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分化成为 × 和 × 分别分泌不同的细胞因子 × 分泌

! ƒ #等 主要参与细胞免疫应答 ∀ × 分泌 2 ! 2 !

2 ! 2 及 2 等 刺激 细胞增殖产生抗体即主要介

导机体的体液免疫应答 ∀ 2 有多种免疫增强效应 增强细

胞免疫功能 也能促进 淋巴细胞产生免疫应答 同时促进

细胞的增殖 ∀另外 ×淋巴细胞亚群中抑制性 ×细胞

≤⁄ 则有免疫抑制和细胞毒性的作用 ∀ ≤⁄ ×细胞也

分泌 × 型和 × 型细胞因子 它们分别被 等 ≈ 称

为 × 和 × 细胞 ∀通过对两组 例 每组 例 ≤° ⁄病

人外周血检测观察 ≤⁄ ! ≤⁄ ! ≤⁄ ≤⁄ 明显降低 而 ≤⁄

明显升高 说明 ≤° ⁄病人免疫功能低下 这不可避免加重

病人感染程度 体内缺 !≤ 潴留 心肺功能衰竭以及多脏

器衰竭 ∀参麦注射液系古代名验方 /参麦饮 0改剂型产品 由

红参 !麦冬的有效成份人参皂苷 !麦冬皂苷 !麦冬黄酮及微量

人参多糖和麦冬多糖组成 ∀人参有补气益血 !健脾生津 麦

冬养阴 !清热 全方共奏补气益血 !养阴生津之功效 ∀人参皂

苷能通过刺激正常红系 !粒系祖细胞的增殖 促进血细胞生

成 也能促进免疫球蛋白生成 能使淋巴细胞数量增加 促进

淋巴母细胞转化 增加网状内皮细胞的功能 增强机体免疫

能力 ≈ ∀同时人参皂苷能阻止细胞钙通道 防止钙超载 减

轻或抑制心肌细胞结构的破坏 对心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 ∀

因此我们从免疫学角度上选用参麦注射液对 ≤° ⁄病

人进行免疫调节治疗 经过一个疗程 后 对用药治疗

组 例病人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病人外周血 ×淋巴细胞亚

群和 ≤⁄ 2 ≤⁄ 细胞 同时利用 ×2°≤ 方法

检测 ! ƒ Χ 的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 参麦注射液治

疗后 ≤⁄ !≤⁄ !≤⁄ 2 ≤⁄ 细胞和 ≤⁄ ≤⁄ 比

值都有所升高 其中 ≤⁄ !≤⁄ 细胞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 Π 而 ≤⁄ 细胞与治疗前比较降低 Π

同时参麦注射液对 ! ƒ Χ 表达水平增高 ∀ 2

是 ×淋巴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2 含量增高与 ×淋巴细

胞密切相关 ∀实验表明 参麦注射液对白细胞表面分化抗

原 ≤⁄分子有不同的影响 ∀能使 ≤⁄ !≤⁄ !≤⁄ ≤⁄ 比值有

不同程度的升高 而使 ≤⁄ 下降 具有增强 × 及降低 × 的

作用 并且从基因水平验证参麦注射液具有促进 2 ! ƒ Χ

表达作用 ∀本研究证实参麦注射液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

用和调节免疫应答的作用 ∀参麦注射液能增强 ×淋巴细胞

的转化 提高 细胞毒活性 促进 2 分泌 ∀参麦注射液

通过增强 ×淋巴细胞亚群中 ≤⁄ !≤⁄ !≤⁄ ≤⁄ 的比值 促

进机体细胞免疫应答调节优势 增强 ≤° ⁄病人免疫功能状

态而提高了机体的抗感染 !抗病毒能力 通过改善机体细胞

缺氧状态而改善淋巴细胞自身功能 间接促进淋巴细胞 ⁄

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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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友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疗效分析

张中发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郑州

摘要 目的  探讨乐友辅助抗精神病药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疗效 ∀方法  对 例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在原用氯氮平治疗的基础上 辅以乐友治疗 周 ∀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 ≥≥ 和副反应量表 ×∞≥≥ 于治疗

前及治疗 周周末各评定一次疗效和副反应 ∀结果  治疗第 周起 ° ≥≥ 总分及阴性因子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结论  乐友可以辅助抗精神病药有效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 ∀

关键词 慢性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 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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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又称缺损症状 是慢性精神

分裂症的主要表现之一 抗精神病药治疗常不能取得满意效

果 ∀近年来 不少报道 ≈ 用抗精神病药联用抗抑郁药治疗

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取得了满意疗效 ∀为验证报

道的正确性 我们用乐友辅助氯氮平对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

症状的疗效进行了观察 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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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为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院住院的慢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版精神分

裂症诊断标准 以阴性症状为主 病程 年 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 ° ≥≥ 分 阴性症状分 入组前已持续接

受氯氮平治疗 周以上 剂量为 # 2 平均

? # 2 均无严重的躯体疾病 无药物的滥用

排除孕期及哺乳期妇女 ∀共 例 其中男 例 女 例 年

龄 2 岁 平均 ? 岁 平均疗程 ? 年 ∀

1 2  方法

在患者服用氯氮平原治疗剂量的基础上 联用乐友 国

产帕罗西汀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2

观察 周 ∀采用 ° ≥≥ 和副反应量表 ×∞≥≥ 于治疗前及

治疗 周周末各进行评分 ∀同时进行血常规 !肝功能 !

心电图检查 ∀以 ° ≥≥ 量表减分率判定疗效 减分率

为显著疗效 2 为有效 为无效 ∀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 软件进行 τ检查及 ς检查 ∀

2  结果

2 1  疗效

全部病例均完成 周的治疗 ∀ 例病例中显著有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有效率 ∀ ° ≥≥总分 !阴

性症状分自第 周末起均比疗效前明显降低 Π 于

周末时差异更显著 Π 结果见表 ∀

表 1  治疗前后 ° ≥≥总分和各因子分比较 ξ ? σ

° ≥≥ 治疗前 治疗 周 治疗 周 治疗 周

阳性症状 ? ? ? ?

阴性症状 ? ? ? ?

一般病理 ? ? ? ?

总   分 ? ? ? ?

注 与治疗前比较 Π Π

2 2  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治疗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

异 ∀说明乐友除自身安全性高外 也不会增加氯氮平的毒副

作用 虽有部分病例在联用乐友后出现口干 !睡眠增多 但程

度均较轻微 不需做特殊处理 ∀血常规 !肝功能 !心电图与治

疗前相比均未见显著异常 ∀

表 2  治疗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不良反应 治疗前 治疗后 Π值

流   涎 Π

口   干 Π

嗜   睡 Π

体重增加 Π

肝功异常 Π

心电图异常 Π

白细胞减少 Π

3  讨论

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慢性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较为常见

多出现于病程长的慢性期 且治疗效果不好 预后较差 ∀究

其原因既有患者本身脑结构性改变的影响 也与抗精神病药

对阴性症状的疗效不确切有关 ∀近年来多篇文章报道 ≈ 2

帕罗西汀合用抗精神病药可以有效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的

阴性症状 推测可能是帕罗西汀与抗精神病药联用对脑内多

巴胺和 2羟色胺系统功能平衡发生了有利影响 同时增加了

抗精神病药的血浓度 ≈ 从而加强了抗阴性症状的作用 ∀

通常在临床上 氯氮平只限于难治性精神分裂的治疗

有效率约达 2 ≈ 氯氮平不作为精神分裂症一线用药

选择并不是对精神分裂症无效 而是因为严重的毒副反应 ∀

长期治疗研究证实 ≈ 就疗效而言 氯氮平不仅适用于精神

分裂症的急性期治疗 也适用于长期维持治疗 不仅对精神

分裂症阳性症状有效 对阴性症状也有效 由于其最大疗效

相对滞后 疗程宜更长 ∀帕罗西汀常用于精神分裂症阴性症

状的治疗 与氯氮平联用可使氯氮平的血药浓度升高 ≈ ∀据

此我们推测 两药长期联用 预期不但可以改善慢性精神分

裂的阴性症状 希望对慢性精神分裂的阳性症状也会产生一

定的效果 ∀

本研究采用乐友合用氯氮平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的阴性

装状 结果显示 从第 周开始 ° ≥≥ 总分 阴性因子分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治疗 周后差异的显著性更

加明显 说明乐友可以辅助治疗氯氮平有效的改善阴性症

状 ∀但我们也发现 在阴性症状改善的同时 阳性症状和一

般症状不但没有加重 相反 也与治疗前相比较出现了显著

性的改善 说明乐友也可以辅助氯氮平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

的阳性症状 至于确切的药理作用机制 推测与二者的相互

药理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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