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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拉法辛与氟西汀治疗抑郁焦虑症状的临床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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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照研究万拉法辛与氟西汀治疗抑郁同时 伴有焦虑症状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以符合 5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 6第 版 抑郁症诊断标准确诊为抑郁症伴焦虑症状 并进行中医辩证分型确诊的初始患者 例 进行万拉法辛

与氟西汀对照治疗 ∀其中万拉法辛组 组 例 每次 2222 氟西汀组 组 例 两组均

加用院内制剂舒心安神合剂 疗程 周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评定

临床疗效 采用副反应量表 ×∞≥≥ 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万拉法辛的疗效优于氟西汀 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万拉法辛不良反

应明显少于氟西汀 ∀结论  两药均对抑郁焦虑症状有良好的效果 万拉法辛治疗抑郁焦虑症状疗效强于氟西汀 不良反应较

轻 耐受性好 ∀

关键词 万拉法辛与氟西汀 抑郁焦虑症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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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抑郁症是心理科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 抑郁症发作

的患者多数伴有焦虑症状 且经常成为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

一 焦虑症状不但能使抑郁症的症状复杂化 也给治疗带来

一定的难度 ∀院内中药合剂舒心安神有清热燥湿化痰 健脾

宁神 解郁散结的功能 调节脏腑 促使脏腑功能的恢复 以

及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 !调整大脑的边缓系统和丘脑蓝斑核

的功能 改善抑郁情绪及下丘脑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复杂的

情绪状态 ≈ ∀经运用万拉法辛配合舒心安神合剂的治疗抑郁

焦虑症状的门诊抑郁患者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1  病例选择

所有资料均来自本院心理科门诊 年 ∗ 月就医

的患者 ∀入组需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版 ≤≤ ⁄2 抑郁症诊断标准 ≈ ∀ 痰瘀阻滞症的中医

辨证标准 表情呆滞 !心情抑郁 !生活懒散 !肢体困倦 !胸闷 !

胸痛 !纳呆 !脘腹胀满 !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舌苔厚腻 !脉滑或

沉涩 ∀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项版本 分总分

∴ 分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分 [ 总分 ∴ 分 ≈

首次发病 ∀ 就诊前两周内未服用过任何抗抑郁药

抗精神病药 ∀ 服药前检查血 !尿常规 肝肾功能 心电图 ∀

1 2  排除标准

具有心 !肝 !肾等严重躯体疾病者 ∀ 具有自杀

自伤意念或行为者 ∀ 由药物 如吩噻嗪类 皮质激素等

引起的抑郁症 ∀ 年龄在 岁以下 岁以上 ∀ 孕妇

及哺乳妇女 ∀ 过敏体质 ∀

1 3  入选病例

按以上标准顺序随机分为两组 万拉法辛组 组 年

龄 2 岁 氟西汀组 组 年龄 2 岁 ∀两组在年龄 !

性别 !文化 !职业 !病程及病情上均无差异 Π 具可比

性 见表 ∀

表 1  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例

男 女
龄 岁 病程 年

职业 例 文化程度 例 病情分级 例

干部 学生 工人 小学 中学 大学 轻 中 重

组 ? ?

组 ? ?

注 组间经 ς或 τ检验 Π 分析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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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治疗方法

临床观察全程 周 禁止应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 允许

使用中药合剂舒心安神 ∀ 组 万拉法辛 成都大西南制药

厂 #粒 每次 2 次 # 组 氟西汀

组 加拿大奥贝泰克制药厂 #粒 次

# 舒心安神 本院制剂室提供 # 瓶 每次

次 # ∀ 组患者在治疗后 复查血 尿常

规 肝 !肾功能 心电图 ∀

1 5  评分方法

使用 ⁄! !副反应量表 ×∞≥≥
≈ 2 在入组前

与治疗后的 各评定一次 各量表分的数据用 ≥°≥≥ 统

计软件包进行 ς及 τ检验 Π 有统计学意义 ∀

1 6  临床疗效评定

以 ⁄[ 分为临床痊愈 下降 ∴ 为显著进步 下

降 ∴ 为进步 下降 为无效 ∀

2  结果

2 1  疗效

万拉法辛治愈 例 显著进步 例 进步 例 无效

例 显效率 氟西汀组治愈 例 显著进步 例 进

步 例 无效 例 显效率 两组疗效有显著性差异

Π ∀ 组治疗前后 ⁄ 评分比较见表 ∀

表 2  组治疗前后 ⁄及 评分比较 ξ ? σ分

组别 例数

⁄

治疗前 治疗后 τ Π 治疗前 治疗后 τ Π

组 ? ? ? ?

组 ? ? ? ?

τ

Π

  表 提示 组患者治疗前的 ⁄! 评分无显著

性差异 Π 治疗后 组 ⁄! 评分均比治

疗前显著下降 有显著性差异 Π ∀

2 2  ×∞≥≥评分

组 ? 分 组 ? 分 组间有显著

性差异 Π ∀ 组常见的不良反应 恶心 !口干 !头痛 !

腹泻 !嗜睡 !出汗增多 大多呈轻 !中度 !患者耐受性好 无需

处理 治疗期间未出现血 !尿常规 !肝肾功能和心电图的异

常 ∀ 组常见的不良反应 口干 !便秘 !嗜睡 !头晕 !体位性低

血压 心电图 ≥×段改变 窦性心动过速各 例 视物不清等 ∀

3  讨论

万拉法辛是近几年在国内应用于临床的抗抑郁药物 它

能抑制神经细胞摄取 2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并有弱的抑

制多巴胺摄取的功能 ≈ ∀抑郁症患者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睡眠障碍 焦虑和躯体症状 这些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患

者的抑郁症状加重 ≈ 迅速控制睡眠障碍 焦虑和躯体症状可

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服药的依从性 ∀长期服用大剂量

抗抑郁药物会给脾胃带来一定的影响 久之脾胃的功能下降

出现口干 便秘等症状 ∀抑郁情况好转后 口干等症状仍持续

存在 因此考虑药源性口干 ∀祖国医学认为 脾虚清阳不升

中焦不能布化水谷精微则口干 !无味 脾失健运 湿邪不化 可

见体重节痛 !乏力 !纳差 中运不健 可见二便失调的表现 ∀中

药合剂舒心安神清热燥湿化痰 健脾宁神 升阳益胃等功能对

躯体障碍干预反应效果显著 不但能消除口干 对控制焦虑

睡眠障碍也有协调作用 ∀说明中西药物有协同作用 从而达

到迅速控制抑郁症状的目的 ≈ ∀本组资料显示 经万拉法辛

治疗 后不仅 ⁄评分化以前有显著下降 而且

评分也比治疗前有明显下降 两组都有显著性差异 Π

∀万拉法辛 ×∞≥≥的出现率显著低于氟西汀组 ∀提示万

拉法辛不但能迅速控制抑郁症状 而对控制焦虑 躯体化症

状 睡眠障碍抑郁症的患者可首选万拉法辛 ∀

资料显示 万拉法辛组有部分患者出现了抗胆碱能的不

良反应 如视物不清 便秘 头痛 心动过速等 但程度轻微

持续仅数天 未影响治疗进程 ∀氟西汀组患者出现的主要是

抗胆碱能不良反应 例数及程度远高于万拉法辛组 Π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疗进程 ∀总之 本组资料

显示 万拉法辛和氟西汀都具有相同的抗抑郁 抗焦虑的作

用 万拉法辛在某种程度上抗抑郁与抗焦虑作用均强于氟西

汀 而且不良反应少 程度轻 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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