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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与丙戊酸钠治疗躁狂症副反应的对照研究

杨吉成*

黑龙江省鸡东县精神病医院，黑龙江� 158200

摘� 要：目的：探讨碳酸锂与丙戊酸钠治疗躁狂症的效果及副反应。方法：选择我院����年�月至����年�月躁狂

症发作患者��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例，对照组给予碳酸锂治疗，研究组给予丙

戊酸钠缓释片治疗。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基线�506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治疗后�周、�周、�周的�506总分呈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均出现

恶心呕吐、嗜睡、便秘及转氨酶升高等不良反应，多发于初期，经对症治疗均消失或减轻。但观察组中恶心呕吐、嗜

睡、便秘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丙戊酸钠与碳酸锂药物治疗躁狂症的临床效果相当，

但是丙戊酸钠的不良反应更低，因此可将丙戊酸钠作为治疗躁狂症的首选药物，并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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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躁狂症主要表现在心境高涨以及言行增多，这类患者通常情绪很不稳定，比较容易被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小琐事

而发脾气、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做出一些攻击性的举动>��。关于躁狂症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这可能跟

遗传因素、患者体内代谢出现异常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目前临床上对躁狂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最常用的

是采用丙戊酸钠和碳酸锂进行治疗>��。上述两种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患者的躁狂症状，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

了探讨和研究丙戊酸钠和碳酸锂对躁狂症副反应的效果，对我院收治的躁狂症患者采用丙戊酸钠和碳酸锂进行治疗，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年�月至����年�月躁狂症发作患者��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例，所

有患者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中关于躁狂发作的诊断标准。观察组中，男��例、女��例，年龄��a�����������）岁，�056

评分为（��������）分；对照组中，男��例、女��例，年龄��a�����������）岁，�056评分为（���������）分。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506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二）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患者的年龄在��a��岁之间，不限制性别，�HFK�5DIDHOVHQ躁狂量表（�506）评分大于��分。

���排除标准

患有严重性的躯体疾病和癫痫以及药物依赖；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血、尿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等异常的

患者。

（三）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一周之前停止服用任何药物治疗。两组的用药都从小剂量开始，在一周内加到治疗剂量。

���对照组的治疗方法

采用碳酸锂治疗，每天给药����a�����PJ，小剂量开始，�周加至治疗剂量，连续使用�周，不耐受者退出试验。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方法

采用丙戊酸钠治疗，每日给药����a�����PJ，起始剂量为����PJ�G，�周加至治疗剂量，连续使用�周，无法耐受

*通讯作者：杨吉成，����年��月，男，汉族，黑龙江鸡西人，现任黑龙江省鸡东县精神病医院主治医师，本

科。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酒精依赖、神经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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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退出试验。

研究期间，可酌情使用氯硝安定�a��PJ�G，但不可与抗精神病药物、电抽搐治疗合并使用，每周末记录药物副反

应、服药量。13<、OHSWLQ测定于治疗前及治疗后�、�周末，早晨����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P/�(�7�抗凝管及普通

管各��P/�。抗凝管血用*/���*�Ⅱ型高速冷冻离心机分离血浆。普通管血用����型台式低速离心机分离血浆。分离后

的血浆标本置于���℃低温冰箱保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13<和OHSWLQ。

（四）评价标准

对两组患者实施�506评分以及不良反应量表（7(66）评分，按照����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所定的

疗效评定标准，将本研究的临床疗效的治疗标准分为痊愈、显效、好转及无效。痊愈与显效视为有效。

（五）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6366����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χ�检验，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患者治疗前后�506总分评定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基线�506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周、�周、�周的�506总分呈下降趋

势，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RMS总分评定结果（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周 治疗后�周 治疗后�周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二）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均出现恶心呕吐、嗜睡、便秘及转氨酶升高等不良反应，多发于初期，经对症治疗均消失或减轻。但观

察组中恶心呕吐、嗜睡、便秘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见表�。

表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 恶心呕吐 嗜睡 便秘 转氨酶升高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χ� ����� ����� ����� ����� ������

� ���� ���� ����� ����� �����

（三）两组患者13<、OHSWLQ比较

观察组13<在�周末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未达显著性（�� �����，�� ������），�周末显著高于�周末（�� ������，�� �

�����）；对照组13<在各时点均无明显变化，两组的OHSWLQ按�周、�周末、�周末顺序虽有增加趋势，但差异均未达显

著性（��������），见表�。

表3�组患者NPY、leptin比较（ ��）

组别
13< OHSWLQ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观察组

1� ���
������ ������ �����*△ ��� ���� ����

对照组

1�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治疗前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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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躁狂症几乎终生以循环方式反复发作，通常是慢性过程障碍，其治疗目标除缓解急性期症状外，还应坚持长期治疗

原则以阻断循环反复发作>����。碳酸锂作为第一个即可用于躁狂症急性治疗，又可用于预防性治疗的药物，已被证实可大

大降低躁狂症的发病率、死亡率。但长期治疗，有发生肾功能不全以及锂中毒的可能>����。丙戊酸钠作为一种抗惊厥药

物，于����年首次报道成功用于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治疗，获)��批准用于治疗躁狂发作是在����年，其疗效已得

到了临床广泛验证。而丙戊酸钠缓释片更少的胃肠道反应，使患者服药依从性更佳，因而疗效更能得到保证>��。研究发

现>���，丙戊酸钠和碳酸锂具有类似的作用，碳酸锂是糖原合成激酶�的非竞争性抑制药物，可在体外直接抑制糖原合成

激酶�，在体内同样有相似作用，这就是碳酸锂作用的位点，而在对丙戊酸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其也可以

对糖原合成激酶�进行抑制，治疗躁狂症。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基线�506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周、�周、�周的�506

总分呈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均出现恶心呕吐、嗜睡、便秘及转氨酶升高等不良反应，

多发于初期，经对症治疗均消失或减轻。但观察组中恶心呕吐、嗜睡、便秘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13<在�周末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未达显著性（�� �����，�� ������），�周末显著高于�周末（�� ������，

�� ������）；对照组13<在各时点均无明显变化，两组的OHSWLQ按�周、�周末、�周末顺序虽有增加趋势，但差异均未

达显著性，（��������）。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与经典的碳酸锂药物治疗躁狂症的临床效果相当，但是丙戊酸钠的不良反应更低，因此可将

丙戊酸钠作为治疗躁狂症的首选药物，并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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