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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脑电图在癫痫患者动态监测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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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脑电图在癫痫患者动态监测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研究将 60 名癫痫患者纳入观察对象，研
究期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在患者入院后依次对其进行常规脑电图检测与脑电图动态监测，比较不同诊断方式的检出率
差异。结果：常规脑电图检测检出的总异常率（36.67%）明显低于脑电图动态监测检出的总异常率（90.00%），（x2=36.7464，
p=0.0000）。结论：脑电图在癫痫患者动态监测诊断中效果显著，准确率高，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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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大脑功能障碍疾病，主要因大脑神经元突发性

异常放电引起，癫痫发作反复，发病时常伴有痉挛、失神、意

识模糊等症状。癫痫在儿童中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成人。对于

短期癫痫患者而言，其神经损伤程度较轻，但随着病情的进展，

患者的精神状态、智力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1]。在临床中主要以

脑电图形式对癫痫进行监测诊断，但常规脑电图检出率较低。

本次研究以此为论点，将常规脑电图与脑电图动态监测诊断分

别应用于癫痫患者中，观察其检出率结果差异，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纳入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我院接收的癫痫患

者 60例为观察对象，观察对象筛取完毕后，依次对患者进行，

常规脑电图检测与脑电图动态监测，该 60名癫痫患者中有男性

32例，女性28例，年龄区间18-60岁，平均年龄（35.47±10.75）

岁，病程区间 1-10 年，平均病程（6.54±1.44）年，在患者

入院时均发作频率较高，平均每日发作频率（5.45±1.28）人次。

1.2 方法

研究纳入的 60 名癫痫患者均已确诊。首先对其进行常规脑

电图监测，帮助患者清洁头发，正式监测前一天叮嘱患者停止

服用精神类药物，告知患者检测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提高患者

的依从性。于患者头皮处放置盘状电极，对于新生儿患者可将

电极放置于双侧乳突，在监测过程中保持 30min。

在常规监测完成后，患者继续进行动态监测。做好监测前

准备工作后，取电极与患者头皮贴合，保持 30mm/s 记录速度。

依次完成过度换气、闪光刺激、睁闭眼与完整睡眠周期的监测，

保持 24h，期间需对患者的状况进行严格观察，一旦出现异常

应及时告知主治医生，停止监测。

1.3 观察指标

对不同诊断方式下患者的大脑异常放电情况进行比较。并

计算总异常率 [2]。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借助信息软件 SPSS20.00，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P＜ 0.05，表明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2 对比不同诊断方式的检出率

常规脑电图检测检出的总异常率（36.67%）明显低于脑

电图动态监测检出的总异常率（90.00%），（x2=36.7464，

p=0.0000）。见下表 1：

3 讨论

对于癫痫患者而言，由于大脑的异常放电不存在规律性，

因此在患者在进行病症判定时，主治医生需要根据病历咨询与

询问家属来达到判定目的，再结合常规脑电图监测结果作出判

断。由于癫痫患者病情较为复杂，而在患病早期患者往往并不

重视，导致在治疗时病情已较为严重，智力已受严重影响，严

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3]。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已经病史 + 病历问询确诊的 60 名癫

痫患者，依次进行了常规脑电图检测与脑电图动态监测，而结

果显示，常规脑电图检测检出的总异常率（36.67%）明显低于

脑电图动态监测检出的总异常率（90.00%），（x2=36.7464，

p=0.0000）。说明了脑电图动态监测对于癫痫患者的诊断优势。

这是由于：对于常规脑电图监测技术，由于癫痫患者大脑呈现

出异常放电的特性限制，因此其检出率并不理想，故研究结果

中异常率较高 [4]。但实际情况是脑电图并未完成对患者大脑异

常放电信号的捕捉，因此研究在常规脑电图监测后对患者实施

的脑电图动态监测，通过 24h 脑电图监测，能够对整个睡眠周

期患者的脑电波情况进行监测记录，以此完成对患者低频率放

电的有效捕捉 [5]，对于清醒期的患者，脑内反应抑制了异常电

波的释放，但在整个睡眠周期中，患者在睡眠期间突触活动较

为集中，因此睡眠周期内患者的突触反应与传播都能够被有效

记录，增强了检测效果，保证了较长的时间段，并且还可借助

电波对比，对异常情况进行判定，在脑电图的延长与完整度情

况下，患者的非特异性放电与患者的正常状况也更易被发觉 [6]。 

综上，动态脑电图监测时间长，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小，

能够提高癫痫患者的疾病检出率，可行性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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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诊断方式的检出率对比

组别 癫性放电 非特异性异常 正常 总异常率
常规脑电图检测（n=60） 16（26.67%） 7（11.67%） 38（63.33%） 22（36.67%）
脑电图动态监测（n=60） 48（80.00%） 6（10.00%） 6（10.00%） 54（90.00%）

x2 34.2857 0.0863 36.7464 36.7464
p 0.0000 0.7689 0.0000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