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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吐酮对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失眠的影响

贾春红

【摘要」 目的 探讨盐酸曲哇酮对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失眠的影响
。

方法 将 58 例缺血性卒中后抑郁伴失眠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

各 2 9

例
。

对照组给予常规脑血管病治疗及心理 治疗
,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盐酸曲哇酮
,

治疗 8 周
。

治疗前和治疗后 4
、

8 周分别进行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日八M功评分和匹兹堡睡 眠指数量表护明 l)评分
。

结果 治疗后 4
、

8 周
,

观察组 以MD 评分分别为(15 10 士 3 洲 )
,

( 10 朋 士 5 2 3 )
; 尸明 }评分分别为

( 8 2 0 士 1 9 2 )
,

( 4 6 0 士 2 2 1 )
。

对照组 以MD 评分分别为( 1 8 1 3 士 4 1 1)
,

( 14 4 6 士 4 了1 )
;尸g QI评分分别为 ( 1 1 1 4士 2 1了)

,

(了 4 0 士 2 4 8 )
,

量表评分均

减少(尸< 。 05 )
。

与对照组 比较
,

观察组治疗效果更显著护 < 。 05 )
。

结论 盐酸曲哇酮可有效减轻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状态
,

改善失眠
,

提高睡眠

质量
。

【关键词 ] 缺血性卒中
;

失眠
;

盐酸曲哇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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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抑郁是卒中后患者常见并发症
。

失眠是卒中后抑郁

患者常见的症状
,

两者互为因果
,

相互影响
,

形成恶性循环
,

影响

患者神经功能及 日常生活能力恢复
。

因此
,

卒中后抑郁及失眠逐

渐受到临床重视
。

曲哩酮是一种新型四环类抗抑郁药
,

适用于治

疗各种抑郁
、

焦虑
,

由于其本身具有镇静作用
,

治疗失眠效果亦较

好
,

且用药安全
,

无成瘾性
。

既往文献大多报道盐酸曲哩酮治疗抑

郁症
、

焦虑症
、

失眠症及性功能障碍等有良好疗效11 一 3 ] ,

但此药对

于缺血性卒 中后抑郁伴失眠的研究很少
。

本研究对 29 例缺血性

卒中后抑郁伴失眠患者应用盐酸曲哩酮治疗
,

观察其治疗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作者单位
:

辽宁 } } 0 04 }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贾春红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选择 2 0 12 年 9 月 一 2 0 14 年 2 月在沈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缺血性卒中后抑郁伴失眠患者 邓 例
,

其中

男 3 0 例
,

女 28 例
,

平均年龄 (6 4
.

0 士 ,
.

4 )岁
,

并随机均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 (
n 一 2 9 )

。

观察组男 1 , 例
,

女 14 例
,

年龄 刃 一 79 岁
,

平均年龄 ( 67
.

0 士 8
.

2 )岁
;

病程 1 , 一 30 个月
,

平均病程(20 士 7) 个

月
,

H A M D 评分 (2 3
.

2 1 士 ,
.

0 6 )
,

P S Q I 评分 (1 7
.

, 3 士 1
.

7 6 )
。

对照

组男 1 , 例
,

女 14 例
,

年龄 4 , 一 8 0 岁
,

平均年龄 ( 6 4
.

0 士 7
.

习

岁
,

病程 1 6 一 3 2 个月
,

平均病程 ( 2 0 士 9) 个月
,

H A M D 评分

(2 2
.

1 4 士 4
.

0 8)
,

P S Q I 评分 ( 1 7
.

9 0 士 2
.

0 1 )
。

2 组间性别
、

年龄
、

病程
、

H A M D 评分及 P S Q I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具有可

比性
。

衡
,

维持胆碱能神经的正常功能
,

而胆碱能神经 目前被认为与记

忆功能有关
。

本实验模型组显著高于治疗组
、

正常组
,

说明乙酚胆

碱的合成与分解平衡已被打破
,

记忆功能会出现障碍
,

而铁皮石

懈治疗组接近正常组
,

说明有所改善或好转 l8] 。

血清
、

脑 M D A 模型组均显著高于其他 2 组
,

M D A 是不饱

和脂肪酸氧化分解产物
,

其含量与氧化分解有关
,

反映机体的抗

氧化能力
,

本实验模型组均显著高于其他 2 组
,

说明抗氧化能力

下降
,

用铁皮石懈药液灌喂治疗后
,

情况有所好转
。

口

参考文献

「州 张 宝第
,

郭雄 铝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分子机制「J ] 国外医学地理分

册
,

2 0 0 2
,

2 4 ( 2 )
: 5 了一 5 9

「2 ] 李韬
,

陈菊芳
,

玉莹
,

等 中药口服液对铝致老年痴呆症小鼠治疗效

果的实验研究j[J 工业卫生与职 业病
,

2 0 12
,

3 8 ( 4 )
: 2 2 4 一 2 2了

黄志海
,

黄结丽 即匕。 测定石懈夜光颗粒中小璧碱含量「J ] 中国中药

杂志
,

2 0 0 5
,

3 0 ( 1 4 )
: 1 1 3 0

李海
,

玉莹
,

杨彩梅
,

等 铝致小鼠大脑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及 中药治

疗的研究j[J 中国工 业医学杂志
,

2 0 1 1
,

24 ( l)
:

40 一 42

梁汉周
,

梁雁
,

黄波 老年痴呆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药物治疗分析j[J

当代医学
,

2 0 13
,

1 9( 2 2 )
: 15 0 一 15 1

何胜
,

黄杰林
,

李佩蕾
,

等 中药对老年痴呆症小鼠干预作用〔J ] 中国

公共卫生
,

2 0 14
,

加 ( 4 )
:

44 8一 45 。

常一丁 中枢胆碱能系统的改变对老年痴呆大鼠行为的影响「J ] 当

代医学
,

2 0 0 8
,

1 4( 1 1)
: 2 了一 2 9

余又珍
,

王晓宁
,

施红 石懈合剂对衰老糖尿病大鼠胰腺 尸5 3 表达的

影响「J ] 中华中医药学刊
,

2 0 12
,

3 0( 1 1 )
: 2 3 2 了一 2 3 9 9



当代医学 2 01 5 年 10 月第 2 1卷第 30 期总第 4 0 1 期 C o n te m p o r a r y M e d i e ine
,

O 以
.

2 0 15
,

V o l
.

2 1 N o
.

3o 155 能 N o
.

4 o l

论

1
.

2 人选及排除标准

1
.

2
.

1 人选标准 ( l) 年龄 4 , 一 80 岁
;

( 2 )符合第四届全国

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卒中诊断标准 lrt] ,

并经头 c T 或 M RI 检查证

实
,

头 C T 排除出血
;

( 3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 3

版 ( c c M D 一 m )对器质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ls] ,

H A M D 》 18 分
,

症状维持 1周以上
;

(4 )首次发病恢复期
;

(习无全身严重并发症
。

1
.

2
.

2 排除标准 ( l) 既往患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患者
;

( 2 )合并严重心
、

肝
、 `

肾等器官疾病
;

(3 )依从性差
,

无法顺利完成

治疗及评分的患者
。

1
.

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脑血管病治疗及心理治

疗
,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盐酸曲哩酮 (沈阳福宁药

业有限公司
,

商品名
:

舒绪
,

国药准字 H 2 0 0 , 0 2 23 )
,

治疗的初始

剂量为 2 , m g / d
,

每晚口服 1次
,

3 一 4 d 后视患者的病情逐渐加

至 , 0一 1 0 0 m g / d
。

治疗 8周
。

1
.

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治疗前后进行血尿常规
、

肝
l

肾功能及心 电图检查
。

分别于治疗前
,

治疗 4
、

8 周末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 ( H A M D )进行抑郁评定
,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P S Q )I 量表评定睡眠质量
。

观察组药物不 良反应采用副反应量

表 ( T E S s) 于治疗每周末评定
。

1
.

,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 S P S S 1 9
.

0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

计量资料以气士 、 ”

表示
,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

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x Z

检验
,

尸 < 0
.

仍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H A M D 评分比较 治疗前 2 组 H A M D 比较
,

差异无

弓̀勺一
卜rtiC工OS

统计学意义
,

治疗 4
、

8 周后
,

2 组 H A M D 评分均减少
,

与对照组

比较
,

观察组 H A M D 评分更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 < 0
.

仍 )
。

见表 1
。

表 1 2组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失眠患者治疗前
、

后 H A M D 评分比较佼士 ; ,

分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8 周

23
.

2 1 士 5
.

0 6 10
.

30 士 5
.

2 3 “

22
.

14 士 4
.

0 8

治疗后 4周

15
.

10 士 3
.

94

18
.

1 3士 4
.

1 1 14
.

4 6 士 4
.

7 1

qQ
ōō

0
.

8 86 一 2
.

8 66 一 3
.

183

> 0
.

05 < 0
.

0 5 < 0
.

0 5

注
:

与治疗前比较
, a p < 0

.

的

2
.

2 P S QI 评分的比较 治疗前 2 组 P S QI 比较
,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治疗 4
、

8 周后
,

2 组 P S Q I评分均减少
,

与对照组比较
,

观察组 P S Q I 评分更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 < 0
.

伪 )
。

见表 2
。

表 2 2组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失眠患者治疗前
、

治疗 4
、

8周后 P S Q工评分比较

佼 士 s)

qQōō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治疗前

17
.

5 3 士 1
.

76

治疗后 4周

8
.

2 0 士 1
.

92 “

治疗后 8周

4
.

6 0 士 2
.

2 1 “

7
.

4 0 士 2
.

4 8 “

3
.

4 % ;

食欲减退 1 例
,

占 3
.

4 %
。

经对症处理
,

3 d 后不良反应消

失
。

治疗前后血尿常规
、

肝肾功能及心电图检查
,

2 组均未见明显

异常
。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

脑血管病发病率仍在增

加
,

我国每年有 1劝万 一 2 0 0 万新发病例
,

其中约 8 , %是缺血性

卒中 l6]
。

至少 1 / 3 的卒中患者卒中后出现抑郁
。

卒中后抑郁表现

为消极情绪
,

日常活动中兴趣或乐趣的减少
,

疲劳
,

食欲和睡眠的

变化
,

思考或集中注意力能力的削弱
,

毫无价值或内疚的感觉
,

甚

至存有自杀意念 l7]
。

P s D 的主要生物学理论是胺假说
。

缺血性病

变中断中脑和脑干上行投射
,

导致生物胺如 , 一轻色胺 ( , 一 H T )
、

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生物利用度下降
。

乙酚胆碱也会参与其

中 l8]
。

卒中后抑郁患者 90 %存在睡眠障碍
,

其中尤以失眠居多 l9]
。

失眠通常是指睡眠的发生和 (或 )维持发生障碍致使睡眠缺失
,

表

现为易醒
、

早醒和再次人睡困难
,

睡眠的质和量不能满足个体生

理需要
,

导致白日嗜睡
、

萎靡和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11 0] 。

卒中后抑

郁患者的失眠属于继发性失眠
,

患者因抑郁出现失眠
,

失眠后再

次加重抑郁
,

两者互为因果
,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严重影响患者神

经功能及 日常生活能力恢复
,

甚至导致病情加重
,

增加患者致残

率
、

病死率
。

因此
,

寻找既有抗抑郁
、

焦虑作用
,

又具有明显镇静作

用的药物是治疗卒中后抑郁失眠的理想药物
。

盐酸曲哩 酮是一种非典 型的 四环类抗抑郁药
,

被称为
,一 H T Z受体拮抗剂和 ,一 H T 再摄取抑制剂 11 ` ], 具有良好的抗

焦虑和抗抑郁作用
。

此外
,

它能选择性阻断 H l 受体和 二 : `

肾上

腺受体
,

从而产生明显的镇静和催眠作用
。

该药是新型抗抑郁剂

中镇静作用最强的
,

因此对伴焦虑
、

失眠的轻
、

中度抑郁症疗效最

佳 11 2] 。

以往有文献表明曲哩酮能显著增加睡眠时间
、

睡眠效率
、

慢

波睡眠时间
,

显著降低觉醒次数
,

抑郁症状显著改善
,

自我评价

睡眠质量好转
,

改善脑卒中后抑郁的睡眠障碍 [ `3 ] 。 曲哩酮改善失

眠症状方面疗效与佐匹克隆相似 [ `月 ,

且不存在药物依赖和戒断症

状
。

曲哩酮与阿普哩仑治疗卒中后失眠疗效相似
,

但盐酸曲哩酮

不 良反应较轻
,

没有成瘾
、

戒断症状 l1s]
,

可以治疗药物依赖戒断后

的焦虑
、

抑郁症状
,

帮助依赖的患者停药11 6] 。

由此可以推断曲哩酮

即是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及失眠理想药物
。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方法
,

探讨盐酸曲哩酮对缺血性卒中

后抑郁伴失眠患者抑郁状态和失眠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治疗前

2 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H A M D )评分和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

(P S Q )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 < 0
.

仍 )
,

2 组治疗后 4
、

8 周量

表评分均减少护 < 0
.

0 , )
。

与对照组比较
,

观察组治疗效果更显著

护 < 0
.

仍 )
。

可见
,

盐酸曲哩酮改善缺血性卒中后抑郁和失眠有显

著效果
,

不良反应轻微
。

综上所述
,

盐酸曲哩酮可有效减轻缺血性卒中抑郁患者抑郁

状态
,

改善失眠
,

提高睡眠质量
,

安全性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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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机理研究的创新思路与方法
文J年华

【摘到 通过对中药炮制机理研究现状
、

存在问题
、

研究成果等的分析
,

来系统研究中药炮制机理在我国千百年医疗实践中发展的程度和研究的

初步成果
。

研究主要从又献梳理角度入手
,

对现有中药炮制机理的创新思路进行挖掘
,

并以应用实验药理 学方法为理论基础
,

选用符合中医药理的指标

和模型来深入的进行思路拓展
,

在此过程中务必以中药在炮制前后属性的变化及炮制基本工艺的改革作为思路创新主要研究重点
。

[关键词」 中药炮制
;

药物炮制
;

饮片规范化
;

辅料质量标准

Suùnlùù山口NO

随着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
,

中药炮制已经形成了一整

套严密完整的中药炮制理论系统
。

以炮制前后药性对比作为机理

研究核心
,

我国中药炮制机理的研究在各类的操作繁杂的炮制流

程的辅助下
,

其研究范围更为广泛 [̀ ]。 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及国人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力度不断提升对传统中药炮制技术的

发展也起到了极为明显的催动作用 l2] 。

但是从我国当前中药炮制

研究和应用现状来看
,

由于不同区域中药炮制手段和模式具有极

大差别性
,

即便当前中药炮制机理研究过程中尝试融人一些创新

方式
,

但是创新力度不高
,

仍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

1 中药炮制机理研究现状与成果

1
.

1 现状分析

1
.

1
.

1 中药炮制应用的影响 由于中医药在漫长的发展历

程 中
,

已经建立起具有独特性的理论系统
。

中药炮制作为中药加

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进行中药炮制机理研究的过程中
,

同样需

要以中医药理论作为研究辅助
,

并结合临床疗效的实际情况进行

深人研究和探索
。

目前在中药炮制研究的多项思路方面
,

还原论

以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优势 日渐成为中药炮制的典型研究思

路l3]
。

在此种理论下中药炮制复杂的体系被拆分成若干不同的子

系统
,

而此种拆分方式主要适用于中药炮制后原有药效容易发生

变化的中药
。

以乌头的中药炮制为例
,

乌头所含有的乌头碱使用

炮制的方式水解成乌头次碱和原碱时
,

乌头原有的毒性会随之降

低
;

再比如半夏的炮制
,

以去毒作为炮制基本 目标的操作后
,

随着

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
,

半夏临床效果需要进行多元化的改变
,

因

此姜半夏
、

清半夏
、

法半夏等在继续践行毒素消解的同时
,

其临床

药效也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

因此
,

在此类要求下中药炮

制机理的研究就需要从去毒
、

去麻辣味
、

多重疗效的创新性研究

等方面人手加以探究
。

1
.

1
.

2 中药炮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中药炮制依

然遵从传统的烤制方式
,

缺乏统一的
、

可以量化的
、

科学的规范及

控制系统
。

尽管在超声
、

微透析技术
、

远红外线辐射
、

高压
、

多种新

溶剂等的有效改进下
,

中药炮制的现有技术有所提升
,

但是在依

然沿用传统设备的前提下
,

中药炮制的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度并不

高 lrt]
。

从中药研究现状来看
,

尽管中药炮制在不同程度上按照不

同视角的要求在不断的进行各种类别的探索
,

但是从实践情况来

看
,

理论和实践的想脱离导致中药炮制的研究形式多样
,

而在具

体执行时却缺乏执行条件
,

中药炮制实际应用无法为中药炮制研

究提供丰富养分和检验基础的前提下
,

中药炮制成分研究的各种

局限性
、

中药炮制研究理论应用的各类阻碍等已然成为目前中药

炮制领域无法与现代科学和技术相融的重要影响因素
。

综

述

1
.

2 成果分析

1
.

2
.

1 中药炮制可有效提升药物疗效 中药炮制工艺当前

作者单位
:

江西 33 } 3 州 江西省新干县麦斜镇中心卫生院 (刘年华 )

主要包括炒
、

煮
、

炙
、

锻等多项
。

通过炮制工艺的合理运用
,

中药的

药物属性和毒性等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

这也是使用中药炮

制工艺来提升临床用药疗效的主要 目的 ls]
。

中药在炮制前后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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