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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对焦虑抑郁共病的疗效比较

钱建军 何炳福 石永扬 高赛男 金海龙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浙江 绍兴

摘要 目的  观察利培酮联合氟西汀对焦虑抑郁共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例焦虑抑郁共病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 利培

酮 氟西汀 例 !对照组 氟西汀 例 治疗 周 ∀于治疗前 !治疗后每 周测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项 !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 !治疗中需处理的不良反应量表 ×∞≥≥ ∀疗效评价以 ⁄减分率为标准 不良反应以 ×∞≥≥评分为标

准 ∀结果  两组 ⁄! 评分组间比较从第 周周末开始差异有显著性 Π !Π 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 Π 各时期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Π ∀结论  利培酮联合氟西汀治疗焦虑抑郁共病的疗效和安

全性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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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版 ≤≤ ⁄2 ≈

中 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是两个疾病单元 但流行病学和临

床研究发现 两者的共病率很高 2 ≈ 焦虑抑郁

共病与单纯焦虑或抑郁障碍相比具有症状重 !病程慢性化 !

社会功能损害重 !自杀率高和疗效差等特点 ≈ ∀生物治疗层

面 多使用新型抗抑郁剂及苯二氮艹卓类药物治疗 ∀近年有使

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作为增效剂的报道 ≈ 利培酮作为常

用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有研究表明 利培酮合并氟西汀

治疗可增强抗抑郁 !焦虑疗效 ≈ ∀但迄今国内外相关研究甚

少 ∀本研究旨在探讨利培酮合并氟西汀与单独应用氟西汀

对焦虑抑郁共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入选标准 我院 年 月至 年 月 个心理科

病区住院首发未用药患者 ∀同时符合 ≠ ≤≤ ⁄2 抑郁发作和

焦虑障碍诊断标准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项 ≈

评分 分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项 ≈ 分 ∀

年龄 ∗ 岁 未治疗过 病程 [ 个月 ∀排除标准 排除

严重自杀观念和行为 !伴精神病性症状 !恶劣心境 !应激障

碍 !神经症 !乙醇依赖 !人格障碍和严重躯体疾病者 ∀

1 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计为临床试验设计 设计类型为完全随机对照

研究 ∀患者入院时按随机数字表方法分为研究组 利培酮

氟西汀 和对照组 氟西汀 ∀测评人员和患者均不知分组

情况 ∀

1 3  用药方法

利培酮片 西安杨森公司 口服 周内渐加至

氟西汀胶囊 上海中西药业 口服 ∀治疗 周 ∀治

疗前签知情同意书 对有明显失眠者可联用小剂量阿普唑仑

[ #日 其中研究组使用率 对照

组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Π ∀

1 4  测评工具及方法

测评工具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项 !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 项和治疗中需处理的不良反应量表

×∞≥≥
≈ ∀测评方法为治疗前 !治疗第 周末 !第 周末 !第

周末 !第 周末各测评 次 ∀测评人员经过培训 经一致性

检验 组内相关系数 ≤≤ Π ∀

1 5  疗效及不良反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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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价标准 ⁄减分率 ∴ 为痊愈 ∴ 为

显效 ∴ 为有效 为无效 ∀以 ×∞≥≥评价不良反

应 ∀同时记录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 ∀治疗前及治疗后每

周检查血压 !体重 !心率 !血常规 !肝功能 !心电图 !尿常规 !脑

电图 ∀

1 6  统计方法

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均

数间比较用 τ检验 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 等级资料用

分析 ∀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共入组 例 因自动出院等原因脱落 例 最后完成

例 ∀其中研究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已婚 例 未婚 例 其他 例 平均受教育

年限 ? 岁 平均病程 ? 个月 ∀对照

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已

婚 例 未婚 例 其他 例 平均受教育年限 ?

岁 平均病程 ? 个月 ∀上述指标两组比较

经统计分析差异均无显著性 Π ∀

2 2  测评结果

2 2 1  两组患者各时期 ⁄! 评分结果见表 ∀

表 1  两组病人不同时期 ⁄! 评分比较

Ταβ 1  ≤ ⁄

∏ √ ∏

测评工具 方法 研究组 ν 对照组 ν

⁄ 治疗前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治疗前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 Π Π

  由表 可见 两组患者 ⁄! 评分组间比较在

第 周末差异有显著性 Π 从第 周末开始到第

周末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Π ∀

2 2 2  两组疗效比较 研究组痊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对照组痊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经 分析 研 对 ∏ 差异有

显著性 Π ∀

2 2 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不同时期 ×∞≥≥评

分比较见表 ∀

表 2  两组病人不同时期 ×∞≥≥评分比较

Ταβ 2  ≤ ×∞≥≥ ∏

√ ∏

时期 研究组 ν 对照组 ν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第 周末 ? ?

  表 可见两组患者不同时期 ×∞≥≥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 Π ∀记录到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较高的是椎体

外系反应 研究组 例 发生率 对照组 例 发生率

两组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 Π 嗜睡和困倦 研

究组 例 发生率 对照组 例 发生率 差异无

显著性 Π 失眠 研究组 例 发生率 对照组

例 发生率 差异有显著性 Π 体重增加

研究组 例 发生率 对照组 例 发生率 差

异有显著性 Π 口干 研究组 例 发生率

对照组 例 发生率 差异无显著性 Π ∀

3  讨论

对于焦虑抑郁共病的治疗 一般把抗抑郁剂作为一线药

物 为增加疗效 常合用其他精神药物及社会心理治疗 ≈ ∀

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具有五羟色胺 2

× !多巴胺 ⁄ 受体拮抗作用 同时对 Α 肾上腺素能受

体有较高亲和力 ≈ 可通过阻断 Α自身调节受体的抑制 增

加去甲肾上腺素 ∞ 的发放 因而理论上讲利培酮有抗焦

虑抑郁作用 ∀国外有资料显示利培酮可增加抗抑郁剂治疗

难治性抑郁的疗效 ≈ 但尚未见到对焦虑抑郁共病的研究报

道 ∀国内已有研究发现 利培酮合并氟西汀治疗焦虑抑郁共

病的疗效和起效时间优于氟西汀 ≈ ∀

本研究结果说明利培酮合并氟西汀治疗焦虑抑郁共病

的疗效比单用氟西汀要好 起效时间更快 ∀联合用药不会显

著增加不良反应 ∀利培酮合并氟西汀治疗焦虑抑郁共病可

作为临床用药方案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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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甲氨蝶呤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体内的药动学研究

张善堂 屈建 杨林海 唐丽琴 王宁玲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药剂科 儿科 合肥

摘要 目的  研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儿接受大剂量甲氨蝶呤 ⁄ ×÷ 静脉滴注联合甲酰四氢叶酸钙解救方案治

疗时甲氨蝶呤的药动学 ∀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例 患儿使用甲氨蝶呤后不同时间点血清药物浓度 所得血

药浓度 2时间数据经 ⁄ ≥软件拟合 优化药动学房室模型 计算其药动学参数 ∀结果  大剂量甲氨蝶呤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儿体内的经时过程符合二房室模型 主要药动学参数分别为 τ Α ? τ Β ? ς

? # Χλ ? # # κ ? κ ? κ ?

ΑΥΧ 2 ? Λ # # ΑΥΧ 2] ? Λ # # τ ¬ Χ ¬ ?

Λ # ∀结论  大剂量甲氨蝶呤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体内的药动学符合二房室模型 主要药动学参数有较

明显的个体差异 ∀

关键词 甲氨蝶呤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 药动学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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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ηαρµ αχοκινετιχσ οφΗιγη2∆οσε Μετηοτρεξατε Ινφυσιον ιν Χηιλδρεν ωιτη Αχυτε Λψµ πηοβλαστιχ Λευκεµ ια

≥ 2 ± ≠ 2 × 2 • 2 (α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β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εδιατριχσ, Αφφιλιατεδ ΠροϖινχιαλΗοσπιταλοφ Ανηυι ΜεδιχαλΥνιϖερσιτψ, Ανηυι ΠροϖινχιαλΗοσπιταλ, Ηεφει , Χηιν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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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ƒ ∏ ΜΕΤΗΟ∆ Σ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2 ∏

⁄ ×÷ 2 τ Α

? τ Β ? ς ? # Χλ ? # # κ ?

κ ? κ ? ΑΥΧ 2 ? Λ # # ΑΥΧ 2] ?

Λ # # τ ¬ Χ ¬ ? Λ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2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甲氨蝶呤 ¬ ×÷ 为叶酸类抗代谢药 是治

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

的最重要药物之一 其中大剂量 ×÷ ⁄ ×÷ 静脉滴

注联合甲酰四氢叶酸钙解救 ⁄ ×÷ 2≤ƒ 是防治儿童

髓外浸润的主要措施 可明显提高 患儿的生存率 ≈ ∀

关于大剂量静滴 ×÷在 患儿体内的药动学 国内已有

研究 ≈ 2 但由于给药方案和测定方法的不同致使研究结果

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规范的 ⁄ ×÷ 2≤ƒ 用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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