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和维护 !临床医学及抗生素管理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协

同设计 对医疗过程和 ≥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且完全按照

医院管理人员的查询目标开发 软件基本满足了开发时的要

求 ∀该系统通过有效和多层次的数据分析进行数据收集 !归

纳 !量化 实现了抗生素重要指标的集中存储 !管理和共享

操作简便 监控指标全面 ∀它的建立 不仅会大力提高抗生

素的监管效率和水平 还将对现有的工作标准和模式产生较

大的影响 有望使抗生素临床应用的监管走上规范化 !标准

化的轨道 ∀

抗生素的滥用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加强抗

生素临床使用有效监控的基础上 还应加强宣传教育并制订

切实可行的实施和奖惩细则 才能使其得到较好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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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西汀治疗帕金森病伴抑郁的疗效评价

马海蓉 昆山市中医医院 昆山

摘要 目的  观察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对帕金森病伴抑郁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例帕金森病伴抑郁症状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 比较帕罗西汀治疗前和治疗 周末 ! 周末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得分 ∀结果  治疗组在治疗 周末和 周末 ⁄

评分减少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治疗 周末 ⁄评分减少更显著 ∀结论  帕罗西汀可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障碍 ∀

关键词 帕金森病 抑郁 帕罗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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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研究认为抑郁是帕金森病 °

°⁄ 的常见伴发症之一 其发病率约占 ∗ ≈ 帕金

森病伴发抑郁症状 °⁄⁄ 是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 同时也是影响 °⁄治疗效果的不利因素 ∀笔者对帕罗西

汀治疗 °⁄⁄的疗效进行了研究 现总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病例来源于我院 年 月 ∗ 年 月于神经内科

门诊就诊的 °⁄患者 所有病例的诊断符合 ≈ 提出至

少有以下四个症状中的两个 即静止性震颤 !运动减少 !肌张

力增高和姿势反射障碍 ∀除外即往抑郁症病史者 !症状性帕

金森及有严重心 !肺 !肝肾功能病变者 ∀采用汉密尔顿

⁄ 项版本 评分 ∴ 分为入选标准 ∀共 例患者

入选 其中女 例 男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

岁 发病时间 ∗ 年 平均 ∗ 年 ∀

1 2  方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 组 ∀治疗组共 例 其中女 例 男

例 服帕罗西汀每日一次 每次 另一组为对照组共

例 其中女 例 男 例 给予安慰剂口服 而不给予其

他抗抑郁药物 ∀其余治疗根据患者病情选用美多巴 !协良

行 !溴隐亭 !安坦 ∀所有患者在研究期间治疗药物及剂量未

做调整 ∀所有患者入组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周末 !第 周末

采用 ⁄评分 并进行不良反应观察 ∀

1 3  疗效评定

抗抑郁疗效分为 ≠ 痊愈 ⁄评分减少 ∴ 显

效 ⁄评分减少 ∴ ≈ 有效 ⁄评分减少 ∴

…无效 ⁄评分减少 ∀

1 4  不良反应

早期有口干 !乏力 !失眠 !消化道反应 多数患者坚持服

药后症状可缓解或耐受 仅 例患者服药 周后出现震颤加

剧 停药后震颤缓解 ∀

1 5  统计方法

研究结果以 ς检验及 τ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2  结果

治疗组第 周末和第 周末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和

对照组第 周末和第 周末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和

见表 ∀两组病人治疗前 ⁄评分无显著差异 Π

治疗后评分相比差异显著 见表 ∀

3  讨论

°⁄⁄的病理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研究证实抑郁是脑内

儿茶酚胺相对不足的结果 胺类缺乏引起 °⁄⁄的假说即建

立在这一基础上 ∀ ∏ 等的研究发现 2羟吲哚乙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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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病人抗抑郁疗效比较

Ταβ 1  ≤ ∏ ∏

周末 3

治疗组
例

对照组
例

周末 3 3

治疗组
例

对照组
例

痊 愈

显 效

有 效

无 效

总有效数

总有效率

3 Π 3 3 Π

表 2  组病人治疗前后 ⁄评分比较 ξ ? σ

Ταβ 2  ≤ ⁄ ∏ 2

ξ ? σ

治疗前 周末 周末

治疗组 ? ? ?

对照组 ? ? ?

Π值

含量在无抑郁的 °⁄患者中较正常对照组为低 而

°⁄⁄患者又低于无抑郁的 °⁄患者 ≈ 而 2 是 2羟色

胺 2 × 的主要代谢产物 ∀目前公认的一点是 2 ×在

°⁄⁄患者的情绪改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帕罗西汀是一种选择性 2 ×再摄取抑制剂 ≥≥ 它

选择性地抑制突触前膜吸收突触间隙的 2 × 从而增加突

触间隙的 2 ×浓度 达到改善抑郁的目的 ∀与传统的三环

类抗抑郁药相比 帕罗西汀的抗胆碱能作用要小得多 且无

明显心脏毒性 ∀ ≥≥ 可诱导帕金森症状加重 临床时有报

道 本组病例中有 例在服药 周后出现震颤加重 发生率

为 停药后缓解 其余患者虽在服药早期有口干 !失眠 !

乏力 !消化道反应等出现 但继续服药不良反应均可缓解或

耐受 仍能坚持完整个研究 ∀

本研究表明帕罗西汀对 °⁄伴抑郁状态的控制效果好

服药方便 患者依从性好 不良反应小 适用于 °⁄伴抑郁的

患者 ∀半数患者在服药 周即有效 对无效患者不要急于放

弃 延长服药时间有效率会明显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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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奥氮平快速治疗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临床观察

王鹏 王志敏 尤丽玲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台州

摘要 目的  为了探讨小剂量奥氮平快速控制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随机选择 例具有明

显兴奋激越症状的急性脑卒中病人 给予小剂量奥氮平 ∗ 快速治疗 周 ∀以治疗前后简明精神病量表 ° ≥ 激

越分的减分率评定疗效 以副反应量表 ×∞≥≥ 及心电图及肝肾功能评价安全性 ∀结果  小剂量奥氮平治疗有效率

显效率 副反应量表 !心电图 !肝肾功能前后无差异 ∀结论  小剂量奥氮平对急性脑卒中兴奋激越症状的治疗有效 且

快速 安全性高 ∀

关键词 奥氮平 脑卒中 兴奋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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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απιδ χοντρολοφ εξχιτατιον ανδ αγιτατιον χαυσεδ βψ αχυτε στροκε ωιτη α σµ αλλδοσε οφ ολανζαπινε

• ° • 2 ≠ 2 (Τηε Φιρστ Πεοπλε. σΗοσπιταλοφ Ταιζηου, Ται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ΜΕΤΗΟ∆ Σ ∏ ¬

∗ ∞ √ ° ≥

° ≥ 2 ×∞≥≥ ∞≤ √ ∏ Ρ ΕΣΥΛΤΣ 2

∏ ×∞≥≥ ∞≤ √ ∏ ΧΟΝ2

ΧΛΥΣΙΟΝ  √ ¬

ΚΕΨ Ω ΟΡ ∆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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