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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头脉冲试验应用于周围性眩晕患者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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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视频头脉冲试验应用于周围性眩晕患者意义。方法：选取本院 60 例周围性眩晕患者开展研究，
标本纳入时间为 2018 年 01 月 -2019 年 12 月，随机分为良性阵发性眩晕组和非良性阵发性眩晕组，各 30 例，同时
选取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参照组。分析实验价值。结果：参照组患侧 VOR 增益值高于其他外周组，并且其他外周
组患侧 VOR 增益值低于良性外周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对周围性眩晕患者所进行的诊断中，
视频头脉冲实验能够有效评估患者的前庭功能，可以为外周性眩晕的鉴别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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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指的是环境或者自身的摆动以及旋转感，属

于运动幻觉，其发病因素尚不明确。前庭系统能够保持

姿态平衡，其所引发的系统性病变是引发患者眩晕的关

键所在。当前，临床中在对前庭功能所进行的检查中，

其检查方式具有一定能的局限性，缺少可以广泛应用并

且特异性以及敏感性都相对较高的前庭功能检测方式。

最近几年，视频头脉冲试验获得了一定重视，其原理主

要是利用对前庭眼反射所进行的测量增益，进而对高频

刺激下六个半规管的前庭功能进行评估 [1]。本文的主

要目标就是分析视频头脉冲试验应用于周围性眩晕患者

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a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60 例周围性眩晕患者开展研究，标本纳

入时间为 2018 年 01 月 -2019 年 12 月，随机分为良性

阵发性眩晕组和非良性阵发性眩晕组，各 30 例，同时

选取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参照组。参照组男、女患者

各 17 例和 13 例，平均年龄为（58.20±5.40）岁；良

性阵发性眩晕组男、女患者各 19 例和 11 例，平均年龄

为（58.14±5.33）岁；非良性阵发性眩晕组男、女患

者各 18 例和 12 例，平均年龄为（58.09±5.36）岁。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视频头脉冲试验检测仪主要由计算机记录分析系

统和红外视频摄像采集系统组成，佩戴于头部的轻质眼

罩为采集系统，摄像头位于右侧眼，摄像头采集系统能

够对受试者被动甩头过程中的眼动以及头动信息进行详

细记录。计算机主要是对受试者的瞳孔以及头动图像进

行记录同时制定相应的分析图，对增益以及不对称值平

均值进行计算，同时对眼球扫描信息进行记录。方法：

受试者取端坐位，视线水平注视前方，操作人员位于患

者后方，使用双手对其头部进行把持同时告知其保持颈

部放松，在其相对应的一组半规管平面内进行甩头 [2]。

1.3观察指标

分析三组的增益不对称值定性结果以及 VOR 增益

值及相对应不对称值结果，并详细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1.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使用（x ±s）

和（%）分别表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并开展 t 检验

和卡方检验；当统计值 P ＜ 0.05，则表示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OR 增益值及相对应不对称值结果比较

其他外周组患侧 VOR 增益值低于参照组，且和良

性外周组相比，其他外周组患侧 VOR 增益值相对较低，

（P＜ 0.05）

表 1	VOR 增益值及相对应不对称值结果比较 [n（±s）]

组别 例数
左水平 / 右水平 左前 / 右后 右前 / 左后

患侧水平 健侧水平 不对称值 (%) 患侧前 健侧后 不对称值 (%) 患侧后 健侧前 不对称值 (%)

参照组 30 0.96±0.04 0.98±0.17 4.20±3.04 0.96±0.21 0.97±0.10 5.39±4.12 0.88±0.12 0.95±1.08 7.52±2.41

良 性 外
周组

30 1.01±0.03 1.03±0.08 6.21±2.15 0.97±0.22 0.93±0.27 9.40±2.62 0.88±0.01 0.97±0.14 10.17±2.72

其 他 外
周组

30 0.70±0.35 1.03±0.08 31.00±11.22 0.80±0.21 0.83±0.08 15.00±11.41 0.77±0.23 0.90±0.17 20.0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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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益不对称值定性结果比较

其他外周组的阳性率较低，并且其敏感度优于其

他两组（P＜ 0.05）。

表 2	增益不对称值定性结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阳性 阴性 敏感度

参照组 30 30 0 --

良性外周组 30 27 3 --

其他外周组 30 4 26 87.15

3讨论
临床中，眩晕和前庭系统病变有着非常紧密的关

联，其主要特征就是在短时间里产生恶心、呕吐以及眩

晕感，并且眼球甚至还会产生跌倒感和震颤。视频头脉

冲试验主要是让受检者佩戴眼罩进而对半规管平面前庭

眼反射进行评估的一种方式，其是在头脉冲实验基础上

所进行的发展，对受检者实行高频刺激，进而使用计算

机来对患者的六个半规管前庭功能进行分析 [3]。有关

学者表示，视频头脉冲试验能够准备并且快速地对前庭

功能损伤进行判断，并且有着操作简单便捷的优势。在

周围性眩晕中，前庭神经炎和良性发作性位置眩晕有着

较高的发病率，但是当前临床中缺少对其进行检验的有

效方式。前庭神经炎是严重眩晕的重要表现，其诊断难

度大，误诊以及漏诊率都相对较高。

视频头脉冲试验是利用自然、高频的被动甩头刺

激，对眼球以及头部运动进行测量和记录，进而实现对

半规管高频动态功能进行测试的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外周兴眩晕患者都会产生视频头脉冲试验异常。有研

究表示 [4]，前庭神经炎的视频头脉冲异常相对较高，

并且会存在垂直或者水平半规管损伤，可以将其分为前

庭上、下神经损伤以及前庭上神经、前庭下神经损伤。

对于良性阵发性位置眩晕患者来说，其异常率并不高，

通常产生于后半规管。这也就标志着阵发性眩晕前庭神

经传导通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伤。当前，临床中应

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是双温实验，其能够对水平半规管低

频功能损伤情况进行检查，但是对于垂直半规管功能损

伤所进行的检查相对较少，而视频头脉冲试验不管是对

水平还是垂直半规管功能都可以进行有效检查，同时还

可以对其进行定侧，不对称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单侧

前庭功能损伤状态进行充分展现，所以，视频头脉冲实

验对有效提高外周性眩晕患者的检出率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对于急性期患者来说，其作用更加显著。

前庭神经炎是一种突发性单侧前庭功能损伤，患者听力

正常，并且不存在脑高功能障碍以及其他急性外周前庭

疾病，临床认为其产生主要是由于病毒感染所引发的，

当前临床中并没有对其进行诊断的有效方式，需要实行

经头颅 MRI 排查才能够对其进行诊断。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参照组患侧 VOR 增益值高于其他外周组，并且其他

外周组患侧 VOR 增益值低于良性外周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这表明在对周围性眩晕患者所进行的

诊断中，视频头脉冲实验能够有效评估患者的前庭功能，

可以为外周性眩晕的鉴别提供有力依据 [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外周性眩晕患者所进行的诊断中

实行视频头脉冲实验，其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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