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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血管减压术围手术期电生理评估

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功能神经外科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

【摘要】 随着显微血管减压术(MVD)在我国的广泛开展，围手术期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也不断

发展。为进一步提高我国MVD围手术期监测的规范性，特发布本专家共识。本共识从适应证、刺激

和记录方法、术中l平估和预警、影响因素及临床应用推荐5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并对MVD术中神经电

生理监测方案的选择及记录要求提出了推荐性意见，供正在开展或准备开展术中监测的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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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 with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peri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techn0109y is also developping rapidly in ou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for MVD in China， the experts consensus was published．

This consensus jncludes 6ve sections： indjcations， stimulation and recording nlethods， jn craopera“ve

assessment and waming criteria， innuencing factor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recommendations．

Furthe丌nore，recommendations for selection of electm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 requirements

were attached． This consensus will be helpfhl fbr the physiocian who is conducting o。 preparing fbr

intraopemtiVe monitoring．

【Key words】 Decompression，su蜡ical； Electrophysiology

一、概述

显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VD)实施过程中，颅神经存在损伤风险。术中神

经系统监护(intraoperative neuromonitoring)又称术

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能够在麻醉状态下，根据运动和感觉传

导系统电生理信号的改变、脑皮质生物电的变化及

脑部血液灌注的情况．客观有效地评估患者的神经

功能状态。在手术过程中早期监测到可逆的神经功

能紊乱，根据预警信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可防止永

久性神经损伤的发生。此外，神经电生理技术也越

来越多地运用于神经系统损伤的术前诊断支持、术

中监测及术后疗效评估。在MVD术中，神经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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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理监测有助于提高手术治疗的有效率和安全性。

目前MvD围手术期常用的神经电生理监测技

术包括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minstem acoustic evoked

potential，BAEP)、脑干三叉诱发电位(brainstem

trigeminal evoked potential，BTEP)、躯体感觉诱发电

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EP)、肌电图、

异常肌反应(abnormal muscle response，AMR)、z．L

反应(z—L response，zLR)等。

二、BAEP

听力减退是MVD的常见并发症之一L卜3|。其

原因包括机械损伤(压迫、撕裂、剪切、牵拉)、缺血

性损伤(内听动脉痉挛[41)及热损伤(电凝热灼

伤[5。61)。术中BAEP可以为手术团队提供早期预

警，及时提醒术者调整操作使神经组织恢复功能并

避免进一步损伤【7]。

BAEP头皮记录电极根据脑电图国际10—20系

统进行放置，通常以头顶电极(Cz)为阳极，耳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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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屏前(Ai、Ac)为阴极。通常可以记录到5—7个波

峰向上的波形，用罗马数字进行标记[8]。由于I、

Ⅲ、V波较为稳定，常用于术中监测。每个峰的潜伏

期为刺激开始到波峰的时问．单位为ms。这些波形

分别与脑干听觉通路上的特定解剖部位相对应：

I波对应耳蜗神经远端，Ⅱ波对应耳蜗核和耳蜗神

经近端，Ⅲ波对应上橄榄核，Ⅳ波对应外侧丘系，

V波对应中脑下丘，Ⅵ波对应内侧膝状体，Ⅶ波对应

听觉皮质。除了反映听觉通路的传导，BAEP还可

以提供脑干功能的相关信息。虽然对通过头皮记录

的BAEP的起源和确切机制仍然存在争议。无法仅

根据BAEP的变化精确定位到特定结构，但有临床

证据表明，BAEP是手术操作引起听觉通路改变和

功能障碍的高度灵敏的指标。其波形变化可以作为

传导通路功能变化的直接证据。因此，BAEP仍然

是耳蜗神经监测的重要手段。

(一)适应证

三叉神经、面神经、前庭蜗神经、舌咽神经、迷走

神经、副神经、舌下神经MvD[5，7，9I。

(二)刺激和记录方法

1．刺激强度：术中监测通常选用宽带交替性咔

嗒音。刺激强度可根据个人术前听阈及手术室记录

环境综合决定。使用足够刺激强度来获取诱发电位

的最大波幅，通常采用的刺激强度为60～70 dB正

常听力级(nomal hearing level，nHL)；若术前存在

听力下降，则需要增强为90。100 dB nHL。对侧耳

使用30—35 dB nHL的空白音干扰以消除骨传导的

交叉反应。

2．刺激频率：在记录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

择较高的刺激频率。通常为20。50 Hz，且不采用

10 Hz的倍数以避免干扰。如果得到的BAEP波幅

较低或难以记录，可以降低刺激频率。手术全程选

择相同的频率进行刺激。为了消除手术室电噪声．

通常将信号叠加数百次以获得稳定可靠的波形。

3．记录电极和带通：根据脑电图国际10．20系

统进行摆放。标准摆放部位中，通道1为头顶电极

到同侧耳垂或乳突(Cz．Ai／Mi)，通道2为头顶电极

到对侧耳垂或乳突(Cz_Ac／Mc)。还可以选择通道

3即患侧耳垂或乳突到对侧耳垂或乳突(Ai—Ac或

Mi．Mc)。以及通道4即头顶电极到非头部电极(Cz—

Nc)如头顶电极到颈椎(Cz．Cv2)。由于BAEP的潜

伏期很短且波幅较小，时间单位设置为ms(扫描时

间为10～15 ms)，灵敏度为0．1～0．2仙V／格。系统

带通设置，低通滤波为10～100 Hz，高通滤波为

l 500～3 000 Hz。

(三)术中评估及预警

术中监测时，采用自身对照的方式比较术前基

线和术中波形。麻醉诱导和体位摆放完毕后，首先

取得包含明确和稳定波形的基线数据．并在整个手

术过程中使用相同的刺激参数进行记录。

BAEP监测指标包括I波、Ⅲ波和V波的潜伏

期和波幅，还可以监测I～Ⅲ峰间潜伏期、I～V峰

问潜伏期、Ⅲ。V峰问潜伏期及V／I波幅比[1引。

目前尚无统一、绝对的正常波形数据标准和报

警标准。预测术后是否会发生听力减退不能仅依赖

单个数值，而应根据多项指标综合判断[11。。其中，

进行性的潜伏期延长和(或)波幅降低被认为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任何>10％的潜伏期延长或>50％的

波幅变化应积极查找原因。同时，需考虑全身情况

如脑脊液循环变化的影响‘12]。BAEP在预测术后

听力减退方面灵敏度较高，但特异度相对较低[1 3|。

(四)影响因素

1．麻醉：BAEP通常不容易受到全身麻醉药的影

响，麻醉药引起的潜伏期短暂延长并不具有临床

意义。

2．体温：体温降低可引起潜伏期和峰间潜伏期

的明显延长，且该变化随体温降低幅度的增加而加

大㈨。

此外，BAEP容易受到手术室内各种电器设备

的干扰。

(五)临床应用推荐

1．在脑干相关手术中．BAEP的记录有助于评估

总体脑干功能(3级证据，c类推荐)。

2．在大脑后循环有可能受损的手术中，BAEP的

记录有助于评估总体脑干功能(3级证据，C类

推荐)。

3．在桥小脑角手术及面神经、前庭蜗神经相关

的手术中，BAEP的记录有助于评估前庭蜗神经功

能(3级证据，C类推荐)。

4．MVD术中V波消失是术后听力减退的特定

指标，其预测灵敏度较高(3级证据，C类推荐)。

5．术中BAEP出现V波波幅下降>50％且恢复

差，强烈提示术后听力减退(3级证据，C类推荐)。

三、自发肌电图和触发肌电图

自发肌电图用于记录白发性的肌肉活动，用于

术中神经监测时，它能够在运动神经发生不可逆的

损害之前，识别手术引起的干扰及运动神经去极化。

触发肌电图通过直接电刺激运动神经或神经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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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肌肉上记录到复合肌肉动作电位，主要用于

从肿瘤、纤维及脂肪组织中识别特定的颅神经或神

经根，以判断和保护颅神经及神经根结构与功能的

完整性。

(一)适应证

三叉神经、面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

经、舌下神经MVD。

(二)刺激和记录

1．刺激部位：自发肌电图不需要进行刺激，触发

肌电图需要通过使用双极或单极手持式探头直接电

刺激神经干。

2．刺激强度和频率：通常使用波宽为0．1～

0．2 ms的方波进行脉冲刺激，频率1～3 Hz，共4—

8次。刺激强度从0逐渐增加至能够记录到肌电图，

通常为1。3 mA，最大不超过10 mA。

3．记录电极和带通：将记录电极放置于可能受

累神经支配的肌肉(表1)。通常使用成对的针电

极。常用的滤波带通为：低频2～30 Hz，最高不超过

50 Hz；高频10—30 kHz，通常不低于3 kHz。用于连

续肌电记录的扫描速度通常设定为200 ms／格，用

于记录触发性肌电图潜伏期时为2～5 ms／格。灵敏

度为50～200“v／格。

表l显微血管减压术中利用肌电图进行颅神经

监测时常用的肌肉

(i)术中评估及预警

在MVD术中建议同时使用自发肌电图和触发

肌电图进行监测。自发肌电图的连续记录可用于提

供早期预警。

1．自发肌电图：通常情况下．神经未受到刺激时

自发肌电图应保持平直或静默。当手术操作可能导

致运动神经损伤时，自发肌电图会发生改变，因此，

MvD术中应进行神经功能的连续监测。对运动神

经的手术操作可能导致运动神经元轴突去极化，并

激活运动单位相对应的肌肉。此时记录到的运动单

位动作电位可表现为各种形态，术中可根据其特征

来解释并预测手术操作可能引起的结果。也可以通

过将肌电信号转化为音频信号来捕捉并判断异常监

测结果。自发肌电图的连续记录可对神经接受的机

械牵拉或热刺激进行早期预警。通常情况下，运动

单位动作电位连续出现高频通常与神经受刺激有

关．偶尔出现单个运动单位动作电位且与手术操作

无明显相关则无需特别关注。但在极端情况下，简

单的神经操作即使未诱发肌电活动也可能引起神经

损伤¨5‘1 6I。

2．触发肌电图：触发肌电图通过复合肌肉动作

电位表示．为数个肌纤维中产生的动作电位总和。

在手术过程中，对面神经、舌咽神经和迷走神经支配

肌肉进行肌电图监测可以防止术后发生面部麻痹、

发音困难、吞咽困难等¨7。191：以上症状多与术中神

经受到烧灼、牵拉或切断等有关r20]。术中可以通过

肌电图波形和潜伏期确定其起源。刺激三叉神经诱

发的复合肌肉动作电位s潜伏期通常<6．0 ms，多为

3．5～5．0 ms[21。；面神经复合肌肉动作电位s潜伏期

则为6．0～8．O ms。

在桥小脑角肿瘤切除术中．触发肌电图可以用

来识别并避免损伤拟保留的运动神经分支。解剖前

通过基线测量获得刺激阈值，术中给予肿瘤近端的

神经周期性刺激并记录触发肌电图，实时监测神经

功能完整性。如果出现长时间的肌电图波幅下降，

且与术中干预(如肌松药应用等)无关，术后发生肌

力下降的可能性较大旧1。

(四)麻醉要求

建议在进行肌电图监测时尽可能不使用神经肌

肉阻滞药。其他麻醉药及术中生理学变化(体温、

血压)对肌电图几乎没有影响[22I。

(五)临床应用推荐

1．进行肌电图监测时，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监测

对监测反射、自发肌电图或触发肌电图有辅助价值

(c类推荐)。

2．当手术过程中运动神经根有损伤风险时，使

用自发肌电图监测运动神经根功能有一定价值(C

类推荐)。

3．对咬肌行肌电图监测可降低咬肌肌无力的发

生率[231(3级证据，C类推荐)。

4．术中肌电图监测有助于辨别不同的后组颅神

经Ⅲ1(3级证据，C类推荐)。

四、AMR

AMR又称横向扩展或横向扩散反应，即刺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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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的一个分支导致另一个分支所支配的肌肉发生

抽动。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为可能与假突

触传递有关。在大部分病例中，将责任血管从面神

经受压部位移除后AMR即刻消失，因此，术中AMR

监测可以帮助术者预测MVD治疗面肌痉挛的短期

和长期效果[2 5I。

(一)适应证

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

(二)刺激和记录

1．刺激部位：刺激电极通常放置在面神经颞支

或下颌缘支部位-2 6|。

2，刺激强度和频率：采用波宽为0．1～0．2 ms的

单个恒定电流进行刺激，刺激频率为0．5～1．0 Hz。

通常情况下．5～15 mA的刺激强度就可以获得稳定

的AMR。在MVD术中，可以通过连续刺激获得

AMR的阈值。如果AMR消失．可将刺激强度增加

到50 mA以确认AMR是否真正消失[27。。

3．记录电极和带通：记录电极通常置于皮下

0．5—1．0 cm。如果刺激颞支，通常在颏肌记录：如

果刺激下颌缘支。通常在眼轮匝肌或额肌记录。带

通滤波同触发肌电图。

(三)术中评估

在术中监测时，给予刺激后就可记录到潜伏期

约为Io ms的AMR。确定引发AMR的阈值并持续

进行检测。当责任血管从面神经移除后．AMR即刻

消失或波幅明显降低【28【。术中若无法诱发AMR，

或减压前AMR就消失(如打开硬脑膜)，在确认电

极位置及神经肌肉阻滞药代谢情况后。可增加刺激

强度以获得AMR[2 9。。若术中AMR始终不消失或

消失后又出现，应结合ZLR进一步判断责任血管。

用AMR消失与否评价MVD疗效仍有争议[3 0|。

一部分患者虽然术中AMR未完全消失，但减压充

分，术后症状也完全缓解。绝大多数情况下，AMR

监测是评估MvD减压是否充分的有效手段[28，31‘3 3I。

(四)麻醉要求

同肌电图。

(五)临床应用推荐

1．术前AMR检查可作为面肌痉挛的电生理诊

断依据(3级证据，c类推荐)。

2．术中AMR监测有助于判断面神经的减压程

度并识别真正的责任血管(3级证据，c类推荐)。

3．术中AMR监测有助于提高原发性面肌痉挛

疗效并减少术后并发症(3级证据，C类推荐)。

4．术中AMR消失有助于预测手术的短期和长

期效果(3级证据，C类推荐)。

5．术后AMR检查有助于无效患者治疗方案的

选择(3级证据，C类推荐)。

五、ZLR

zLR首先由zheng等[341用于原发性面肌痉挛

MVD术中监测。即对责任血管进行刺激，借助血管

壁上交感神经与颅神经纤维存在的病理性神经连

接．最终在面部记录到特定的波形。zLR在多血管

压迫时可以有效辨别责任血管。

(一)适应证

面神经MVD。

(二)刺激和记录

1．刺激部位：MVD术中可将刺激探头直接置于

压迫点附近(5 mm之内)可疑的责任血管壁上13 41。

2。刺激强度和频率：波宽为0．1～O．2 ms的单个

恒定电流进行刺激，刺激频率为0．5—1．0 Hz，刺激

强度为l～2 mA。

3．记录电极和带通：同AMR监测。

(三)术中评估

ZLR可以从眼轮匝肌、口轮匝肌及颏肌上记录

到。其形态与AMR类似，潜伏期平均为(7．3±0．8)

ms，比AMR略短。如果是单根责任血管压迫面神

经，ZLR提供的信息与AMR相同：当责任血管从面

神经压迫部位移除后，zLR和AMR均即刻消失。

当面神经存在多根血管压迫时．zLR只能在刺激真

正的责任血管壁后记录到。若存在术中AMR一直

缺失或责任血管减压后AMR始终存在这两种情

况．zLR监测对于判断是否还存在神经压迫有重要

价值‘35’。

(四)麻醉要求

zLR对麻醉要求与肌电图相同。麻醉诱导后，

应避免使用神经肌肉阻滞药维持。

(五)临床应用推荐

1．当AMR在减压前就缺失。或当所有的可疑责

任血管被移位后AMR仍未消失，zLR监测非常有

价值(3级证据，C类推荐)。

2．当存在多个血管压迫时．zLR监测有助于帮

助手术医师找到真正的责任血管(3级证据，c类

推荐)。

六、上肢SSEP

SSEP通过电刺激外周神经诱发，可用于术中监

测皮质或脊髓的血流灌注，以及外周神经和脊神经

根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MVD术中通常采用侧卧位，头部过伸并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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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暴露术区，通常使用肩带将术侧的上肢

和肩膀向尾端牵拉，牵拉过猛易对术侧肩部产生压

迫；对侧上肢往往以屈曲状态固定于手术台与头架

之间，若固定不当肘管处的尺神经易受卡压。错误

体位导致的臂丛神经损伤是MVD的术后并发症之

一。术中上肢SSEP监测可以有效保护臂丛神经．

减少MVD术中正中神经和尺神经的损伤。

(一)适应证

采用侧卧位或半侧卧位进行的MVD。

(二)刺激和记录

1．刺激部位：常用的外周刺激部位是腕部内侧

的正中神经和尺神经。刺激正中神经时，阴性电极

置于腕折痕上方2～4 cm处掌长肌和桡侧腕屈肌肌

腱之间，阳性电极置于阴性电极远端2～3 cm处。

刺激尺神经时。阴性电极置于腕折痕上方2～4 cm

处尺侧腕屈肌肌腱的两侧。阳性电极置于阴性电极

远端2—3 cm处[36I。可选用的有效刺激部位还包

括腕部桡神经浅支及肘部尺神经。

2．刺激强度和频率：电刺激通常采用矩形脉冲

刺激。刺激强度15～25 mA，通常不超过50 mA，除

非存在病变。刺激波宽为0．1～0．3 ms。刺激频率

建议2．1～4．7 Hz，通常为非整数1 37]。

3．记录电极和带通：记录电极通常包括至少一

个皮层电极和一个皮层下电极，分别置于肩部、颈椎

和头皮。正中神经和尺神经的皮层电位记录需要三

个通道：左中央点．额中线点(C’3一Fz)、右中央点．额

中线点(C’4．Fz)、左中央点．右中央点(C 73．C’4)；皮

层下电极通常放置于颈部颈椎．额中线点(Cs2一Fz、

Cs5．Fz)；外周通道放置于同侧和对侧的Erb点

(Erbi—Erbc)，即位于锁骨中点上2 cm。参考电极可

以置于前额或乳突。最佳的滤波设置通常为低频

20—30 Hz，高频1 000～3 000 Hz。屏蔽50和60 Hz，

叠加300～500次刺激。附加电极的位置通常在刺

激部位近端，远离手术部位，其作用是识别全身麻醉

和血压的影响。排除假阳性变化；上肢监测时通常选

择同侧Erb点。

(三)术中评估和监测预警

腕部电刺激正中神经或尺神经后可在位于锁骨

上窝处的Erbi．Erbc通道记录到第1个诱发电位N9

(负极波，向上，潜伏期约9 ms)，在颈髓交界的Cs2一

Fz或Cs5．Fz通道记录到皮层下动作电位N13(负极

波，向上，潜伏期约13 ms)口8’39]。皮层诱发电位有

2个特征性的波形：N20[负极波，向上，潜伏期约

20 ms，起源于刺激对侧的皮层(C 73一Fpz或C’4一Fpz

通道)]和P22(正极波，向下，潜伏期约22 ms)。

在麻醉后摆放体位之前应先获得可识别的、可

重复的基线波形。摆放体位后再次监测SsEP并与

基线比较．因体位不当导致的ssEP变化通常发生

在体位摆放后15 min内。目前比较公认的预警标

准为SSEP皮层电位(即N20)潜伏期延长>10％，或

皮层电位波幅降低>50％[4㈦1I。当出现达到预警标

准的变化时必须高度关注，当再次确认后给予报警。

预警并采取干预措施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

诱发电位的易变性；(2)麻醉药的使用；(3)术前是

否存在神经损伤；(4)诱发电位出现变化的速度；

(5)出现变化时所进行的手术操作。

(四)麻醉要求

麻醉药对SSEP可产生多种影响，如降低波幅、

延长潜伏期，且不同药物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大部

分常用的麻醉药对SsEP的影响是剂量相关的。麻

醉时应该根据实际使用的麻醉药来分析其对监测结

果的影响。

1．吸入麻醉药：卤族类吸入麻醉药(如氟醚、安

氟醚、氟烷、异氟醚、七氟醚)是最常用的麻醉药，可

降低SsEP波幅并且延长潜伏期，影响程度与剂量

相关4243]：其对皮层影响最大，其次为皮层下、脊髓、

外周。必要时可以选择低剂量使用(<0．5最低肺泡

有效浓度)。

2．一氧化亚氮(N，O)：单独使用N，0或联合卤

族类吸人麻醉药或阿片类麻醉药，可降低皮层sSEP

波幅并延长潜伏期。在同等麻醉深度下，N，0对皮

层SSEP的影响最大[39。。进行皮层SSEP监测时，

应避免使用N，0。

3．静脉麻醉药：通常情况下静脉麻醉药对SSEP

的影响较轻．完全静脉麻醉是术中监测的最佳麻醉

选择。常用的静脉麻醉药包括镇痛药(阿片类药物

或氯胺酮)和镇静药(巴比妥类、苯二氮萆、依托咪

酯、丙泊酚或氟哌利多)。

阿片类药物通常会轻度降低皮层SsEP波幅并

延长潜伏期，对皮层下和外周电位影响轻微。由于

阿片类药物对监测的影响小于吸入麻醉，因此术中

SSEP监测时往往选用阿片类药物进行麻醉。

氯胺酮能够增加皮层SSEP波幅，对皮质下和

外周电位几乎无影响Ⅲ]；通常作为完全静脉麻醉的

药物之一用于SSEP监测中，但其半衰期长，术后可

产生幻觉等不良反应。

单独使用麻醉诱导剂量(0．2 mg／kg)的苯二氮

革类或咪达唑仑，对皮层、皮层下和外周SSEP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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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轻微。间断给予或持续静脉输注咪达唑仑(50～

90斗g·kg～·h。1)可以增加术中遗忘作用，改善氯

胺酮产生的幻觉，有利于术中ssEP监测[4 2。。

依托咪酯可能会增加皮层ssEP波幅，但对于

皮层下和外周sEEP无影响[4引。对于那些不适合

进行监{!贝0的病例。可以进行连续药物输注增加SSEP

的波幅。

丙泊酚非常适用于SSEP监测的静脉麻醉。它

通常不会影响皮层电位的波幅，连续输注丙泊酚所

导致的皮层波幅降低会在停止给药后快速恢复m]。

4．神经肌肉阻滞药：神经肌肉阻滞药对SSEP没

有影响。但它可以通过降低记录电极附近的肌电噪

声干扰从而提高ssEP波形质量。

5．麻醉药的选择：进行术中监测时麻醉药的选

择必须综合考虑麻醉药的药理学特点、手术要求及

监测模式。通常来说，完全静脉麻醉是最好的选择，

也可以联合运用低浓度的吸人麻醉药和静脉麻

醉药。

(五)影响囚素

1．体温：低体温会降低神经传导速度，从而延长

ssEP潜伏期。鼻咽温每降低1℃，N20的潜伏期增

加O。75～1．oo ms，但是波幅无明显变化。如体温过

低(<22℃)则会导致皮层ssEP消失，皮层下、脊髓

和外周SSEP潜伏期延长或波形消失[驯。复温可以

改善潜伏期但无法完全逆转低温的影响[4 2|。

2．血压：血压会影响神经组织的灌注，从而影响

SSEP。正常体温下，若皮层血流量<18 IIll·100 g’。·

min‘1则导致皮质ssEP波幅下降和潜伏期延长；若<

15 ml·100 g～·min～，则皮层ssEP消失[45]。通

常来说．能够诱发皮层SSEP的最小动脉收缩压是

80 mmHg(1 mmHg=0．133 kPa)。

3．颅内压：颅内压升高可导致皮层ssEP波幅降

低、潜伏期延长，甚至消失。

(六)临床应用推荐

1．SSEP用于脊髓和脑部手术中的感觉运动皮

层定位或感觉上行传导通路监测(2级证据，A类

推荐)。

2．ssEP可以间接提供运动传导通路功能的信

息(2级证据，B类推荐)。

3．ssEP易受常用麻醉药和生理参数的影响，皮

层SSEP比皮层下sSEP更易受到影响。脊髓和大

脑功能监测必须运用皮层和皮层下电极进行记录，

并记录麻醉药剂量及生理参数(2级证据，B类

推荐)。

七、BTEP

BTEP可用于脑干功能监测及三叉神经痛患者

术中三叉神经传导功能监测[48|。用于后者时，电刺

激三叉神经周围支，从头皮电极进行记录，以监测三

叉神经上行感觉传导通路。

(一)适应证

1．三叉神经MVD。

2．咬肌痉挛三叉神经运动支MVD。

(二)刺激和记录

1．刺激部位：皮下针电极分别置于眶上孑L、眶下

孔和颏孔一17，23I。

2．束0激强度和频率：刺激频率0．5～4．7 Hz(通

常为非整数)，刺激波宽0．1～0．5 ms，采用电极交替

刺激的方式以免产生巨大的基线漂移，各组刺激强

度通常为7～16 mA【17]。每组BTEP需叠加300次

刺激以获得可重复性良好的波形。

3．记录电极和带通：皮层电位通过头皮电极进

行记录。记录电极通常使用皮下针电极，根据脑电

图国际10．20系统置于对侧中央点旁开10％c5或

C6的位置，参考电极置于额中线点(Fz)‘17’23。，滤波

带通同SSEP。

(三)术中评估

通过刺激三叉神经分支，可以在三叉神经入脑

干段记录到潜伏期分别为O．9、1．6和2．6 ms的负

向波[48|，可用于监测三叉神经的感觉功能[49I。此

外，还可记录到由N13和P19组成的长潜伏期波

形。三叉神经痛患者患侧面部记录的波形较对侧潜

伏期延长、波幅降低、阈值升高[50I，可用于评估三叉

神经传人功能[51I。MvD术后疼痛消失，BTEP潜伏

期较术前缩短、波幅增加、阈值降低，双侧差异

消失‘51‘52。

(四)影响因素

同SSEP。

(五)临床应用推荐

1．BTEP监测具有可靠性和可重复性[171(3级证

据，C类推荐)。

2．BTEP监测可以提高MVD治疗三叉神经痛的

有效率(3级证据，c类推荐)。

3．BTEP可有效监测三叉神经痛各分支脱髓鞘

病变的程度M33(3级证据，C类推荐)。

八、监测方案的选择及记录要求

上述监测方法中．BAEP、肌电图和AMR目前开

展比较广泛，推荐MVD术中常规使用。目前，上肢

SSEP、BTEP及ZLR开展相对较少．可根据情况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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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开展。电生理监测人员应根据患者具体的于术方

法，针对术中容易受损伤的神经或神经通路．与手术

医师共同讨论制定最合理的神经电生理监测方案。

具体建议见表2。

表2不同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中可选择的神经

电生理监测方案

注：BAEP为脑干听觉诱发电位，AMR为异常肌反应．zLR为z—L

反应，ssEP为躯体感觉诱发电位，BTEP为脑干三叉诱发电位；、／示

可选择．一示不宜选择

此外，监测记录应包括患者的详细信息，包括个

人信息、诊断、手术名称、监测设备名称和程序类型、

监测人员、术中事件和临床结果。此外，相关的生命

体征(如血压、体温)、麻醉药及剂量、波形的显著变

化、任何汇报给手术医师和麻醉师的预警或警报、手

术操作信息及相关干预措施都应该适当地在反应曲

线旁进行备注[5 4。。

九、证据级别和推荐强度定义

1．证据质量评估：1级证据：从至少一个设计良

好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获得的证据。2级证据：

从设计良好的非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或病

例一对照研究中获得的证据。3级证据：从临床经

验、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权威意见中获

得的证据。

2．推荐强度：A类：强烈推荐：根据1级证据；或

当情况排除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压倒性的2级证据。

B类：推荐，根据2级证据。C类：推荐，根据3级证

据的强烈共识。D类：不推荐，根据不确定或冲突的

2级证据。E类：不推荐，根据无效或缺乏有效性的

2级或1级证据。

十、免责声明

目前国内多数神经外科中心已开展临床电生理

检查和监测，但各中心的技术标准尚未统一。本专

家共识旨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该技术

的操作方法和流程，并尽可能体现科学性和先进性。

本共识仅作为行业内可应用推广的技术规范，建议

有条件的医疗中心积极开展，但不作为法律用途。

此外，本共识存在一定的时效性与不足，希望在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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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中联合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科、耳鼻咽喉

科、普通外科、麻醉科等领域的专家。不断完善，以便

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参与共识编写及讨论的专家(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鲍南(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卞留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曹志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陈桂增(广东

省东莞市人民医院)、陈国强(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陈建良(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程国雄(广州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崔高宇(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费智敏(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冯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高国栋(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郭华(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郭炜(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郭智霖(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郝解贺(山西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胡国汉(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胡杰(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胡小吾(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吉宏明(山西省人民医院)、姜晓峰(安徽省立医院)、靳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荆国杰(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李世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李心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梁维邦(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刘希尧(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献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志雄(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陆永建(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孟庆海(青岛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钱东翔(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秦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屈建强(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孙晓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陶英群(沈阳军区总医院)、田增民(海军总医院)、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王种(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世杰(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王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伟民(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王文涛(广东药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王向宇(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晓松(中国

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王学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伍益(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肖哲(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薛杉(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杨小锋(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伊志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应婷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于军(大连市

中心医院)、于炎冰(中日友好医院)、俞文华(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袁苏涛(福建省立医院)、张建国(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张建宁(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张剑宁

(海军总医院)、张黎(中日友好医院)、张良文(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张玲(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张旺明(南方医科

大学珠江医院)、张小鹏(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张晓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张勇(广东省第二人民

医院)、张志强(广东省中医院)、张志文(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赵长地(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郑鲁(解

放军第一五。医院)、郑学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钟德泉(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仲骏(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周定标(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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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广东省人民医院)、朱丹(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左焕琮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执笔专家：李世亭、应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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