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mx_T3RoZXJNaXJyb3Jz

·指南解读·

扫码阅读电子版

《儿童青少年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诊断与治疗

指南（２０２４修订）》解读
邹润梅　王成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心血管专科，长沙４１００１１
通信作者：王成，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２ｎｄ＠ｃｓｕ．ｅｄｕ．ｃｎ

【摘要】　本指南修订是结合近年来在儿童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ＮＭＳ）领域的研究进展，对《２０１８ＣＰＣＳ儿
童青少年晕厥诊断与治疗指南》做出的及时更新。在儿童ＮＭＳ相关疾病谱和诊断方面，增加了部分体位试验，
引入了坐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坐位性高血压新概念，强调了共患病的诊断及评估。临床诊断儿童青少年ＮＭＳ
需结合详细询问病史、仔细体格检查、正确解读体位试验结果和全面评估共患病。治疗方面，针对非药物治疗

给出了详细的建议，强调生物标志物指导个体化治疗及共患病的管理。修订的指南还对ＮＭＳ的随访和疗效评
估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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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厥是由于短暂的脑部低灌注导致的一过性意识丧
失及不能维持机体姿势而倒地的现象，具有起病快、持续

时间短、可自行完全恢复的特点［１］。儿童青少年晕厥的

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策略不同于成年人，反复晕厥

发作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近年

来，儿童青少年晕厥的临床诊治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包括

晕厥的疾病谱、诊断流程、体位试验［如主动站立试验、直

立倾斜试验（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ｔｅｓｔ，ＨＵＴＴ）、主动坐位试验］、临
床诊断及个体化治疗。儿童青少年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

（ｎｅｕｒａｌｌ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ｓｙｎｃｏｐｅ，ＮＭＳ）的诊断和治疗成为儿科
领域的热点问题［２］。《儿童青少年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

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２４修订）》根据全球最新研究进展和
循证证据进行了修订［３］，现对修订指南的晕厥疾病谱、共

患病、诊断流程、体位试验及临床诊断等进行解读。

１　晕厥的发病率及疾病谱
儿童青少年晕厥发病率１７．３７％，女性多于男性［４］。

疾病谱包括ＮＭＳ、心源性晕厥（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ｓｙｎｃｏｐｅ，ＣＳ）
和不明原因晕厥（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ｓｙｎｃｏｐｅ，ＵＰＳ）。ＮＭＳ以
反射调节异常或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引起的晕厥发

作为特征，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晕厥原因，占７０％～
８０％；ＣＳ占２％～３％；ＵＰＳ约占２０％。儿童 ＮＭＳ根据
ＨＵＴＴ血流动力学类型，分为血管迷走性晕厥（ｖａｓｏｖａｇａｌ
ｓｙｎｃｏｐｅ，ＶＶＳ，又分为血管抑制型、心脏抑制型、混合
型）、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ｐｏｓｔｕｒａｌ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ａｃｈｙ
ｃａｒｄ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ＯＴＳ）、直立性低血压（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ｏ
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Ｈ）、直立性高血压（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ＨＴ）［１］。２０２０年Ｔａｏ等［５］提出儿童坐位性心动过速综

合征（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ＴＳ）和坐位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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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ｔｉｎｇ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ＨＴ）新概念，丰富了ＮＭＳ疾病谱。
婴儿期屏气发作可能是ＮＭＳ的一种特殊类型［６］。

儿童青少年 ＮＭＳ常伴共患病，３０％ ～４０％的儿童
青少年ＶＶＳ和／或ＰＯＴＳ通常共患过敏性疾病［７］，或与

凝血功能障碍有关［８］。其他常见共患病包括偏头痛、精

神障碍、睡眠障碍、过度通气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

关节过度活动综合征和胃肠道疾病［９］。ＮＭＳ共患病可
能增加了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

２　诊断程序
儿童青少年晕厥的诊断程序包括明确诊断、提示诊

断及ＵＰＳ诊断３个步骤，按照该步骤进行临床诊断明显
提高了我国儿童青少年晕厥的诊断效率。还有一些非

晕厥疾病，如癫痫、代谢性疾病、中毒、心因性疾病所致

的一过性意识丧失，有时容易误诊，需要及时鉴别［１０］。

２．１　明确诊断　对于ＰＯＴＳ、ＯＨ及ＯＨＴ［１］、ＳＴＳ、ＳＨＴ［５］

可以通过直立不耐受或坐位不耐受症状的病史获得提

示，如心电图正常，主动站立试验或ＨＵＴＴ或主动坐位
试验达到阳性标准即可做出诊断；境遇性晕厥（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ｎｃｏｐｅ，ＳＳ，指特殊情境下出现晕厥，如排尿、排
便、淋浴、吞咽、咳嗽、唱歌、梳头等）［１１］、药源性晕厥（用

药史）等可以通过典型的病史进行诊断。

２．２　提示诊断　详细病史、体格检查及心电图检查对
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及某些心

律失常等疾病可以提示诊断，如婴幼儿期起病、运动诱

发晕厥、有器质性心脏病或猝死家族史、心电图异常均

提示患儿可能为ＣＳ，其中由运动诱发的晕厥及心电图
异常对ＣＳ提示作用较强［１２］，对这些患者需根据具体情

况，进一步选择超声心动图、Ｈｏｌｔｅｒ心电图、心电图运动
负荷试验、心脏电生理、植入式循环记录仪、心导管检

查、心血管造影、血尿代谢筛查及基因检测等检查，为明

确诊断提供依据。

２．３　ＵＰＳ　通过详细病史、体格检查、卧位与立位血压
及卧位与立位心电图检查不能明确诊断且也不能提示

诊断的患者，如晕厥反复发作，且发作特点提示可能为

ＮＭＳ，则可进行体位试验，包括主动站立试验、或
ＨＵＴＴ［１］、或主动坐位试验［５］，有助于ＮＭＳ的病因诊断。

经过上述步骤仍不能明确晕厥病因诊断者，应对患

儿进行再次评价，包括重新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辅助

检查，必要时咨询神经科或精神科医师。

３　体位试验
儿童青少年晕厥的病因诊断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儿

童青少年体位试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体位试验通

过体位改变激发自主神经功能失衡，为临床诊断 ＮＭＳ
提供依据。

３．１　主动站立试验　主动站立试验可以筛选儿童青少
年直立不耐受病因，没有绝对禁忌证。操作简单，适合

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对 ＰＯＴＳ、ＯＨ或 ＯＨＴ具有诊断价
值［１３］。心电图波形变化受体位改变影响，卧位与立位

心电图Ｔ波变化有助于自主神经功能判断［１４］。

３．２　ＨＵＴＴ　ＨＵＴＴ适应证除了晕厥症状外，还发现近
１／３的晕厥先兆症状如不明原因胸闷或胸痛［１５］、过度通

气［１６］、心悸［１７］、头晕或头痛、腹痛［１８］等儿童的ＨＵＴＴ呈
现阳性反应。

ＨＵＴＴ阳性反应标准：ＶＶＳ、ＯＨ、ＯＨＴ的ＨＵＴＴ阳性
反应标准没有明显变化。ＰＯＴＳ的主动站立试验或
ＨＵＴＴ阳性反应标准可考虑结合昼夜节律变化［１９］，上午

时段平卧位时心率在正常范围，在主动站立试验或

ＨＵＴＴ的１０ｍｉｎ内，心率较平卧位增加≥４０次／ｍｉｎ和／
或心率最大值达到标准 （６～１２岁≥１３０次／ｍｉｎ，１２～
１８≥１２５次／ｍｉｎ）可诊断ＰＯＴＳ［１］。

儿童ＨＵＴＴ方法学与成人不同。儿童自主神经系
统处于不断发育和成熟过程，依从性较成人差，因此儿

童较成人的ＨＵＴＴ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更加迅速和突
然出现，ＨＵＴＴ阳性反应可能在儿童出现较早。ＨＵＴＴ
期间尽可能获得儿童的配合。多数情况下，ＰＯＴＳ患儿
比ＯＨ患儿更容易出现直立不耐受症状［２０］。ＨＵＴＴ期
间儿童出现心电图变化，如窦性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

缓等，预测 ＨＵＴＴ阳性反应的可能性增加［２１］。心电图

异常Ｔ波形态、Ｔ波顶点至Ｔ波末端间期和ＱＴ间期延
长有助于识别ＶＶＳ患儿［２２］。

关于儿童ＨＵＴＴ安全性，多数学者倾向ＨＵＴＴ是安
全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ＨＵＴＴ适应证和操作规范是
保障ＨＵＴＴ安全性的前提。ＨＵＴＴ可诱发晕厥或晕厥先
兆症状再现，可导致受试儿童青少年出现心律失常［２１］、

心理恐惧［２３］、暂时性失语［２４］、抽搐［２５］等并发症。虽然

ＨＵＴＴ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按照建议的ＨＵＴＴ程序进行
操作，在排除器质性心脏病引起的晕厥时，ＨＵＴＴ是安全
的，很少发现严重的ＨＵＴＴ相关并发症［２６２７］。ＨＵＴＴ期
间心电图长ＲＲ间期＞２ｓ并不少见，但倾斜诊断床及
时回至平卧位即可促进患儿的意识恢复。３～１８岁儿童
青少年在良好沟通前提下，都能顺利完成全程ＨＵＴＴ，且
安全性好。在ＨＵＴＴ期间出现心脏骤停或惊厥事件的
患儿并不提示预后不良。

３．３　主动坐位试验　操作简单，相对安全，用于有眩
晕、视力模糊、头痛、胸闷、恶心、腹痛、坐位麻木、出汗等

坐位不耐受症状儿童青少年的基础病因的初步筛查，无

明确禁忌证［５］。ＳＴＳ和ＳＨＴ可通过主动坐位试验明确
病因诊断。

４　临床诊断
详细病史能对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儿童青少

年晕厥的发病年龄不仅多见于学龄期儿童，还可见于其

他年龄组，２０２４年修订的指南在临床诊断部分进行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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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并增加了导致晕厥的风险因素。

４．１　ＶＶＳ　（１）多有持久站立或体位突然变化（如体位
由卧位或坐位或蹲位快速变成站立位）、精神紧张或恐

惧、闷热环境等诱发因素；（２）有晕厥或晕厥先兆表现；
（３）ＨＵＴＴ达到阳性标准；（４）除外其他疾病［１］。

如果晕厥反复发作并伴有心脏停搏持续超过３ｓ，
则称恶性ＶＶＳ。可由ＨＵＴＴ、情绪或疼痛等刺激触发。
４．２　ＰＯＴＳ　（１）病程通常＞１个月，多有上述诱发因
素（同ＶＶＳ），某些危险因素如儿童在仰卧位基线心率偏
高（仰卧位心率增加１０次／ｍｉｎ）、饮水量偏少（饮水量＜
８００ｍＬ／ｄ）、睡眠时间不足（睡眠时间＜８ｈ／ｄ）时ＰＯＴＳ
患病风险分别增加１．５８、３．８８、５．９１倍［２８］；（２）站立后常
出现头晕、头痛、疲劳、视物模糊、胸闷、心悸、过度通气、

手颤，严重时可出现晕厥或晕厥先兆等直立不耐受症

状［２９］；（３）主动站立试验或ＨＵＴＴ达到其阳性标准；（４）
除外其他疾病［１］。

４．３　ＯＨ　（１）多有上述诱发因素；（２）站立后常出现直
立不耐受症状；（３）主动站立试验或ＨＵＴＴ达到其阳性
标准；（４）除外其他疾病［１］。

４．４　ＯＨＴ　（１）多有上述诱发因素，某些危险因素如
超重（体重指数＞同性别同年龄第８５百分位值）时ＯＨＴ
风险增加６．０７倍，或肥胖（体重指数＞同性别同年龄第
９５百分位值）、饮水量偏少（饮水量＜８００ｍＬ／ｄ）时 ＯＨＴ
患病风险分别增加７．４８、４．０３倍，若每晚睡眠时间增加
１ｈ则ＯＨＴ患病风险降低７４．３％［３０］；（２）直立后常出现
直立不耐受症状；（３）主动站立试验或ＨＵＴＴ达到其阳
性标准；（４）除外其他疾病［１］。

４．５　ＳＴＳ　（１）多数患者的促发因素包括体位突然变
化（由仰卧位变为坐位）、精神紧张、环境闷热、睡眠时间

不足等［５］；（２）坐位后常出现坐位不耐受症状，严重时也
可出现晕厥；（３）主动坐位试验达到阳性标准；（４）除外
其他疾病。

４．６　ＳＨＴ　（１）多数患者涉及体位突然变化（由仰卧位
变为坐位）、精神紧张、环境闷热、睡眠时间不足等诱发

因素；（２）坐位后常出现坐位不耐受症状，严重时也可出
现晕厥；（３）主动坐位试验达到阳性标准［５］；（４）除外其
他疾病。

４．７　ＳＳ　ＳＳ是一种由自主神经介导的反射性晕厥，以
特殊情境为前提，与触发事件直接相关。大多数ＳＳ发
生在站立体位，近半数患者对ＨＵＴＴ呈现阳性反应。ＳＳ
根据不同的情境诱发情况分别命名为排便性晕厥、咳嗽

性晕厥、吞咽性晕厥和屏气发作等［１１］。

５　治疗　
５．１　ＶＶＳ　
５．１．１　健康教育　（１）避免诱发因素：避免长久站立，
避免快速从卧位、蹲位或坐位变为直立位，避免长时间

运动后突然停下，避免拥挤、闷热的环境，避免情绪刺

激。此外，呕吐、脱水、贫血、缺铁、感染、月经期及使用

某些药物（如利尿剂）等特殊情形更容易诱发晕厥，需注

意避免。（２）识别晕厥先兆及进行物理抗压动作：晕厥
先兆发生时及时调整体位，有条件时可平卧休息。物理

抗压动作，如长时间站立后可稍作屈膝动作、收缩腹肌

或四肢肌肉等长收缩（双手紧握、曲肘、双腿交叉及足趾

背屈），增加外周静脉回流避免晕厥［３１］。（３）保持心理
健康：反复晕厥可能会导致心因性假性晕厥，关注ＶＶＳ
患儿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强沟通交流，避免情绪刺激诱

发晕厥，必要时可进行心理咨询或治疗。（４）适当体育
锻炼：推荐在家长的陪护下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以

不出现不适症状为宜［３２］。

５．１．２　自主神经功能锻炼　（１）直立训练：双足跟离墙
壁１５ｃｍ，头枕部靠墙壁站立，每次从５ｍｉｎ开始，逐步
增加至每次３０ｍｉｎ，每日２次，需在家长看护下进行［３３］。

（２）干毛巾擦拭：用质地柔软的干毛巾擦拭患儿双前臂
内侧及小腿内侧面，每个部位５ｍｉｎ，每日２次［３４］。

５．１．３　增加水和盐摄入　保证每日饮水量达 ３０～
５０ｍＬ／（ｋｇ·ｄ），维持尿色清亮。适当增加食盐摄入，可
酌情使用口服补液盐治疗至少 ２个月，进行疗效评
估［３５］。炎热、运动或液体丢失情况下适当增加水和盐

的摄入量。口服补液盐对血管抑制型 ＶＶＳ效果更
好［３６］，但伴有高血压、肾脏疾病及心力衰竭的患儿不推

荐使用。

５．１．４　药物治疗　反复晕厥发作（０．５年内≥２次或１
年内≥３次）、有外伤风险、对非药物治疗反应差的患者
推荐使用药物治疗。（１）盐酸米多君：起始剂量为
１．２５～２．５０ｍｇ／次，口服，１～２次／ｄ。２～４周后可加量
至２．５０ｍｇ／次，３次／ｄ。用药期间需监测卧位血压，卧
位血压升高（＞第９５百分位）时需减量或停用［３７］。基

础血压超过同年龄同性别儿童青少年第９５百分位及药
物过敏者禁用。（２）美托洛尔：起始剂量为０．５ｍｇ／
（ｋｇ·ｄ），分２次口服，可逐渐增加至耐受剂量［不超过
２．０ｍｇ／（ｋｇ·ｄ）］［３８］。显著窦性心动过缓、二度及二度
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支气管哮喘者及对药物过敏者禁

用。（３）其他药物：氟氢可的松可降低ＶＶＳ儿童青少年
晕厥事件发生率［３９］。舍曲林在ＶＶＳ儿童中的应用经验
有限，其他药物治疗无效时可考虑使用，但需严密监测不

良反应［４０］。

５．１．５　起搏器及其他治疗　反复晕厥发作伴长时间心
脏停搏（＞４ｓ）及心肺复苏幸存者，经儿童心血管专科
医师评估可考虑安装起搏器［３１］。左心房神经节导管消

融术可改善 ＶＶＳ患者的症状，但在儿童中的应用还需
长期随访［４１］。

５．２　ＰＯＴＳ　
５．２．１　健康教育　（１）避免诱发因素：避免长久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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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快速改变、使用加重症状的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

再摄取抑制剂），避免感染和劳累。穿弹力袜增加回心

血量［３３］。保证每天至少８ｈ的睡眠。（２）适当体育锻
炼：每周至少５ｄ，每天１～２ｈ有氧运动。部分ＰＯＴＳ患
儿对运动不耐受，需循序渐进。

５．２．２　自主神经功能锻炼　对于ＱＴ间期离散度（Ｑ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ＱＴｄ）＞４３ｍｓ的ＰＯＴＳ儿童和青少年，推荐进
行自主神经功能锻炼［４２］，训练方法参考ＶＶＳ相应部分。
５．２．３　增加水和盐摄入　ＰＯＴＳ患儿应增加水和盐的
摄入量，２４ｈ尿钠、体重指数等生物标志物可预测增加
水和盐摄入量治疗ＰＯＴＳ的有效性［４３］。对于症状严重

的患儿，静脉输注盐水有助于缓解症状［３３］。

５．２．４　药物治疗　（１）盐酸米多君：起始剂量为１．２５～
２．５０ｍｇ／次，口服，１～２次／ｄ。若效果不佳，２～４周后
可加量至２．５０ｍｇ／次，３次／ｄ。用药期间需监测血压。
盐酸米多君治疗ＰＯＴＳ疗效优于美托洛尔和口服补液
盐［４４］。（２）美托洛尔：起始剂量０．５ｍｇ／（ｋｇ·ｄ），分２
次口服，逐渐增加至耐受剂量［不超过 ２．０ｍｇ／
（ｋｇ·ｄ）］［３８］。血浆Ｃ型利钠肽、基线ＱＴｄ等生物标志
物可预测美托洛尔治疗ＰＯＴＳ的有效性［４５］。

５．２．５　合并症的处理　纠正铁和维生素缺乏有助于改
善ＰＯＴＳ的症状［４６］。ＰＯＴＳ其他合并症包括过敏性疾
病、偏头痛、精神障碍、过度换气综合征、疲劳综合征、关

节过度活动综合征和胃肠道疾病，ＰＯＴＳ的治疗需对合
并症进行全面评估。

５．３　ＯＨ　ＯＨ首选非药物治疗，包括避免诱发因素、增
加水和盐摄入、进行物理抗压动作和穿弹力袜［４７］。若

非药物治疗无效，可考虑盐酸米多君或氟氢可的松［４８］。

５．４　ＯＨＴ　ＯＨＴ可考虑健康教育、自主神经功能锻炼
等非药物疗法。指南尚未推荐用于治疗ＯＨＴ的药物。
需注意儿童期ＯＨＴ有发展成青春晚期或成年期原发性
高血压的可能。

５．５　其他类型的 ＮＭＳ　ＳＳ通常在特殊情形下发生。
对于排尿性晕厥患者，建议避免晨起时突然站立及长时

间憋尿，建议蹲位排尿。若在排尿时出现晕厥，目击者

需帮助患儿在安全和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躺下，保持气道

通畅。对于屏气发作的患儿，屏气时确保患儿处于侧卧

位，以免外伤和误吸。

６　随访
尽管大多数儿童青少年ＶＶＳ和ＰＯＴＳ预后良好，仍

需进行规律的随访。修订指南建议初始诊断和治疗１～
３个月内进行随访，后续根据患儿的症状改善情况决定
随访时间。ＶＶＳ儿童随访过程中，需记录症状表现和发
作频次、治疗依从性及药物耐受性。推荐采用症状评分

评估ＶＶＳ治疗的有效性［４９］，不推荐以ＨＵＴＴ是否转阴
评估ＶＶＳ的治疗效果。

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用于评估ＰＯＴＳ疗效，症状评分
下降≥２分为治疗有效［５０］。对于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

需进行再评估，以确保诊断的正确性和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此外，还应考虑合并症的影响。症状持续时间和直

立时最大心率可作为评估长期预后的独立指标［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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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ＴａｏＣＹ，ＨａｎＺＨ，ＹａｎＹＱ，ｅｔａｌ．Ｓ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２０，１０（１）：１３９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ｓ４１５９８０２０７０９２５ｙ．

［６］张文华，王成，邹润梅，等．屏气发作儿童的 １２导联心电图 Ｐ波、Ｔ
波及ＳＴ段振幅变化 ［Ｊ］．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６，４１（６）：６００
６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１７／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３４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８．
ＺｈａｎｇＷＨ，ＷａｎｇＣ，ＺｏｕＲＭ，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ｗａｖｅ，Ｔｗａｖｅ，ａｎｄ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ｎ１２ｌｅａ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ｔｈ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ｐｅｌｌ［Ｊ］．Ｊ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Ｍ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４１（６）：
６００６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１７／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３４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８．

［７］ＷａｎｇＹＲ，ＬｉＸＹ，ＤｕＪＢ，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ｖａｓｏｖａｇａｌｓｙｎｃｏｐｅ［Ｊ］．Ｗｏｒｌｄ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２２，１８（９）：６２４
６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５１９０２２００５６６ｗ．

［８］ＱｕａｎＷ，ＷａｎｇＹＣ，ＣｈｅｎＳ，ｅ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ａ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Ｂｕｌｌ，２０１９，３５（１）：１７１
１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２６４０１８０２９５６．

［９］ＬｉａｏＹ，ＱｉＪＧ，ＹａｎＨ，ｅｔａｌ．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ｏｓｔｕｒａｌ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ｎａｒｃｏｌｅｐｓｙｗｉｔｈ５，１０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
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ＭＴＨＦ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ｒｅ
ｐｏｒｔ［Ｊ］．ＣｈｉｎＭｅｄＪ（Ｅｎｇｌ），２０２１，１３４（１２）：１４９５１４９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９７／ＣＭ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８７．

［１０］ＬｉａｏＹ，ＤｕＪＢ，ＢｅｎｄｉｔｔＤＧ，ｅｔａｌ．Ｖａｓｏｖａｇａｌｓｙｎｃｏｐｅ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ｓｙｎｃｏｐｅ：ａｍａｊｏｒｉｓｓｕ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ｌｏ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ＳｃｉＢｕｌ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２２，６７（１６）：１６１８１６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ｓｃｉｂ．２０２２．０７．０２４．

［１１］ＺｏｕＲＭ，ＷａｎｇＳ，ＬｉｎＰ，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ｃｏｐ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Ａｍ
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２０，３８（７）：１４１９１４２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ｊｅｍ．２０１９．
１１．０４２．

［１２］ＣｈｏｉＹＪ，ＫａｎｇＫＷ，Ｊａ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ｔｅｓ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ｓｏｖａｇａｌｓｙｎｃｏｐｅ［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４（２）：
３１５３２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０４／ｋｊｉｍ．２０１７．１８０．

［１３］ＺｈａｏＪ，ＨａｎＺＨ，Ｚｈ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ｕｐｒｉｇｈｔ
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ＢＰ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ｏｓｔｕｒａｌ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５，５（６）：ｅ００７３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
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４００７３５６．

［１４］ＷａｎｇＹＷ，ＸｕＹ，ＬｉＦ，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ｗａｖ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ｉｎｅ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ｕｒａｌ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Ｊ］．Ａｎｎ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２０，２５（４）：ｅ１２７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ａｎｅｃ．１２７４７．

［１５］Ｗ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Ｓ，ＺｏｕＲ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ｃｈｅｓｔｐ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ｔｅｓｔ［Ｊ］．Ｆｒｏｎ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２２，
１０：９０１９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ｆｐｅｄ．２０２２．９０１９１９．

［１６］ＺｏｕＲＭ，ＷａｎｇＳ，ＬｉＦ，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ｔｅｓ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ｎ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ｓｉｇｈｉｎｇ［Ｊ］．Ｎｅｕｒ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１，４２（８）：３３４３３３４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１００７２０２００４９５６８．

［１７］甘拓域，吴礼嘉，邹润梅，等．儿童不明原因心悸与直立倾斜试验

·５１·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４０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ＡｐｐｌＣｌ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５，Ｖｏｌ．４０，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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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Ｊ］．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８，４３（３）：２８２２８６．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１７／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３４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
ＧａｎＴＹ，ＷｕＬＪ，ＺｏｕＲＭ，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ｐａｌ
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ｔｅｓｔ［Ｊ］．Ｊ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
（Ｍ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３（３）：２８２２８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１７／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
７３４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

［１８］ＺｈａｎｇＬＮ，ＭｏａｋＪＰ，ＤｅｓｂｉｅｎｓＪ，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ｒ
ｕｐｐｅ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９，２０５：１３８１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ｐｅｄｓ．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８．

［１９］ＣａｉＨ，ＷａｎｇＳ，ＺｏｕＲＭ，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ＴＳ
［Ｊ］．Ｆｒｏｎ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２１，９：６４４４６１．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ｆｐｅｄ．２０２１．
６４４４６１．

［２０］ＬｅｅＨ，ＬｏｗＰＡ，ＫｉｍＨ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ｔｏ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ｎｔｉｌｔ［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７，７（１）：５７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４１５９８０１７
０５６６８４．

［２１］李雯，王成，吴礼嘉，等．直立倾斜试验阳性反应出现后的心律失
常特征［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０，３８（９）：８０５８０８．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０．０９．０１１．
ＬｉＷ，ＷａｎｇＣ，ＷｕＬＪ，ｅｔａｌ．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ａｆｔｅｒ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
ｔ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Ｊ］．Ｃｈｉｎ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３８（９）：８０５８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０．０９．０１１．

［２２］Ｍ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ｓｋｏｔＧ，ＫｏｌａｒｃｚｙｋＥ，ＭａｚｕｒｅｋＢ，ｅｔａｌ．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ｗａ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ｄｕｐｔｉｌｔ
ｔ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ａ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ｓｙｎｃｏｐ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Ｉ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１７（１８）：６４４１．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
ｉｊｅｒｐｈ１７１８６４４１．

［２３］储卫红，吴礼嘉，王成，等．直立倾斜试验受试儿童心理恐惧的评
估［Ｊ］．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４，１６（３）：２６３２６７．ＤＯＩ：１０．７４９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８８３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９．
ＣｈｕＷＨ，ＷｕＬＪ，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ｒ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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