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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伴结缔组织病棻棸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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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结缔组织病棬斻旓旑旑斿斻旚旈旜斿旚旈旙旙旛斿斾旈旙斿斸旙斿棳斆斣斈棭是一种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棳主要侵犯全身结缔组织和血管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暎三叉神经痛是 常见的脑神经疾病棳
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疼

痛为主要表现暎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棳斆斣斈与三叉神经

痛之间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棳正确诊断以三叉神经痛为

主要表现的斆斣斈棳避免漏诊暍误诊棳并早期暍正规予以激素

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棳显得尤为重要暎我们收集了 斆斣斈合

并三叉神经痛棻棸例患者棳并对相关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一般资料

本组棻棸例患者棳女性椆例棳男性棻例棳年龄棿棸暙椃棽
岁暎结缔组织病分别为未分化结缔组织病棽例暍混合型结

缔组织病棽例暍系统性红斑狼疮棽例暍原发性干燥综合征

棻例暍系统性硬化症棾例暎其中椃例以三叉神经痛为首发

表现暎平均病程为棬椆灡棻暲棻棽灡棽棭月暎
棻灡棽暋临床表现

结缔组织病表现椇雷诺现象棬椆例棭暍口干棬 例棭暍眼干

棬 例棭暍关节痛棬 例棭暍发热棬 例棭暍脱发棬棾例棭暍肺间质病

变棬棾例棭暍皮肤硬化远端皮肤变薄棬棾例棭暍进食梗噎感棬棽
例棭暎神经系统表现椇椆例中 例患者单纯三叉神经感觉

根受累棳棿例感觉根暍运动根均受累棳主要表现为面部麻

木棳阵发性疼痛棳张口不能暍咀嚼无力等暎
棻灡棾暋辅助检查

棻棸例患者抗核抗体棬斄斘斄棭均阳性棳滴度椌棻暶棾棽棸棳其
中抗斢斻旍灢椃棸抗体阳性棾例棳抗斢斢斄抗体阳性棾例棳抗斢斢斅
阳性棻例棳抗 斦棻斠斘斝抗体棽例暎 例患者行单纯疱疹病

毒棻型抗体检查棳其中棻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和棻例未

分化结缔组织病患者抗体阳性暎
棻灡棿暋治疗与预后

棻棸例均予激素加免疫抑制剂棬环磷酰胺暍甲氨蝶呤

等棭以及改善循环暍营养神经等治疗棳棽例病毒抗体阳性患

者加用抗病毒治疗棳椂例患者随访棻年棳症状逐渐减轻棳余
棽例失访暎
棽暋讨论

三叉神经痛是 常见的脑神经疾病棳其病因迄今为止

仍无定论暎有报道在 斆斣斈中棳三叉神经痛 常见的病因

是未分化结缔组织病棳其次为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棳系统性

硬化棳此外还有干燥综合征暍类风湿关节炎及系统性红斑

狼疮暍皮肌炎等椲棻椵暎有报道斆斣斈合并三叉神经痛患者中棳
雷诺现象为 常见临床症状棳其次为关节炎暍指端硬化暍食
管功能障碍暍近端皮肤硬化暍毛细血管扩张暍指垫改变及肺

纤维化暍口眼干燥症状棳此外棳还有光过敏暍蝶形红斑暍浆膜

炎暍盘状红斑及皮肤血管炎椲棽椵暎在抗核抗体谱等抗体检测

中棳三叉神经痛与 斄斘斄 谱抗旛棻斠斘斝抗体密切相关暎本

组棻棸例患者棳未分化结缔组织病棽例棳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棽例棳系统性红斑狼疮棽例棳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棻例棳系统

性硬化症棾例棳与文献报道大致相似椈在免疫性因素相关

检查中棳我们发现棻棸例患者 斄斘斄 均阳性棳其中棻例抗

斠斘斝棷斢旐抗体阳性棳与文献报道相似暎但因病例数较少棳
相互之间的相关性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暎

三叉神经痛的发病机制中病毒感染学说占有重要地

位暎而斆斣斈患者棳由于其自身免疫状态的改变棳将诱发

斎斢斨灢棻形成增殖性感染棳从而加重病情暎在 例斆斣斈合

并三叉神经痛患者中棳棽例发现 斎斢斨灢棻抗体阳性棳使我们

有理由相信病毒感染棳特别是 斎斢斨灢棻感染棳可诱发 斆斣斈
患者病情活动棳继而出现三叉神经脱髓鞘病变棳从而诱发

三叉神经痛发作暎有学者发现白细胞介素灢椂棬斏斕灢椂棭对于

斎斢斨灢棻潜伏感染的维持棳以及病毒再激活的发生和病毒

的清除都起重要作用椈随后该学者再次通过动物实验发

现棳斏斕灢椂能够诱发 斎斢斨灢棻的复发感染暎斏斕灢椂在斆斣斈发病

和病情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棳下一步可进行相关的实验室

研究和临床研究棳以便发现病毒感染棳特别是 斎斢斨灢棻感染

与斆斣斈和三叉神经痛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

因子椲棾椵暎
研究发现棳多数斆斣斈均伴有免疫学异常棳如抑制性 斣

细胞功能低下暍体液免疫功能亢进等棳该病理基础亦可引

起神经脱髓鞘病变棳多以三叉神经入根区脱髓鞘病变暍导
致三叉神经痛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棳因此棳我们无法排除

斆斣斈是造成三叉神经痛的一个可能原因椈而斆斣斈患者多

伴有免疫系统异常表现棳在患者免疫系统低下时棳潜伏在

三叉神经节的单纯疱疹病毒可被激活棳形成增殖性感染棳
从而诱发暍加重三叉神经入根区脱髓鞘病变棳为暟短路暠学
说提供理论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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斆斣斈患者多以神经病变为首发并突出表现棳误认为

特发性三叉神经病痛棳单纯给予对症治疗棳效果不佳棳而给

予抗炎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棳可以很快控制症状椈因此棳临
床医师遇到此类病例棳应综合分析棳正确诊断棳早期予以激

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棳从而早期减少患者痛苦及经济负

担暎病毒感染特别是 斎斢斨灢棻感染可能在其发病机制中具

有一定作用棳为找寻病毒感染在 斆斣斈并发三叉神经痛中

的意义棳有待进一步的临床和实验室观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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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棻棿椄页棭
血棻例棳孕妇会阴部撕裂伤棽例暎
棾暋讨论

新生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多为医源性棳多发生于肩难

产暎当胎儿头娩出后棳棻旐旈旑胎肩未娩出时则为肩难产暎
经阴道分娩时棳虽然可经产科医护人员用压大腿法暍耻骨

上加压法或 斪旓旓斾等方法助产棳若胎儿肩径过宽棳旋转难

度较大棳仍可造成新生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及颅内出血等

并发症棳并可造成孕妇的产伤暎
既往产前较为常用的方法是通过超声测量胎儿双顶

径暍头围暍股骨径等综合参数估测胎儿体重的方法椲棿椵棳确
定分娩方式棳一般当双顶径椌椆灡斻旐棳股骨径椌椃灡棾斻旐棳时棳
估测胎儿体重曒棿棸棸棸旂棳提示经阴道分娩可能造成新生儿

损伤和孕妇的产伤暎但是棳临床观察发现棳临产前由于胎

头入盆棳俯屈暍变形下移等因素的影响棳很难显示双顶径

的标准平面棳测量可能小于实际值椲椵暎特别是测量双顶

径曑椆灡斻旐棳产前超声往往不会预测为巨大儿暎当这部分

胎儿经阴道分娩时棳由此而引起的新生儿并发症如臂丛

神经损伤暍窒息和颅内出血等很难避免暎本组结果显示棳
曒棾椂斻旐的胎儿出生后肩宽曒棻椂斻旐 者明显增加棳并进一

步导致新生儿损伤暎因此棳斄斆曒棾椂斻旐对新生儿损伤有一

定的预测价值暎因此棳我们建议当胎儿 斄斆曒棾椂斻旐棳无论

双顶径和股骨有何变化棳可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棳建议孕

妇剖宫产棳以防止医源性新生儿损伤暎对于孕妇要求经

阴道分娩者棳将可能发生的分娩结局告知棳并密切观察产

程棳若第二产程过长棳建议尽量选择剖宫产棳以防止围产

期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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