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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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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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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因.突发头晕'发作性意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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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F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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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患者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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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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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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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头晕'乏力'大汗淋漓!伴恶心'呕吐!家里

其他成员无任何不适#至本院就诊途中!患者呕吐加

剧!意识逐渐不清!伴气促!至本院急诊科后!测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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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心电图检查过程中出现室颤!遂立

即给予除颤'可达龙静脉滴注'倍他乐克控制心率'地

西泮镇静'波立维及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营养心肌'血

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吸氧等对症治疗!反复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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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后患者未再发室颤!意识恢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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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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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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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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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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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诊治#既往史"患者平素体

健!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等!外伤'否认输血'中

毒史!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近期无服药!无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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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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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酷似完全性右束支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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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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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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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性早搏!部分成对出现!反复发作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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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波!

eF

'

e),-

波呈水平型!一度房室阻滞!

b.-

间期延长#

="<F

年
$

月
$

日
="

"

;Q

心功
F

项"肌钙蛋

白
C

%

->C

&

<*">

?

$

%(

!肌红蛋白%

@

[

&

&

)Q*$>

?

$

%(

!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OB.@/

&

F*<>

?

$

%(

#

="<F

年

$

月
M

日
M

"

FF

脑钠肽%

/ED

&测定
P

心功
F

项"

/ED

<"$

R?

$

%(

!

4->C

$

"*";>

?

$

%(

!

@

[

&

&

;"">

?

$

%(

!

OB.@/

$

"*";>

?

$

%(

#

="<F

年
$

月
<"

日
M

"

<<

心功

F

项"

->C

$

"*"; >

?

$

%(

!

@

[

& ;)*Q >

?

$

%(

!

OB.@/

$

<*">

?

$

%(

#

="<F

年
$

月
$

日
="

"

;Q

生化"

钾离子 %

B

P

&

F*Q %%&'

$

(

!钠离子 %

E7

P

&

<)=*=

%%&'

$

(

!氯离子%

O'

P

&

<"$*"%%&'

$

(

!钙离子%

O7

=P

&

=*<"%%&'

$

(

#

="<F

年
$

月
M

日
M

"

FF

血气分析系

列"酸碱度%

R

0

&

M*)

!二氧化碳分压%

R

OI

=

&

FQ*M%%

0

?

!氧分压%

R

I

=

&

<)"*"%% 0

?(

!实际碳酸氢盐

%

0OI

F

&

=F*! %%&'

$

(

!全血剩余碱%

/GT

&

f"*<

%%&'

$

(

!细胞外液剩余碱%

/G94X

&

f"*="%%&'

$

(

!

血氧饱和度%

,

R

I

=

&

!!*<#

!标准碳酸氢盐%

,/O

&

=)*)

%%&'

$

(

!

B

P

F*Q%%&'

$

(

!

E7

P

<FM%%&'

$

(

!

O'

f

<"=

%%&'

$

(

!

O7

=P

<*<F%%&'

$

(

!乳酸%

(74

&

=*<%%&'

$

(

#

="<F

年
$

月
M

日
M

"

F;

血脂
)

项
P

肝功
P

肾功
F

项
P

超敏
O

反应蛋白"总胆固醇%

-O

&

;*=Q%%&'

$

(

!

高密度脂蛋白%

06(

&

<*<$%%&'

$

(

!低密度脂蛋白

%

(6(

&

F*M;%%&'

$

(

!三酰甘油%

-+

&

<*FQ%%&'

$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

&

F)K

$

(

!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3,-

&

)FK

$

(

!尿素%

KLG3

&

)*<Q%%&'

$

(

!

尿酸%

K3

&

<!"

.

%&'

$

(

!肌酐%

O8

&

;!

.

%&'

$

(

!超敏
O.

反应蛋白%

0,.OLD

&

F*M!

.

%&'

$

(

#

="<F

年
$

月
Q

日

$

"

;M

肾功
F

项"

O8M=

.

%&'

$

(

!

KLG3F*FM%%&'

$

(

!

K3<F;

.

%&'

$

(

#心脏彩超"左室射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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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室不大!左室后下壁基底段'中段室壁运动减弱!左

室舒张功能减退!轻度三尖瓣反流#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转至心血管内科进一步诊

治!动态心电图检查示"窦性心动过缓偶伴交界性逸

搏!偶发性房性早搏!个别成对出现或未下传!偶呈短

阵性房性心动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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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室传导阻滞!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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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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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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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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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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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前降

支及其分支血管管壁不规则!未见明显狭窄!回旋支

及其分支血管管壁不规则!未见明显狭窄!右冠状动

脉及其分支血管管壁不规则!近段局限性狭窄
F"#

#

追问病史!患者既往曾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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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复查心电图示"窦性

心动过缓!

&

l

房室传导阻滞!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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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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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水平型

抬高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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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病史及辅助检查!进而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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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综合征 心室颤动/!建议患者行埋藏式心脏复律

除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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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术治疗以预防猝死!患者及家属未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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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狭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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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特发性心

室颤动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超急性期等!具有发生

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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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综合征的电生理基础是心外膜与心内膜跨壁

复极离散度和电位差增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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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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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

流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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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增强或相对增强#本例患者有反复

晕厥病史!反复发作室颤电风暴!常规心电图和动态

心电图表现为巨大
N

波!故诊断为
N

波综合征#巨大

的
N

波酷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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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易产生误解!但结合临床!

患者曾经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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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电风暴!反复电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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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

就不难想到异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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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应当引起临床医生的充分

重视#本例患者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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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未见明显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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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

脉造影结果显示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未

见明显狭窄!可排除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超急性期所

致的缺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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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导联!恶性心律失常极少发

生!见于健康男性或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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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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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主要出现在下

侧壁导联'下壁导联!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较
&

型高!

较多特发性心室颤动患者有此心电图改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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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常出现在下壁导联'右胸导联'侧壁导联!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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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在心电图上表现为"右束支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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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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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厥或夜间

濒死样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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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中心脏猝死年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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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现为穹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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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特发性心室颤动患者心电图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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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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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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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抬高!多发生于青年男性患者!

其心脏结构大多正常!是年轻人心源性猝死的重要原

因#部分特发性心室颤动患者突然发作心室颤动!甚

至发生心源性猝死)

<"

*

#特发性心室颤动经常在凌晨

和夜间发作!发生机制可能与迷走神经兴奋相关#

临床常根据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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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特征进行危险分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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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幅度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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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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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切迹型或顿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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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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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形态为水平或

下斜型等预警指标#目前!对
N

波综合征有效的治疗

措施是药物治疗联合植入
CO6

#药物治疗中!异丙肾

上腺素主要用于急性室性心律失常发作或电风暴!奎

尼丁则用于慢性期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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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

'图
=

可以看出!本例患者不符合单一的早

复极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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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或特发性室颤的心电图

特点#本例患者有多项猝死高危的预警指标!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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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波幅度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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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的
N

波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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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巨大
N

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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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波分布的导联

多"

e<

!

e)

导联均有明显
N

波!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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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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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波!即患者兼有早复极波和
/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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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7

样波

特点(%

F

&

N

波后
,-

段形态为水平或下斜型"

e<

'

e=

,-

段呈下斜型!

eF

'

e),-

段呈水平型(%

)

&碎裂电

位"各导联
L

波降肢有切迹或顿挫!

e)bL,

波终末

部可见碎裂
bL,

波!碎裂
bL,

波与心脏性猝死和室

性心律失常有相关性#

本例患者是猝死的极高危患者!建议患者行
CO6

植入术治疗以预防猝死!患者及家属未同意#出院后

随访至今!患者未再发作过晕厥'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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