 对 药 物 治 疗 的 响 应
。

B ie sar
e k 等 [24〕使用

’ gm
cT

一

HM P A O S P E C T 做

尤B F 观察听力作业过程
,

发 现在 右侧后濒

叶
、

上颈叶皮层和豆状核附近有灌注增加
,

当

代谢改善时可看到上述皮层活动有显著的改

善
。

2
.

2
.

2 结节性硬化症

它是一种神经表皮结节性硬化综合征
,

是引致精 神发育迟滞的原 因
。

is eg 等 t25 〕证

实本病
9m9 cT

一

H M P A O S P E C T 显示 尤B F 的

灌注低下与 M R I 证实的皮质结节病变部位

一致
。

作者认为
,

这一结果支持他的有关皮

质结节是胚胎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假

设
。

2
.

2
.

3 肝豆状核变性 (W il so n , 5 id se ase )

本病是表现为婴幼儿肝衰蝎合并有进行

性脑病及张力障碍明显的一种疾病
。

中枢神

经系统病变相当广泛
,

但以豆状核最为严重
,

主要是星形细胞肥大增生
,

继之发生退行性

变
。

本病为染色体隐性遗传
,

55 % 有家族史
。

本病以铜代谢障碍为特征
,

脑 内铜沉积引致

脑损害
。

其临床表现 的神经精神症状有震

颤
、

多动
、

语言不清等
,

主要表现为智能及精

神障碍
,

有时类似 精神分裂症或躁 狂抑郁精

神病表现
。

H a w k i n s
等 〔2 6 ) 的 P E T 研究表 明

,

患者

几乎整个大脑葡萄糖代谢低 下
。

is eg 等 vt2 〕

指出
,

直接用 S P E C T 做
` 23 1

一

碘苯 甲胺显像有

可能发现本病的发病机制
。

环 多 巴胺受体

拮抗剂与基底神经节有高的亲合力与特异结

合
。

使用特殊部位 (尾状核
一

豆状核 )与非特

殊部位 (新皮层 )之间做放射性比值计算
,

可

以判断纹状体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
。

通过典

型的分析可以提示本病与更常见的张力障碍

两者对药物试剂的响应状态
。

SP E C T 凡B F 显像对儿童行为障碍的功

能机制
,

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与阐 明之

处
,

特别是对儿童精神病的脑显像改变知之

甚少
。

随着脑显像剂及显像技术的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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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研究的深入
,

不久的将来定会有突 14

破性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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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金森氏病脑受体显像的研究进展

福建 医学院附一院 ( 福州
,

3 50 00 4) 郭 榕 综述 董帷誉
`

林好学 赵惠杨 “ 审校

摘 要 : 用 P E T 和 SP E C T 对 P D 病人作脑受体显像不仅能揭示 P D 脑受体的数量和密度变化
,

并可对受体的空间分布进行定位和 定量分析
,

现 已用于 P D 的基础 研究
、

药物疗效判断和药理学研

究
。

关键词 : 帕金森氏病 脑受体显像

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
,

P D (帕金森氏病 )是

一种脑受体病变
。

由于脑受体显像放射性配

体的成功应用
,

使 P E T 和 S P E C T 受到临床

医生的普遍重视
。

本文就 P D 的主要病理改

变
、

P E T 的临床应用
、

S P E C T 在 P D 发病机

理
、

诊断和药物疗效判断中的研究状况加以

综述
。

P D 的主要病理改变和病因学

现代医学认为
,

P D 是一种多巴胺受体性

福建省立医院核医学科 (福州
.

35 0 0 0 1 )
。 。

上海中山医院核医学科 (上海
,

2 0 0 0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