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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联合喹硫平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 
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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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丙戊酸钠联合喹硫平的治疗方式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效果与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2月－

2021 年 2 月在我院精神科接受诊治的 66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分配法将其平均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

组别人数均为 33 例。对照组采用丙戊酸钠联合阿立哌唑的治疗方式；实验组采用丙戊酸钠联合喹硫平的治疗方式，治疗周期为两个月，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用药安全性。结果：在治疗效果上，实验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上，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比综合治疗

依从率：实验组综合依从 31 例（93.94%），对照组综合依从 25 例（75.76%），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患者的临床

的生命功能指标对比 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用药后，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应用丙戊酸钠联合喹硫平的治

疗方式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能够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临床上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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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患者情绪极不稳定，思维跳跃幅度

较大，注意力维持时间短，因疾病的症状与精神分裂症、精神障

碍高度相似，因此在诊断过程中常会出现误诊 [1]。目前临床上针

对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除了必要的心理疏导以及红外脑电波诊

断外，主要依靠药物进行治疗，常用的药物是丙戊酸钠，通过稳

定心绪缓解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症状，但丙戊酸钠的药效较

慢，还会对患者的肝功能以及血液系统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临床

上还需要与其他药物一起联用，从而保证用药的安全性 [2]。喹硫

平能够有效减轻躁狂发作，同时根据相关研究显示，患者用药后

不良反应较小，因此临床上常使用喹硫平与丙戊酸钠进行联用以

此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3]。本次研究主要观察丙戊酸钠联合喹硫

平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临床效果，以期为后续的临床诊

治提供参考资料，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在我院精神科

接受诊治的 66 例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数字分配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共有患者 33
例，男性 16例、女性 17例，年龄 21~65岁，平均年龄（28.39±4.37）
岁；实验组共有患者 33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3~64
岁，平均年龄（28.16±4.42）岁。此次研究已经征得患者以及患

者家属的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排除对此次研究药物有过

敏反应的患者。临床的医护研究事宜均经过本院的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有合理性。

1.2 方法

1.2.1 对对照组采用丙戊酸钠联合阿立哌唑的治疗方式 具

体用量方法为：丙戊酸钠缓释片：口服，首日剂量每次 500mg，
每天 1 次，待患者建立耐受后用量为每天 1 次，每次 1000mg。

阿立哌唑：首日剂量每次 10mg，每天 2 次，建立耐受后用量提

升至每次 15~30mg。治疗周期为两个月。

1.2.2 对实验组采用丙戊酸钠联合喹硫平的治疗方式 具体

用量方法为：丙戊酸钠缓释片：口服，首日剂量每次 500mg，每

天一次，待患者建立耐受后用量为每天1次，每次1000mg。喹硫平：

每天 2 次，每天 100mg。治疗周期为两个月。

1.3 评价指标

1.3.1 治疗效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显效、有效、

无效三个等级划分，显效：治疗后 BRMS 减分率＞ 80%；有效：

BRMS 减分率＞ 40%；无效：BRMS 减分率≤ 40%。

1.3.2 不良反应发生率 记录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概

率。

1.3.3 综合治疗依从率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综合治疗依从

率，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评估，指标包括十分依从、

配合依从、不依从三个等级。

1.3.4 临床生命功能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的生命

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包括生理功能、躯体功能、神经功能和社交

功能，0 分为状态最差，100 分为状态最佳，得分和患者的临床

表现呈负相关。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有涉及需要比较分析的数据均应用统计学软件包

SPSS 20.0 执行，计数资料 χ2 检验均以 n（%）表达，计量资料 t
检验均以（x±s）表达，P ＜ 0.05 提示检验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3 18（54.55%） 14（42.42%） 1（3.03%） 32*（96.97%）

对照组 33 13（39.39%） 12（36.36%） 8*（24.24%） 25（75.76%）

χ2 － 1.5207 0.2538 6.3041 6.3041
P － 0.218 0.614 0.012 0.012

注：相比对照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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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用药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口干、嗜睡、呕吐、头晕等，实验

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口干 呕吐 嗜睡 头晕 其他 不良反应合计

实验组 33 1（3.03%） 1（3.03%） 0（0.00%） 0（0.00%） 0（0.00%） 2*（6.06%）

对照组 33 1（3.03%） 2（6.06%） 1（3.03%） 2（6.06%） 2（6.06%） 8（24.24%）

χ2 0.0000 0.3492 1.0154 2.0625 2.0625 4.2429

P 1.000 0.555 0.314 0.151 0.151 0.039

注：相比对照组，*P ＜ 0.05。

2.3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临床生命功能指标对比

表 3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临床生命功能指标对比（x±s）

小组 例数 时期 生理功能 躯体功能 神经功能 社交功能

实验组 33
干预前 61.09±3.86 67.67±0.54 67.08±1.99 50.12±1.57

干预后 89.42±4.26* 91.17±2.47* 87.19±0.57* 75.56±3.71*

对照组 33
干预前 60.10±3.68 60.39±2.33 62.74±0.71 52.53±1.69

干预后 79.17±4.94 80.59±2.89 78.44±3.79 62.61±1.13

t
干预后对比

2.7216 4.8202 3.9543 5.7835

P 0.026 0.004 0.008 0.002

注：相比对照组，*P ＜ 0.05。

2.4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综合治疗依从率对比

表 4  两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综合治疗依从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十分依从 配合依从 不依从 综合依从

实验组 33 18（54.55%） 13（39.39%） 2*（6.06%） 31*（93.94%）

对照组 33 13（39.39%） 12（36.36%） 8（24.24%） 25（75.76%）

χ2 － 1.5207 0.0644 4.2429 4.2429

P － 0.218 0.800 0.039 0.039

注：相比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是精神科常见的心境障碍，而躁狂发作则是其

中的一个临床表现症状，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由

于病程时间长，也会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4]。目前针对双

相情感障碍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推测与社会环境、原生家庭、

突发事件以及遗传有关系 [5]。双相情感障碍一旦发生，会致使患

者出现抑郁、躁狂两种状态。躁狂发作时患者会出现睡眠减少、

情绪高涨等症状 [6]。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出，应用丙戊酸钠联合

喹硫平的治疗方式，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具有良好的效果，

能够减轻 BRMS 症状，同时保证用药的安全性，降低不良反应的

发生概率。

综上所述，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来说，应用丙戊

酸钠联合喹硫平的治疗方式，能够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提升用

药安全性，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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