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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11年开始，临床神经电生理（脑电图）已正式列入国家专业技术职称系列，这为脑电图技术
人员提供了在专业上发展提升的机会。
为了配合大家学习的需要，中国抗癫痫协会、脑电图和神经电生理分会、临床脑电图培训教程编写组
有关专家编写了这本《临床脑电图培训教程》，内容涉及从事脑电图专业技术的人员需要掌握的神经
电生理知识、脑电图技术以及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脑电图表现等，希望对从事本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有所帮助。
但本书并不是考试辅导书，因为不论是从临床工作还是从职称考试的角度，脑电图技术人员都需要了
解更广泛的基础和临床知识，包括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以及临床神经系统疾病等，这些内容显然
不是这本教程所能够完全承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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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脑电信号的采集和输入 一、电 极 1.电极材料脑电图电极用于采集脑电信号
，由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制成。
但有些金属材料在有直流电持续通过时，由于电化学反应而在金属电极表面产生电荷积累，造成时间
和频率依赖性的电阻增加。
电极表面因为存在电荷和极性而产生直流电效应，经放大后产生大幅度的基线缓慢漂移伪差。
因此这种有极性的金属材料不能用于记录脑电信号。
脑电图的电极通常为银一氯化银电极，其可在外部直流电作用下形成双相表面电荷，因而没有明显的
极化现象。
也可采用不锈钢、金或铂金制成的无极性电极。
但银、金等某些金属材料长期直接接触脑组织时会产生刺激或毒性作用，因此不适用于颅内记录。
颅内电极常用不锈钢或铂铱合金材料制成。
如果患者需要在安放电极的情况下进行磁共振成像检查，则要求无磁性材料的电极，一般使用铂铱合
金电极。
 2.电极的种类临床用于颅外脑电图记录的电极有以下几种： （1）柱状电极：又称桥式电极，电极一
端垂直与头皮接触，另一端连接一个直角支架形成桥式结构，用特制的弹性胶带电极帽固定在桥的横
梁上。
常用于短程的普通脑电图记录，优点是安装方便快捷，缺点是电极固定性差，容易脱落。
 （2）盘状电极：为直径7mm左右的圆盘形电极，接触头皮一侧的中间向外凹陷并有孔，用于注入导
电膏。
如做短时间记录，可用导电膏固定电极，但很容易脱落。
也可用火棉胶将电极固定在头皮，优点是牢固，不易脱落，患者可以卧位记录，适合于睡眠记录、长
程记录及对不合作的儿童记录；缺点是安装及取下电极均费时费力。
 （3）针电极：一般多用于特殊部位如蝶骨电极记录。
偶可用于昏迷患者的头皮记录，此时患者疼痛感觉多减退或消失，且在监护室内有各种仪器的干扰，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效记录。
应用针电极时应严格消毒头皮，并使用一次性针电极。
使用时应注意前后方向平行排列针电极，排列混乱可造成人为的波幅不对称和波形畸变。
 （4）耳电极：常用弹簧夹固定的盘状电极或螺旋式电极，将电极固定在耳垂，也可用胶布直接将盘
状电极固定在耳垂。
 二、阻抗测试 由于脑电信号非常微弱，为保证最大限度采集到真实的脑电信号同时消除各种外界干
扰，需要尽可能降低电极与头皮之间的阻抗，这一方面要求电极的材料电阻性要低，另一方面要求对
头皮进行认真处理。
记录脑电图的前一天应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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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脑电图培训教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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