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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病人治疗前后 ⁄评分比较 ξ ? σ

Ταβ 2  ≤ ⁄ ∏ 2

ξ ? σ

治疗前 周末 周末

治疗组 ? ? ?

对照组 ? ? ?

Π值

含量在无抑郁的 °⁄患者中较正常对照组为低 而

°⁄⁄患者又低于无抑郁的 °⁄患者 ≈ 而 2 是 2羟色

胺 2 × 的主要代谢产物 ∀目前公认的一点是 2 ×在

°⁄⁄患者的情绪改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帕罗西汀是一种选择性 2 ×再摄取抑制剂 ≥≥ 它

选择性地抑制突触前膜吸收突触间隙的 2 × 从而增加突

触间隙的 2 ×浓度 达到改善抑郁的目的 ∀与传统的三环

类抗抑郁药相比 帕罗西汀的抗胆碱能作用要小得多 且无

明显心脏毒性 ∀ ≥≥ 可诱导帕金森症状加重 临床时有报

道 本组病例中有 例在服药 周后出现震颤加重 发生率

为 停药后缓解 其余患者虽在服药早期有口干 !失眠 !

乏力 !消化道反应等出现 但继续服药不良反应均可缓解或

耐受 仍能坚持完整个研究 ∀

本研究表明帕罗西汀对 °⁄伴抑郁状态的控制效果好

服药方便 患者依从性好 不良反应小 适用于 °⁄伴抑郁的

患者 ∀半数患者在服药 周即有效 对无效患者不要急于放

弃 延长服药时间有效率会明显增加 ∀

参考文献

≈1 ≥ ∏ ≥ ∏ ° √

° . ≈

∏ ≤ ∏

≈2 ⁄ ° .

≈ ∏ ≥

≈3 ≤ ⁄

≈ ∏

收稿日期 2 2

小剂量奥氮平快速治疗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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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了探讨小剂量奥氮平快速控制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随机选择 例具有明

显兴奋激越症状的急性脑卒中病人 给予小剂量奥氮平 ∗ 快速治疗 周 ∀以治疗前后简明精神病量表 ° ≥ 激

越分的减分率评定疗效 以副反应量表 ×∞≥≥ 及心电图及肝肾功能评价安全性 ∀结果  小剂量奥氮平治疗有效率

显效率 副反应量表 !心电图 !肝肾功能前后无差异 ∀结论  小剂量奥氮平对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治疗有效 且

快速 安全性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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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非经典抗精神病药 大量研究证

实 其对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确切 且安全性高 ∀国外已有尝

试用奥氮平起始剂量 ∗ 控制兴奋激越病人的研

究 ≈ 结果显示大剂量奥氮平也可较快控制兴奋激越病人

且其安全性好 ∀国内也有此类报道 并有应用在器质性精神

障碍的开放性研究 ≈ 但综合医院小剂量奥氮平应用在急性

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研究较少见 ∀我科在近二年时间应

用小剂量奥氮平控制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中取得一定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我科 年 月至 年 月 /卒

中单元 0模式住院 治疗病人 ∀入组条件 所有病人均为急性

脑卒中病人 均经头颅 ≤×或头颅 确诊的脑出血或脑梗

死病人 急性期伴精神运动性兴奋激越 简明精神病量表

° ≥ 的激越因子分 包括 个非精神病项目 焦虑 !紧张 !

敌对 !不合作和兴奋 3 分 ∀其纳入共 例 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平均 ? 岁 精神兴奋激

越时间 ∗ ∀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给药方式  奥氮平片起始 ∗ 以后根据兴

奋激越程度 特别兴奋病人对疾病造成危险或护理困难合用

安定针 ∗ √ 时间不超过 超过 按无效

处理 ∀

1 2 2  量表评定  治疗前有卒中单元精神卫生专业医师评

定 ° ≥ ×∞≥≥ 副反应量表 治疗 周后再评定依次 ∀

1 2 3  安全性评定  分别记录奥氮平治疗前后病人的心电

图 ± 2×间期 肝功能中转氨酶值和肾功能中的肌苷值 ∀

1 2 4  疗效评定  以 ° ≥减分 为无效 减分

∗ 为好转 减分 ∗ 为显效 减分 为

痊愈 ∀

1 2 5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用 ≥°≥≥ 软件包进行分

析统计 ∀

2  结果

例病人其中 例合用安定针 ∗ 静推后快速控

制症状 但仅应用 天 例病人其中服用奥氮平片

例 服用 例 ∀治疗前后 ° ≥评分显著下降 见表

×∞≥≥评分略升高 见表 心电图 ± 2×间期及肝功能中转

氨酶 ≥ °× 值和肾功能中的肌苷 ≤ 值无明显变化 见

表 ∀

表 1  治疗前后 ° ≥及 ×∞≥≥评分比较

Ταβ 1  ≤ ° ≥ ×∞≥≥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Π值

° ≥ ? ?

×∞≥≥ ? ?

注 与治疗前比较 Π 有显著性差异 Π 无统计差异

≤ √ ∏ Π 2

Π

表 2  治疗前后心电图 ± 2×间期 !≥ °×!≤ 指标比较

Ταβ 2  ≤ ± × √ ≥ °× ≤ 2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Π值

± 2×间期 ? ?

≥ °× ∏ ? ?

≤ ∏ ? ?

注 与治疗前心电图 ± 2×间期 ≥ °× ≤ 比较 Π 无统计学差异

≤ ± × √ ≥ °× ≤ Π

3  讨论

目前 精神科临床中兴奋激越病人的控制已有选择奥氮

平 在疗效上及安全性上都比较满意 且可以快速控制症

状 ≈ ∀奥氮平能选择作用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 可有效改善

精神病理的各个方面 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也越来越受到临床

的肯定 除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有效外还可以治疗其他精神

障碍 ≈ 国内赵焕华 ≈ 等也报道了对脑器质性和躯体疾病所

致精神障碍中的治疗应用 ∀

本文资料为我院 /卒中单元 0模式治疗组病人资料 由精

神科专业医师评定症状 资料收集比较全面 ∀本研究改变常

规精神科药物用量 对 例兴奋激越病人采用小剂量奥氮

平治疗 在 周内均有效的控制了兴奋激越症状 ° ≥评分

明显下降 减分有统计学差异 ×∞≥≥评分前后无明显变化

无统计学差异 心电图 ± 2×间期及肝功能中转氨酶 ≥ °×

值和肾功能中的肌苷 ≤ 值无明显变化 无统计学差异 ∀显

示小剂量奥氮平可以快速控制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 且

安全性高 ∀

总之 奥氮平对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治疗有效

且快速 安全性高 适合在综合医院使用 尤其是综合医院急

性脑卒中病人大多是老年高龄 合并冠心病 !高脂血症等基

础疾病 奥氮平的安全性高使其更适合于综合医院的应用

但本研究也看到仍有一部分病人联合使用安定针剂 因此如

有奥氮平针剂使用 将更利于临床治疗 但国内尚为上市 本

研究为自身对照研究 且样本量尚需扩大及与其他抗精神病

药物对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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