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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曲唑酮治疗抑郁症患者 
的临床效果观察

刘庭君 高德九 马胜强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目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曲唑酮治疗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方法：从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阶

段内接收的所有抑郁症患者中随机抽取 80 例，予以随机平均分组（对照组 + 观察组）。对照组进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观察组

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曲唑酮治疗。就此比较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焦虑抑郁状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相较于对

照组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呈更高显示，组间数据差异结果满足（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均有明显

改善，且观察组改善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对抑郁

症患者采取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曲唑酮治疗有确切疗效，可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改善患者负性心理，此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机率，安全性佳，对患者病情的恢复有促进作用，可积极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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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属于常见心理疾病，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其发
病率还具有不断上升趋势，该病症也是导致自杀的高危因素之一
[1]。患者大多都伴有情感低落、厌世、不愿与人交往等表现，发病后，
容易导致其进入封闭世界难以自拔，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目前，
临床对此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有相关报告显示 [2]，单一的药物
治疗对患者病情的恢复并不具有十分理想的效果，因此，积极探
寻更加高效的治疗方式在临床精神科中意义重大 [3]。就此，此次
分析将以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内收治的抑郁症
患者 80 例展开，通过对其实施曲唑酮与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治疗干预，就此分析其实际临床效果，结果理想，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本院收入的抑郁症患者进行随机抽取，共计 80 例，纳入

时间范围介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之间，对其予以随机
精准组别划分。纳入观察组的 40 例中，共有男性患者 17 例，女
性患者共有 23 例，最小年龄 14 岁，最大年龄 60 岁，经估测其
平均年龄，结果显示 (33.10±10.50) 岁。患者患病时间从 0.30 年
到 10.00 年不等，平均病程为（6.15±1.15）年；纳入对照组的
40 例中，共有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22 例，最小年龄 15 岁，
最大年龄 58 岁，经估测其平均年龄，结果显示为 (32.03±9.20) 岁。
患者患病时间从 0.80 年到 9.50 年不等，平均病程为（5.50±1.60）
年。纳入标准：（1）患者本人及家属知晓并接受此次分析研究；（2）
临床诊断结果均符合抑郁症相关标准；（3）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4）近半个月内未进行有关抗抑郁治疗。排除标准：（1）精神
异常，难以正常配合者；（2）伴有大脑、躯体器质性严重损伤者；
（3）本人及家属不同意参与者；（4）有过自杀行为或重度自杀
倾向患者。经对上述相关资料进行综合评估显示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 (P ＞ 0.05），均衡可比。
1.2 方法
针对所纳入对照组的患者将予以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山

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 : 国药准字 H20080599,5mg/
片）, 最初服用剂量为：５mg ／日，随后根据患者对药物的耐
受性进行适当的药量调整，控制在 10 ～ 20mg ／日之间，方式
为口服。观察组采取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如对照组一致）联合
曲唑酮（沈阳福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
２００５０２２３，50mg ／片）治疗，初始剂量：50mg ／日，
结合患者实际耐受性和反应性适量调整剂量，最高控制在 200mg
／日以内。上述相关治疗均应持续不断的坚持 8 周。

1.3 观察指标
记录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焦虑抑郁评分及不良

反应。（1）以我院自制评分量表展开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评
定，具体为：显效（临床相关症状改善幅度≥ 50%） 、有效（临
床相关症状改善幅度≥ 25% 分）和无效（临床相关症状改善幅度
＜ 25%），总有效率 = 显效 + 有效。（2）分别运用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 37 分为重度焦虑、25 ～ 37 分为中度焦虑、15 ～ 25
分为轻度焦虑、8 ～ 14 分者为疑似焦虑、8 分以下者为无焦虑）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35 分为重度抑郁、23 ～ 35 分者为中度
抑郁、8 ～ 23 分者为轻度抑郁、8 分以下者为无抑郁）评定两组
患者焦虑、抑郁结果。（3）统计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
恶心呕吐、失眠厌食和狂躁易怒等症状，并计算总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选取 SPSS21.0 系统软件作为本次所有相关数据分析工具，

针对其中的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分别以 (%)、(x±s) 表示，同时
再予以 χ² 和 t 检验，组间数据差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衡量
标准：P ＜ 0.05。
2  结果    

2.1 80 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结果为 95.00%，对照组为

75.00%，差异显著满足（P ＜ 0.05）。见表 1。

表 1  80 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结果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n=40) 28(70.00) 10（25.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n=40) 15(37.50) 15（37.50） 10(25.00) 30（75.00）

χ² 6.274
P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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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80 例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所有患者的焦虑、抑郁等情况均有较为明显

好转，观察组改善结果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80 例患者焦虑、抑郁测评分比较 (x±s)

组别
焦虑测评分值 抑郁测评分值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n=40) 34.00±4.40 22.80±5.60 36.56±3.56 20.06±2.65

对照组 (n=40) 45.40±4.80  30.30±3.60 42.12±5.69 23.69±4.25

t 11.072 7.125 5.239 4.583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80 例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不良反应情况总发生率明显呈更低

显示（P ＜ 0.05）。见表 3

表 3  80 例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n(%)]

组别 恶心呕吐 失眠厌食 狂躁易怒 总发生率

观察组 (n=40) 1（2.50） 2（5.00） 1（2.50） 4（10.00）

对照组 (n=40) 4（10.00） 8（20.00） 4（10.00） 16（40.00）

χ² 9.600

P 0.004

3  讨论

抑郁症是具有较高发病率的精神类疾病之一，多表现为情绪

低落、缺乏兴趣、悲观厌世等，并且重度抑郁症者多伴有严重自

杀倾向，如果未能及时加以治疗干预将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4-5]。目前，药物治疗为临床主要手段，其中以三环类

抗抑郁药、非典型抗抑郁药等最为常见，遵照医嘱积极进行配合

治疗一般都能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 [6-7]。作为二环氢化酞类衍生

物西酞普兰的单 - Ｓ - 对映体 [8]，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也是一种

具有较高选择性的５- ＨＴ再摄取抑制剂，能使患者的中枢神经

系统神经元对５- ＨＴ的再摄取得到有效抑制，进而可有效提高

中枢５- 羟色胺能神经功能，实现抵抗抑郁的作用。综合临床有

关研究结果显示 [9]，单纯的施以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通常有

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达到十分理想的治疗效果，因此会常将它

和其他抗抑郁药物联用。盐酸曲唑酮，作为特异性 5- 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的一种，主要用于各种抑郁症的治疗，并且对治疗失眠

也具有一定明显作用，针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再摄取同

样具有抑制作用，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病情达到缓解作用。基

于临床经验表明，通过联合使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与盐酸曲唑酮，

能够更好的将两组药物的作用充分发挥，对最终的临床疗效有明

显提升作用。基于本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结果明显呈更高显示；相较于治疗前，两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均有明显改善并且观察组变化幅

度更大；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中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明显居更

低水平（P ＜ 0.05）。

综上所述，将曲唑酮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运用于抑郁

症患者中效果明显，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对患者的病情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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