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积水是“脑子进水了”吗
▲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医院  商文山

我国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甚至
已经逐渐向年轻化发展。在临床中，脑血栓
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常见疾病之一，易发于老
年群体，每年给社会及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疾病概况
当脑部动脉血管壁发生了病理性改变，

由血液成分发生改变、血液黏稠度增加，导
致血流缓慢或血管增厚，以至于管腔发生狭
窄、闭塞，由此就形成了脑血栓。脑血管内
任何一段都可病发脑血栓。在临床上，颈内
动脉以及大脑中动脉的分支处是最容易出现
血栓的部位。

临床表现
脑血栓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最初

病程较缓，从发病到病情发展达到高峰，
少则数十小时，长达几天。脑血栓偏爱在
梦中偷袭，睡前还是一切正常的患者，一
觉起来，竟然就有了语言功能障碍或偏瘫
的出现。也有一些会在正常活动的时间发
病的患者，会伴随有四肢无力、眩晕以及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前驱症状。大部分的
患者都会存在一定的意识障碍、眼球震颤、
舌下神经和面神经麻痹、腹壁反射和肌张
力增强或减弱等情况。

病因及发病机制
高血压 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可

谓藕断丝连，长期维持高血压水平会造成脑
内小动脉类纤维样坏死，血压水平越高，形
成脑血栓的风险越大。

动脉粥样硬化 这是脑血栓形成最常见
的病因，而且通常患者是伴随有高血压的。
脑内血管壁受损、丧失弹性、管腔渐渐狭小，
致使血液黏稠度上升、血液流速缓慢，这一
系列的因素共同作用，就导致脑血栓发生。

糖尿病 糖尿病是造成脑动脉粥样硬化
的因素之一，而且糖尿病伤害的不仅仅是脑
内的大动脉，一些较小的动脉同样饱受其苦。

血管结构异常 有些患者先天的血管结

构就异于常人，更容易发生脑血栓。
脂质代谢紊乱 高胆固醇和高脂血症也

是引起动脉硬化的因素。有很多脂蛋白是促
进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脂蛋白（a）[LP（a）]，
具有穿过内皮层的能力，可以进入动脉壁内，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LP（a）还有减弱
组织型纤溶酶原对凝块溶解作用，加剧了血
栓的形成，不过也存在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
脂蛋白，但是在数量上还是略逊一筹。

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果患者酗酒，酒精
会导致红细胞比升高，引起血液浓缩，血液
黏稠度就会加剧促进脑血栓形成。如果吸烟，
会引起血小板聚积和黏附性增强，造成血管
壁的损伤，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聚集性增强，
血液黏稠度自然就上升了。此外，高钠盐饮
食、肥胖、不饱和脂肪酸的过量摄入也是引
起发病的原因。

其他因素 如长期服用避孕药、感染、
心脏病等。

脑血栓的预防

预防脑血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三高患者 三高分别是：高血压、糖尿

病以及高血脂症。三高患者一定要定时服药，
把相关水平稳定在安全区间内。无三高的患
者要预防三高的发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日常进行运动锻
炼，控制体重；不酗酒不吸烟；饮食有节，
清淡饮食，不暴饮暴食，控制甜点油炸类食
物的摄入。

睡前一杯水 让大脑血液在夜间也可以
顺畅流通，预防在睡眠中发生脑血栓。

学会叩齿 让上下颌牙齿咬紧，然后放
松（不是松开上下颌，而是肌肉达到放松的
状态）。反复进行这套动作，可以使头、颈
部的血管和肌肉在这样一紧一松的状态下，
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使硬化的血管恢复弹
性，避免脑血管出现供血供氧不足的情况。

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指因脑
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局
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世界卫
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脑梗死发生率居世
界第一，是我国人群致死率、致残率第一
位的疾病。目前脑梗死已经成为危害我国
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 " 元凶 "，患上脑梗死
之后的身体、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此疾病
特点是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
复发率高。那么，作为老百姓的我们怎么
去发现这种病？怎么去预防？

脑梗死的症状
脑梗死发生是突然的，但发病过程最

主要的因素是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通常脑梗死
来临前，身体是有些前兆症状的。

语言障碍 表现为吐词不清，说话费力
或说不出来，大舌头。

视觉异常 单眼或双眼发黑，一过性黑
蒙，暂性的视物模糊。这是眼动脉或基底
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也是脑梗死即将来
临的危险信号。

感觉异常 表现为眩晕，一侧肢体麻木、
无力、面部、舌头或者嘴唇麻木。这是血
流不畅通，部分血管堵塞的症状。

头晕、头痛 频繁头晕、头痛，尤其是
睡眠时出现。特别是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患者，一定要小心。

频繁哈欠 不停打哈欠，会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不由自主地打哈欠。

流口水 出现向一侧流口水的现象，提
示脑供血不足。

嗜睡 表现为睡不醒。
神经精神症状 表现为流口水、口角歪

斜、喝水呛咳。精神状态改变或者短暂性
的智力下降。出现呛咳提示脑组织缺血，
会影响吞咽神经。

运动障碍 表现为单侧肢体乏力或做动
作不灵活，转头时出现手麻木。患者可能
出现拿东西的时候，明明感觉已经拿住了，

但是东西还是掉在了地上，或者突然跌倒。
若发现了上述症状，就要警惕了。由

于有些患者早期症状比较轻，容易被忽视。
平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
者，如果出现不适，即使症状比较轻，也
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诊断下进行
必要的检查，如头颅 CT 检查。出现症状，
不能麻痹大意，因为一旦错过治疗，有可
能落下终身的残疾或更严重后果。

脑梗死的预防
脑梗死发病急，危险系数高，所以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脑梗死的发生非
常重要。如坚持适当锻炼、合理饮食、定
期体检以及服用药物 ( 如阿司匹林、阿托
伐他汀 ) 治疗非常重要。

适当锻炼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加脂肪
消耗，减少体内胆固醇沉积。成年人适当
锻炼 ( 部分高龄和身体因病不适运动者除
外 ) 每 周 至 少 5 d， 每 天 30~40 min 的
体力活动如快走、慢跑、太极、散步、骑
自行车或者其他有氧代谢运动来有助于康
复 , 以身上出微汗为适宜。

合 理 饮 食 普 通 人 群 平 衡 膳 食， 选 择
多种食物，达到营养合理，以保证充足的
营养和适宜的体重。

戒烟戒酒 这有助于脑梗死的预防。
保 持 乐 观 心 态 多 听 欢 快 歌 曲， 保 持

好心情，尽量不熬夜，保证睡眠。
减轻体重 肥胖和超重者应减轻体重，

来降低脑梗死风险。
定 期 体 检 如 果 发 现 任 何 问 题， 可 以

根据体检得到的指标及时进行预防和相关
治疗。

服用药物 部分脑梗患者再发脑梗可
能性大，通过口服药物，如抗血小板聚集
药物 ( 如阿司匹林 ) 、斑块药物 ( 如阿托
伐他汀 ) 预防脑梗。

积极治疗基础病 高血压、高脂血症、
糖尿病、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等原发病。

脑血栓的预防措施
▲ 河南省信阳市妇幼保健院  宋伟

 警防健康的“元凶”脑梗死
▲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   李美蓉

经常能听见“脑子进水了”这句俗语，
古代还有关于“脑子进水”的典故。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脑积水等多种疾病的发病率
也日益高升，脑积水也成为大家较为关注的
疾病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难治愈性以及
严重的危害性，一旦被脑积水找上门，还会
影响人体的内分泌、视觉、运动以及神经系
统等多个组织系统，对于成人来讲严重的会
致残、致死，对于胎儿还会导致智力迟缓，
甚至发生夭折。

“脑子进水了”真的能和脑积水画上等
号吗？当然不是！那么，脑积水究竟是啥？
哪些人容易出现脑积水？本篇文章详细介绍
脑积水的相关知识。

概况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存在水流动，被称作

“脑脊液”。脑积水是蛛网膜下腔（脑室和
脑池）的脑脊液增多，或者是循环和吸收发
生障碍，使颅内压力增高，进而导致脑脊液

增多，蛛网膜下腔扩宽。

症状
急性脑积水  部分患者会出现视力障

碍，如视力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头部会产
生剧烈头痛，并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
者会出现昏迷和死亡。

慢性脑积水  一般多见于老年人，出现
走路不稳、大小便不能控制、智力开始下
降等。

分类
一旦被确诊为脑积水，分清种类很重要，

可以通过脑积水的种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脑积水的分类标准有很多，可根据时间进展
来分，也可以根据影像学和病理生理来划分。
但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分类方法是根据脑脊
液循环障碍来区分的，具体如下：

梗阻性脑积水 这也叫非交通性脑积水。
脑脊液正常循环通道发生梗阻，迫使脑脊液

无法正常回流，脑脊液多积于梗阻的上方。
交通性脑积水  脑脊液吸收出现障碍，

虽然脑室间的每个通道都是相通的，脑脊液
可顺利到达蛛网膜下腔，但无法被蛛网膜颗
粒吸收。

外部性脑积水 这也叫假性脑积水。该
类型主要发生于婴幼儿时期，会出现抽搐、
头围异常增大的症状，很多幼儿可以在两三
岁的时候自行痊愈。

诱因
先天性因素  如脑血管畸形、室间孔闭

锁畸形等。 
感染因素  如感染性脑膜炎，感染很容

易导致脑脊液循环和吸收方面出现故障。
各种原因所致的颅内出血等  如患有脑

溢血、发生外伤等，这些疾病容易导致脑脊
液里出现血液，有碍于脑脊液循环畅通。

肿瘤  肿瘤持续长大会逐渐产生压迫，
导致脑脊液循环通道受阻。

预防方法

改善环境和遗传因素  脑积水病因复杂，
尚不明确，但就其特征可判断该病跟遗传和
环境的共同作用相关。

加强产前筛查 在妊娠 12~18 周左右，
可以通过 B 超筛查出脑积水。如有必要，需
立即终止妊娠，可以有效预防胎儿脑积水。

优生优育，避免产次过多  孕妇生产的
次数和胎儿脑积水的概率成正比，所以要避
免胎次过多，优生优育。

避免高龄生育  产妇年龄越大，胎儿脑积
水致畸的概率越高，尤其是 30 岁以后生产的女
性，胎儿脑积水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所以要提
倡适龄生育。

避免产伤  选择正规医院进行生产，配
合好医生进行生产，减少产程。

以上便是脑积水的相关知识，希望大家
可以正确认识脑积水，一旦出现可疑症状要
立即就医，积极治疗相关疾病和产前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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