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损伤性
,

使其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

但是
,

由于脑干电位十分微弱
,

又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
,

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

给 分析带来许多困难
。

本工作利用频谱分析 方

法
,

对我国正常青年人的 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
。

结果表明
,

我国健康青年总功率 一
,

下同
,

平均为 卜 留 ,

其主

要分布段在 以下
,

以上的频段功率很低
。

频谱总功率个体 和耳间 差异

很大
。

从性别看
,

男性  总功率比女性高 , 但女性 频谱较窄
,

集中在

以下
,

男性分布较宽
,

以下只占总功率的  
。

不同强度的声刺激
,

所诱发的 功谱明显不 同 声强度高的
,

总功率也高
,

功率分

布的谱段也较宽
。

两耳  频谱相 比
,

右侧总功率略大于左侧
,

但两耳差异尚不显著
。

本文对 频谱分析的定量方法应用价值
,

结合本文结果进行了讨论
。

浅谈 型超声 超 对右上腹占位性病灶的鉴别诊断

漪新环 幸佩翎 钱军 周惜挂 胡志红

上海 第二医科 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

目前 超已成为临床医师所常用的一种检测手段
。

特别是肝脏的占位性病灶
,

超 能 以

声像图的形式显示各种切面图象
。

其检查结果
,

可直接左右临床诊断的正确性
,

不仅涉及治

疗方案的制定和术式的选择
,

有时还与病人的生命密切相关
,

因此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

本文结合我院实际病例 所举病例均由我院 超纠正了误诊
,

并都经手术治疗和病理切片

证实
。

对右上腹占位性病灶的鉴别诊断从

一
、

超对肝内占位性病灶的诊断价值
。

二
、

超对诊断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

三
、

超和临床
。

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

认为对病灶的确切定位是 超诊断的前提和关健所在
。

当右上腹出现

巨大或较大占位性病灶时
,

必然引起正常解剖结构的紊乱
,

由于体积效应
,

相互挤压和重叠
,

大大增加了 超定位的难度
。

因此需要在熟悉局部解剖的基础上
,

再利用已掌握的病理生理

知识
,

进行推理
,

和进行多切面的细致观察
,

全面分析
,

尽量去伪存真
,

并须反复论证自己

判断的可靠性
。

只有在根据确切的基础上慎重作出的结论
,

才有纠正误诊的可能
。

窄带噪声掩蔽引起的豚鼠频率辨别阂的变化

王云景 梁振福 胡正元

王海 海军医学研 究所

本文采用调频法
,

以体重为 姗觉正常的成年豚鼠作为研究对象
,

研究其在不

同声压级
、

不同中心频率的窄带噪声以及白噪声掩蔽下
,

所 起的频率辨别闭的变化
。

结母
表明舟

、

当调频刺激器载波频率为 时
,
扣 以下的掩蔽声对豚鼠△ 的影响

,

虽

产举妹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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