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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血运 改善认知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9 年第 10 期“血管

内治疗与认知功能障碍”专题如约与各位作者和读

者朋友们见面了。本期专题重点关注颅内大动脉

血管内治疗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对于临床医师

深入了解、掌握颅内动脉狭窄和血管成形术对认知

功能的影响，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众所周知，颅内外大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引起

的脑低灌注可以导致严重的血管性认知损害，由此

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颈动脉支架成

形术可以改善狭窄动脉供血区的低灌注状态，从而

缓解颈动脉重度狭窄导致的肢体功能障碍，但其对

认知功能的影响至今仍莫衷一是。鉴于此，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张勇教授撰写评论性文章——《血管内

治疗对认知功能影响的多重性》，重点阐述了颅内

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致认知损害的作用机制及血

运重建对认知功能的双重影响，并提出完善的围手

术期管理有助于降低血运重建导致的认知功能障

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宫文韬医生在《颈动脉支架

成形术与认知功能障碍》一文中提出，颈动脉支架

成形术可以通过改善血流动力学状态而提高患者

认知功能，但术后微栓塞事件、脑白质高信号、脑微

出血、抑郁症、高龄等因素均可使术后发生认知功

能障碍的风险增加，提示血运重建是改善认知功能

的重要手段，但完善的围手术期管理同样重要。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徐晓彤教授对《颈动

脉狭窄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脑默认网络变化》进行

影像学研究，通过 fMRI 观察发现，低灌注状态下，无

论大脑半球内及双侧大脑半球间功能连接增强或

减弱，均对颈动脉狭窄患者的认知功能存有不利影

响。胜利油田中心医院高宗恩教授在《支架成形术

对伴轻度认知损害的无症状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颈动脉支架成

形术可以改善伴轻度认知损害的颈内动脉重度狭

窄患者的认知功能。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孙玉杰医

生撰写的《球囊扩张术治疗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安

全性分析》提出，单纯球囊扩张术治疗症状性颅内

动脉狭窄围手术期相对安全，而支架辅助血管成形

术仅是球囊扩张术效果欠佳时的一种选择性替代

治疗方法。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宫文韬医生和李广

文医生分别报告了《颅内动脉支架成形术治疗伴血

管性认知损害的症状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一例》

和《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大脑中动脉支架

成形术后假性动脉瘤一例》，提示血管内治疗是颅

内动脉狭窄的有效治疗方法，可以显著改善狭窄动

脉供血区低灌注状态，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天津市环湖医院尹龙教授在《慢

性颈内动脉闭塞的复合手术再通治疗》一文中指

出，对于慢性颈内动脉闭塞病例，复合手术再通治

疗不仅安全、有效，而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荣举医生有关

《支架成形术治疗主动脉弓上血管近端狭窄疗效初

探》的临床观察显示，支架成形术治疗无名动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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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总动脉起始部狭窄安全、有效，围手术期和远期

疗效均较为满意，术中应重点关注导引导管稳定性

和保护伞回收问题。

机械取栓是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方法

之一，而良好的侧支循环是决定取栓效果的重要因

素。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王健医生在《脑侧支循环

评估在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中的应用进展》一

文中，对侧支动脉结构，以及血流动力学、组织代谢

和神经元功能变化等检测方法的优化进展进行阐

述，提出侧支循环影像学评价必将促进缺血性卒中

个体化诊断与精准治疗方案和侧支循环研究的进

展，并有助于验证增加有效侧支循环的新疗法，甚

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治疗策

略。华润武钢总医院冯鹏程医生报告的《急性后循

环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桥接血管内机械取栓术一

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提示机械取栓同样是

急性后循环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血管内治疗是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

性狭窄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不仅可以改善患者肢

体功能，而且对认知功能同样具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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