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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探讨神经电生理检查对于糖尿病前期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本次试验选取本

院2021年2月-2022年3月的400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症状表现分为A、B、C三组，三组病患均实施神经电

生理检查，对三组患者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肌电图异常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从结果上看，在

400例糖尿病患者中，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患者169例（42.25%）、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患者137例（34.25%）、肌电

图异常患者156例（39.00%），三项神经电生理检查异常患者与正常患者对比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运动神经以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肌电图等指标异常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电生理表现，使用神经电生理检查可以反映糖尿

病患者的神经病变情况，为患者的临床诊断提供可靠依据，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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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gress of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in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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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euro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on pre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the test in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21-March 2022,400 case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s A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ymptoms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 B, C,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are nerve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electromyography 
abnormalities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 among 40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169 patients (42.25%) patients 
with abnormal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137 patients (34.25%) patients, and 156 patients (39.00%) patients with abnormal 
abnormal motor nerve electromyography wer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normal patient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Abnormal motor nerve and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electromyography are the main electrophysi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diabetic patients. Using neuro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can reflect the neuropathy of diabetic patients and 
provide reliable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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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是较为

常见的一种慢性的并发症，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病率高达

60%-80%[1]。这种疾病对患者的周围神经系统以及中枢神经

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由此引发患者出现不良症状，例如临

床中常见的肢体麻木、四肢无力等症状。如果不及时采取

治疗措施的话，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残疾等

多种状况。因此，临床中对于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诊

断一定要及时有效，防止患者病情恶化，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但是，目前在临床中采取的常规检测的方式针对此

类疾病的诊断存在一定的漏诊、误诊现象，且对于早期的

病变评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神经病变的多样性。

有研究指出 [2]，神经电生理检查可以对糖尿病患者的前期

周围神经病变进行有效诊断。基于此，本次研究选择本院

400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肌电图三项指标的异常情况进行分析

来证明神经电生理检查对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有效性，

具体结果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试验选取本院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3 月的 400 例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表现分为A、B、C三组。其中，

A 组（四肢无力）130 例。男性患者 66 例、女性患者 64 例。

患者年龄在 50-7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9.64±2.43）岁；

B 组（行走不稳定）135 例。男性患者 68 例、女性患者 67
例。患者年龄在 52-6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8.53±2.24）岁；

C 组（疼痛、灼烧感）135 例。男性患者 70 例、女性患者

65 例。患者年龄在 55-7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0.23±1.58）
岁。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可进行

比较（P ＞ 0.05）。

1.2 试验方法

采取本院的神经电生理检查系统实施全部患者的检测，

室内温度保持在 21-27 摄氏度范围内，患者的皮肤温度保

持在 28-31 摄氏度范围。利用相应表面的电极对患者的正

中神经以及尺神经、腓总神经等感觉神经进行测定。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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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腓神经运动神经进行检测，记录对应的电生理参数。

同时，对患者的肌电图进行测定，记录轻收缩运动单位的

时限以及对自发电位的记录。

1.3 评价标准

本次关于糖尿病患者神经电生理检查的评价标准：①

对比三组患者实施神经电生理检查后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②对比糖尿病患者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③对比患者的肌

电图异常情况。

1.4 统计方法

本次糖尿病患者神经电生理检查试验中，全程采取统

计学分析，采取专业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对于计数资

料采取百分比（%）表示，采用 X2 表示检验结果，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2 2 结果结果

2.1 各组神经电生理检查异常情况

通过对各组数据的比对结果得出，A 组的肌电图异常

率最高为 44.00%，B 组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异常率最高为

38.00%，C 组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率最高为 44.00%，

与本组别的异常率比较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的数据如表 1。

表 1 各组神经电生理检查异常情况 [n（%）]

组别 例数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肌电图

A 组 130 53（0.41） 45（0.35） 57（0.44）

B 组 135 57（0.42） 52（0.38） 50（0.37）

C 组 135 59（0.44） 40（0.30） 49（0.36）

2.2 各项神经电生理检查情况

通过对各组数据的比对结果得出，400例糖尿病患者中，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肌电图正常患者

为 231 例（57.75%）、263 例（65.75%）、244 例（61.00%）；

400 例糖尿病患者中，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感觉神经传导

速度、肌电图异常患者为169例（42.25%）、137例（34.25%）、

156 例（39.00%），神经电生理检查正常患者与异常患者

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3 讨论讨论

临床中，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是常见的一种慢性并

发症，是由于机体的高血糖状态持续时间过长等因素诱发

的神经病变，这种神经病变与糖类物质的代谢障碍和血管

的病变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在临床中关于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成因尚

未有明确的原因，一般认为与遗传因素和损伤以及自身免

疫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症状一般为感觉神经异常、四肢

麻木等多种反应，其中以下肢体的损伤为显著表现。这种

周围神经病变发展的过程一般呈现隐匿性的特征，常规的

检测手法有漏诊、误诊等缺点，对于该病变的诊断率非常低，

但是这种病变所引发的后果对患者有较大的影响，如果患

者治疗不及时的话，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肢体活动，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安全造成影响 [3]。因此，早发现早治

疗是避免患者病情恶化的有效方式。有报道表明 [4]，糖尿

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肌电图检测的异常率非常高，

说明对患者的肌电图的诊断正确率是提升糖尿病性周围神

经病变诊断率的基础依据。同时，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的病理性改变一般常见为脱髓鞘损害，患者发生感觉神经

以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情况时，即可确认为糖尿病性

周围神经病变。

有研究发现 [5-6]，2 型的糖尿病患者的运动神经传导速

度在早期可以发现是否存在下肢神经损害的存在，可以为

患者的早期病变治疗提供可靠的治疗依据。同时，传导速

度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患者神经病变的发展程度，可以作为

临床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重要参考。临床中，对于未

出现肌肉萎缩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如果患者的肌电图数据

未出现异常，则表明患者很可能存在严重的神经损伤情况。

本次试验中，本院采取神经电生理检查针对糖尿病患

者的前期神经病变情况进行检查。研究结果显示，神经电

生理检查方式对于患者的前期神经病变情况有较好的检查

效果，尤其是对于患者感觉、运动神经传导速度的反应，

有效提供了临床中糖尿病患者前期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依

据，为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同时减少了患者因

为漏诊、误诊产生的损失费用，在临床中受到了多数糖尿

病患者的好评，大幅提升了患者的就诊满意度，建立了良

好的医患关系，提升了医院关于糖尿病前期周围神经病变

的诊断正确率工作的总体质量评价。从结果上看，400 例

糖尿病患者中，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正常的患者有 231 例

（57.75%）、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正常患者 263 例（65.75%）、

肌电图正常患者 244 例（61.00%），神经电生理检查正常

患者与异常患者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运动神经以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肌电图

异常等指标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电生理表现，使用神经电

生理检查可以反映糖尿病患者的神经病变情况，为患者的

临床诊断提供可靠依据，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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