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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初发病人的正确率远不如复发病

人 为使样本更纯 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可靠 我们在观察维思

通 利培酮片 对精神分裂症的疗效时 选用复发

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进行如下研究∀

1  对 象

为我院两个男性病房和两个女性病房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收治的第二次或 次以上发病的 诊

断符合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 ≤ ≤ ⁄

0有关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 个病人∀其中 人给予

维思通治疗为研究组 人给氯氮平治疗为对照组 分组采

用随机方法∀ 研究组中男 人 女 人 平均年龄 ?

岁!平均病程 ? 年 平均住院次数 ?

次∀ 对照组 男 人 女 人 平均年龄 ?

岁 平均病程 ? 年 平均住院次数 ? 次

用 ς 检验 两组病人的各项数据均无差异性∀

2  方 法

2 1  治疗方法 研究组病人用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的维思通片剂 首次剂量为每日 毫克 一日一次 晚餐后口

服∀ 天后增加 毫克 此后每周增加 毫克 直到每日 毫

克∀ 如果剂量增至 毫克后疗效不满意且药物反应不明显

可每隔 周增加 毫克 最高不超过 毫克 日剂量超过

毫克后 分两次 早!晚 给药∀ 为保证病房管理和病人的睡

眠 对严重激越和失眠的病人可合用苯二氮艹卓类药物作为临

时处理 不准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对有肌强直反应和急

性锥体外系症状的病人可给于抗胆硷能药物 但不以抗胆硷

能药物作预防性服用∀ 由于刚入院病情均较重 两组病人都

不安排清洗期 所以疗效和副反应的观察在第二周后开始记

录∀ 对照组用氯氮平治疗 剂量从每日 毫克开始 每 天

增加 ∗ 毫克 最高不超过 毫克 分中!晚两次口服∀

研究为期 周∀

2 2  评定方法 治疗前!后分别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 ≥ !副反应量表 × ∞≥≥ 进行盲法测评 参加测评的医

师经一致性测试 值为∴ ∀ 最后将测得的结果进

行统计处理∀ 疗效评定 按治疗后 ° ≥ 减分率在 以上

为显效 减分率在 ∗ 为好转 减分率在 以下为无

效∀

3  结 果

研究组维思通的日平均剂量为 ? 毫克 对照

组氯氮平的日平均剂量为 ? 毫克∀研究组和对

照组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 ≥ 的均分都有明显减少 详见表

! 而两组间的总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 详见表 两组的

副反应 对照组大于研究组 详见表 ∀

4  讨 论

本研究为使样本更纯 选择复发性精神分裂症病人 更

明确地验证了维思通的疗效≈ 而且在治疗期间副反应

小≈ 是目前较为先进的抗精神病药物∀从两组无效的 个

病人来看 对照组中无效的 个病人大多以慢性趋向的精

神性症状为主 有明显的内向和孤独 研究组中无效的 个

病人则以兴奋!激越!行为紊乱等不太典型的分裂样症候为

多 说明维思通对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疗效较佳 而氯氮平的

镇静抑制作用较强∀据此要求我们在今后临床选择药物时予

以重视 并提示 对维思通!氯氮平等抗精神药物的靶症状和

药理作用的相关性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表 1 维思通治疗前后 ° ≥ 比较

分值 ξθ ? σ τ Π

疗前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表 2 氯氮平治疗前后 ° ≥ 比较

分值 ξθ ? σ τ Π

疗前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疗后 周 ?

表 3 两组疗效比较

显效 好转 无效 显效率 有效率

研究组 3 3 3

对照组 3 3 3

两组相比3 ς Π  3 3 ς Π

表 4 两组 × ∞≥≥ 比较 ξθ ? σ

疗后 周 疗后 周 疗后 周 疗后 周

研究组 ? ? ? ?

对照组 ? ? ? ?

τ

Π

参考文献

1 ⁄∏ ∏ ° √ ∏

∏ °

2 王美娟 杨海东 王  欢 等 利培酮和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

对照研究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增刊

收稿日期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