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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系统评价亚低温对实验动物出血性脑卒中结局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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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中英文数据库中关于亚

低温用于出血性脑卒中动物模型的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之日至
$B#C

年
N

月$按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和方法学质量评价后!采用
Q&.&.#$1B

软件进行
*+,-

分析$结果
!

共纳入
#M

项研究!其中低温组

动物
#B$'

只!常温对照组
!!C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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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与常温组相比!亚低温对出血性脑卒中动物脑出血量的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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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低温

对出血性脑卒中动物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该作用主要通过减轻脑组织水肿和稳定血脑屏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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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脑卒中是一种病死率和致残率很高的神

经急危重症#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出血性脑卒中占脑

卒中类型的
#BO

#

#NO

$在我国则占
'S1#O

$部分地

区甚至高达
NBO

$但临床上尚缺少确切有效的干预措

施改善此类患者预后!

#

"

#亚低温因其显著且广泛的

神经保护作用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日渐广泛$但

对于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学界意见尚不统一#目前

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仍在研究中$尚未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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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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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往大部分基础研究结果提示$亚低温有减

轻出血后脑组织损伤的作用$故本研究用
*+,-

分析

的方法对亚低温对实验动物出血性卒中结局的影响

进行分析$旨在为亚低温在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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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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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维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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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卒中,+脑血管意外,+脑血管病,+脑出血,+出

血性卒中,+脑溢血,+亚低温,+低温,+基础研究,+动

物,等#追查已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如文献报道不

详或资料缺乏则通过邮件与作者进行联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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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偏倚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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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低 温 对 脑 出 血 量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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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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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不同的动物物种&大鼠或小鼠')不同的建模方法

&自体血注入法或胶原酶诱导法'$或者不同的方法学

质量$因而最终本研究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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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慎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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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实验模型

大多数采用健康的成年动物$而临床出血性卒中患者

往往为中老年$常合并各系统器官并发症$因而动物

实验结果并不能完全复制临床上的复杂病理生理学

情况#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亚低温对出血性脑卒中的

动物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其疗效主要通过稳定血脑屏

障和减少卒中后水肿实现$而并非通过减少出血量#

由于各研究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以及基础实验存在

局限性$其真实疗效仍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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