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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失神癫痫（CAE）的临床特征及评价药物的疗效

周晓静 杨双双 李晓敏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 邯郸 056000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小儿失神癫痫的临床特征，并评价药物治疗的效果。方法：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20年 1月到
2022年 1月期间收治的 30例小儿失神癫痫患儿为研究对象，观察小儿的临床症状以及表现，对其采用拉莫三嗪治疗，观察
对其治疗效果。结果：30例患儿中，18例表现为复杂失神，12例表现为简单失神。其中，15例患儿以自动症为主，5例患
儿以失张力为主，4例患儿以肌阵挛为主，3例患儿以局部肌强直为主，3例患儿以植物神经发作为主。全部患儿均接受连续
6个月的拉莫三嗪治疗，20例患儿痊愈，7例患儿病情好转，3例患儿治疗无效；其中，1例患儿出现头痛，1例患儿出现皮
疹，2例患儿出现嗜睡。比较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免疫指标，治疗后优于治疗前（P＞0.05）。结论：小儿失神癫痫的临床
特征主要表现为简单失神以及复杂失神，其发病时的表现比较复杂，主要为自动症、失张力、肌痉挛等。通过采用拉莫三嗪

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效果较为理想，可以使其病情得到控制，并显著改善其免疫功能，虽然部分患儿在用药治疗时出现不

良反应，但在其耐受范围内，均能够遵照医嘱完成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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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absence epilepsy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rug therapy.

Methods: In this study, 30 children with absence epilepsy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manifestations of children were observed. They were treated with

lamotrigine,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observed. Results: Among the 30 children, 18 showed complex absence and 12 showed

simple absence. Among them, 15 children mainly suffered from automatism, 5 children mainly suffered from dystonia, 4 children

mainly suffered from myoclonus, 3 children mainly suffered from local myotonia, and 3 children mainly suffered from autonomic

nervous seizures. All children received lamotrigine treatment for 6 months, 20 children recovered, 7 children improved, 3 children did

not respond to treatment; Among them, 1 child developed headache, 1 child developed rash, and 2 children developed somnolence.

The immune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ldren's absence epilepsy are mainly simple absence and complex absence.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ldren's absence epilepsy are

relatively complex, mainly including automatism, dystonia, muscle spasm, etc.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lamotrigine is

ideal, which can control their condi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immune function. Although some children hav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drug treatment, they can complete dru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doctor's instructions within their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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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失神癫痫属于儿科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精神疾病，该

病具有不定期反复发作的特点，将会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

育，尤其是会对患儿的智力造成极大的损害，从而大幅提高

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针对该病主要是采用药物治疗，常用

的治疗药物为丙戌酸，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1]。但

是，在对患儿进行长期治疗的过程中，极易引发其出现多种

不良反应。再加上患儿的年龄较小，耐受性不强，这就需要

积极探索对患儿更为理想的治疗方法，从而强化对其治疗效

果，帮助患儿摆脱疾病的困扰[2]。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分析

小儿失神癫痫的临床特征，并评价药物治疗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20 年 1月到 2022 年 1月期间收治

的 30 例小儿失神癫痫患儿为研究对象。研究组中，男患儿

13 例，女患儿 17 例，年龄为 4岁到 11 岁，均龄为 7.5（s=1.3）

岁；病程为 6 个月到 4 年，平均 2.2（s=0.3）年。患儿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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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为：第一，患儿经脑电图检查结合临床症状以及表现

确诊为失神性癫痫；第二，患儿的发病年龄不低于 6个月；

第三，患儿监护人对本次研究知情，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第四，患儿的临床资料完整；第五，患儿家庭

具有随访条件，并愿意定期到院复查。患儿的排除标准为：

第一，患儿对本次研究中所用药物存在过敏反应；第二，患

儿合并有其他精神疾病；第三，患儿存在肝肾功能异常；第

四，患儿中途脱离研究或者是转院。

1.2 方法

全部患儿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对其临床症状以及表现

进行密切观察和做记录。治疗时主要使用拉莫三嗪进行治疗，

在用药前，需要对患儿及其家属讲解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

使他们能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初始给药剂量为每千克体重

给药 0.5 毫克，每天给药 1次；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一周

后将给药量提高 1倍。在患儿经过 4周治疗后，给药剂量需

要提高至每千克体重给药 4毫克到 5毫克，需要分为 2 次给

药。由于患儿并不需要长期住院治疗，需要告知患儿定期到

院复查，并使患儿家属知晓癫痫发作的记录方式。

1.3 观察指标

在对患儿进行 6个月的治疗后，评估对其治疗效果，分

为痊愈（患儿的癫痫症状得到控制，未出现癫痫发作的情况）、

病情好转（患儿的癫痫症状显著改善，癫痫发作次数降低

50%）、治疗无效（患儿的癫痫症状未见改善，癫痫发作次

数降低不足 50%）。同时，在患儿接受治疗前、后，检查其

各项免疫指标（免疫球蛋白 A、免疫球蛋白 G、CD3细胞、

CD4细胞）。检查方法为：在患儿清晨空腹状态下，获取其

2毫升空腹静脉血，将其置入抗凝管中，进行常规血液检测[3]。

1.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22.0 统软件中处理。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以及表现

30 例患儿中，18 例表现为复杂失神，12 例表现为简单

失神。其中，15 例患儿以自动症为主，主要包括：咂嘴或者

是咀嚼（7例）、刻板动作（4例）、走动或转圈（3例）、

自言自语（1 例）；5 例患儿以失张力为主，主要包括：持

物落地（3例）、头下垂（1例）、跪下（1例）；4 例患儿

以肌阵挛为主，主要包括：口角抽动（2例）、唇动（2例）；

3例患儿以局部肌强直为主；3例患儿以植物神经发作为主。

2.2 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全部患儿均接受连续 6个月的拉莫三嗪治疗，20 例患儿

痊愈，7例患儿病情好转，3 例患儿治疗无效；其中，1 例患

儿出现头痛，1例患儿出现皮疹，2例患儿出现嗜睡。

2.3 比较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免疫指标

比较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免疫指标，治疗后优于治疗

前（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免疫指标（x�±s）

组

别
n

免疫球蛋

白 A（克/

升）

免疫球蛋

白 G（克/

升）

CD3细胞 CD4细胞

治

疗

前

30
0.89±

0.27

6.44±

1.92

64.11±

8.53

36.69±

8.92

治

疗

后

30
0.54±

0.11

5.58±

1.21

72.27±

3.12

47.51±

6.72

t / 6.575 2.076 4.921 5.307

P / 0.000 0.042 0.000 0.000

3 讨论

失神癫痫作为一种具有反复发作以及进展缓慢的精神

系统疾病，对人体有着极其显著的危害，如果在其发病后，

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将会导致其出现意识丧失的严

重后果，极大的提高疾病的危险性[4]。同时，该病在反复发

作时，将会对人的脑神经细胞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影响其

生活质量。尤其是对小儿的危害性更为巨大，因为其正处于

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该病会严重影响身体以及智力的发育，

不利于其健康成长。针对该病主要可以采用手术以及药物治

疗，前者虽然可以取得较为确切的疗效，见效也较快。但是，

手术属于创伤性的治疗手段，而小儿的耐受性以及机体免疫

力均比较差，再加上手术治疗费用较高，致使手术治疗的具

有着很大的局限性[5]。后者则属于较为常用的治疗手段，安

全性相比手术更高。然而，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失神癫痫的

药物较多，需要对患儿合理的选择治疗药物。特别是患儿在

用药治疗时，所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不仅需要充分考虑药

物疗效，还需要重视药物的安全性，才可以更好的完成对其

治疗工作。

传统的失神癫痫治疗药物为丙戌酸，该药物对患儿的病

情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其在安全性上存在着较大

的不足，患儿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较高，特别是女性患儿在

用药时，极易对其卵巢功能造成损伤，影响其生育功能。所

以，为了能够取得理想的预后效果，就需要积极探索对患儿

更为理想治疗药物。拉莫三嗪作为治疗癫痫的新兴药物，其

属于电压性的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可以对人体的神经元起到

抑制作用，防止患儿神经元出现异常放电现象，保证脑神经

细胞膜的稳定性[6]。再加上可以对病理性谷氨酸产生影响，

阻滞该物质的释放，从而能够取得理想的抗癫痫作用。并且，

该药物能够对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发挥良好的控制作用，

使患儿的临床症状减轻，强化对癫痫的抑制效果。其药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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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相比丙戌酸也有着明显的优势，患儿出现的不适反应较

轻，通常出于其耐受范围内，通过对症处理后在短时间就会

自然消退，避免患儿出现终止治疗的问题。尤其是不会对女

性患儿的卵巢功能造成影响，保证其生殖功能。并且，通过

对患儿用药治疗后，不仅能够发挥良好的抗癫痫作用，还能

够增强其机体免疫功能，使其抗病能力大幅提高，使其能够

健康成长[7]。本次研究结果显示：30 例患儿中，18 例表现为

复杂失神，12 例表现为简单失神。其中，15 例患儿以自动

症为主，主要包括：咂嘴或者是咀嚼（7例）、刻板动作（4

例）、走动或转圈（3例）、自言自语（1例）；5 例患儿以

失张力为主，主要包括：持物落地（3例）、头下垂（1例）、

跪下（1 例）；4 例患儿以肌阵挛为主，主要包括：口角抽

动（2例）、唇动（2例）；3例患儿以局部肌强直为主；3

例患儿以植物神经发作为主。这表示失神癫痫患儿的临床症

状以及表现较多，尤其是发作形式的表现多样，需要对患儿

多加观察才能够确定其病情。同时，还需要对患儿的复杂表

现进行准确鉴别，才可以对其病情进行准确判断。全部患儿

均接受连续 6个月的拉莫三嗪治疗，20 例患儿痊愈，7 例患

儿病情好转，3例患儿治疗无效；其中，1例患儿出现头痛，

1 例患儿出现皮疹，2 例患儿出现嗜睡。比较患儿治疗前、

后的各项免疫指标，治疗后优于治疗前（P＞0.05）。这表示

通过拉莫三嗪对患儿进行治疗的效果较为理想，能够有效改

善患儿的病情。但是，会有引发患儿出现不良反应的可能，

这就需要在用药前，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对患儿及其家属进

行告知，这样就能够及时识别，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同

时，可以增强患儿的依从性，避免出现医患纠纷问题，保证

治疗的有序进行。并且，通过对患儿用药治疗，可以很好的

调节其机体免疫状态，改善其抗病能力，从而保障其健康成

长。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次研究规模较小，所选取的研究

样本量有限，为了能够更好的判断患儿的临床特征，还需要

能够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扩大研究的样本量，才

能够准确辨别该病的临床特征[8]。同时，对相关治疗药物的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积极探索对患儿治疗效果更好、安

全性更高的药物，才能够帮助患儿更好的恢复健康。

综上所述，小儿失神癫痫的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简单失

神以及复杂失神，其发病时的表现比较复杂，主要为自动症、

失张力、肌痉挛等。通过采用拉莫三嗪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

的效果较为理想，可以使其病情得到控制，并显著改善其免

疫功能，虽然部分患儿在用药治疗时出现不良反应，但在其

耐受范围内，均能够遵照医嘱完成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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