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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精神科患者住院药物治疗效果观察

王守芝*

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内蒙古� 028000

摘� 要：目的：探究老年精神科患者住院药物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精神科���例患者，采取住院调

查问卷及出院后跟踪电话随访形式，调查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电话随访治疗药物种类及治疗方案，观察临床治疗

效果。结果：治疗总体有效率为�����％，其中较为常用的抗精神病药物为奥氮平片、喹硫平片、利培酮片、氯氮平

片、氨磺必利片、阿立哌唑片、齐拉西酮片、舒必利片、奋乃静片、氯丙嗪片等；���例患者中，单一用药占比为

�����％、两种药物联合用药占比�����％、三种及以上药物联合用药占比����％。结论：老年精神科患者住院期间药物

治疗中奥氮平片、喹硫平片、利培酮片、氯氮平片使用频率较高，治疗效果显著，提示临床医师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

选取适宜药物治疗，以提升治疗效果，此外，观察我院精神科用药情况发现基本无滥用情况，管控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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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已处于老龄化社会，截至����年末，全国��岁及以上人口为������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老年人由

于身体机能下降与衰退，易合并多种疾病，需服用多种药物，加之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效学的改变，易出现药物相关

问题（�536）。老年人易发生潜在不适当用药（3,0），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精神类疾病由于病理机制的复杂性及不

确定性，更易导致临床3,0的发生。目前，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以抗精神药物为主，如氯丙嗪，具有抗精神病、降温、

镇静、镇吐、催眠等多种药理活性，但单一用药疗效有限。

近年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功能性紊乱，临床通过调控甲状腺激素水平，有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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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精神分裂症症状，延缓病情进展。现阶段，精神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同时呈现出低龄化发展趋势，常见的如心理

障碍、失眠、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目前各类精神疾病一方面需要积极采取心理干预，另一个方面应通过

使用不同药物帮助患者改善症状。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我院精神科���例患者。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

学历，大专及以上�例，高中��例、初中��例、小学��、文盲��人例，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例、抑郁症��例、心

境障碍��例，其他��例。

（二）入选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

（�）均确诊为精神疾病障碍，诊断依据符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诊断标准。

（�）患者临床资料完善。

（�）患者家属知情研究，签署书面同意书及同意电话随访。

���排除标准

（�）合并艾滋病、梅毒者。

（�）血液系统疾病。

（�）恶性肿瘤者。

（�）肢体运动障碍者。

（三）方法

采用我院自制精神疾病调查方法对我院住院精神科老年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及电话随访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患

者姓名、年龄、患病类型、住院时间及所服药物种类及用药方案等情况。

（四）观察指标

��� 观察治疗效果，包括显效、有效、无效，计算治疗有效率。治疗有效率 �  � �（显效�有效）人数 �总人

数�×���％。显效：患者精神疾病相应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症状有所改善；无效：症状无变化。

���观察单用及联合用药情况。

（五）统计学分析

软件6366����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检验、对比，��������为差异显著。

三、结果

（一）治疗有效率分析

治疗总体有效率为�����％，其中较为常用的药物为奥氮平片、喹硫平片、利培酮片、氯氮平片、氨磺必利片、阿

立哌唑片、齐拉西酮片、舒必利片、奋乃静片、氯丙嗪片。

（二）单用及联合用药情况分析

���例患者中，单一用药占比为�����％、两种药物联合用药占比�����％、三种及以上药物联合用药占比����％。

四、讨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与生活压力的加大，精神疾病新增病例日益增多，导致医院精神科门诊药房部的工

作日益加大。为保证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用药安全，医院精神科门诊药房开展药物不良反应分析，以便指导患者正确

用药和解决患者对药物的相关疑惑>��。在整个医疗诊治时期，将合理用药作为服务核心，帮助患者得到安全、有效、

经济的治疗药物，其目的在于为患者提供高专业度的药学服务。精神分裂症具有复发率高、致残率高、预后差等特

点，研究证实，长期采用药物控制病情者复发率是未坚持用药者����。

可见，药物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中起重要作用。以往临床多采取氯丙嗪治疗精神分裂症，可通过拮抗与情绪思维有

关的边缘系统多巴胺受体，发挥抗精神病作用，起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但仍有部分患者未能从治疗中获益，如何制

定此类疗效欠佳患者治疗方案是当前重点研究方向。老年住院患者的潜在不适当用药（3,0）的�HHUV标准是基于美国

医疗情况提出的，但因药物市场、疾病诊疗指南存在地区差异，各国根据本国的人群和药物实际情况制订、发布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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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标准>��。对比�HHUV标准，《中国标准》在制订时参考了我国的大量药品不良反应相关数据，有较高的临床参考

价值，但未涉及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显示，临床发生潜在药物间相互作用（3��,6）的情况十分常见，由于3��,6易导致药品不良反应和治疗失

败，在3,0标准中加入3��,6评判标准有助于扩大3,0的预防警示范围。国内研究多依据美国�HHUV标准和欧洲67233

标准评判我国老年患者的3,0情况。

研究显示，不同标准下3,0发生率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与各地患者特性、诊断标准、药品市场情况及用药模

式有关>��。而对于中国老年患者，《中国标准》更具敏感性，且更具中国特色。本研究中采用《中国标准》判定。本

研究中纳入精神卫生科住院患者，多药联用现象普遍存在，依据《中国标准》精神科老年住院患者的3,0发生率达

�����％。研究显示，住院患者的3,0发生率达�����％；研究显示，老年住院患者的3,0发生率为�����％。

本研究中，3,0发生率与其相比相对更高，原因可能是上述两位学者采用的标准为����年版《中国老年人潜在不

适当用药目录》，而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年版《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判断标准》，����年版标准是在����版

目录的基础上与《中国老年人疾病状态下潜在不适当用药初级诊断标准》合并修订而成。研究显示，神经内科门诊老

年患者的3,0发生率为�����％。低于本研究，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门诊患者多存在于其他医疗机构就诊服药或自行于

药店等地购买非处方药等情况，仅凭门诊处方较难全面收集用药信息>��。

此外，本研究中的对象是精神科老年患者，相较其他疾病，精神类疾病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大，精神

类药物的副作用相对较大，从而导致精神类药物所涉及的3,0在全部3,0评价标准中占比较大。加之患精神类疾病的

老年患者合并的疾病极复杂，因而在无合适替换药物的情况下，为治疗主要疾病，只能选用具有潜在风险的药物，而

这一情况进一步导致3,0的发生率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器官功能在不断衰竭，病理生理情况相对更复杂，因而

高龄患者更易发生3,0；用药数量增加，3��,6的可能性增加，3,0也更易发生。提示临床药师更应关注易发生3,0患

者的用药并及时干预，从而改善目前老年患者3,0的普遍现状。符合中国医疗实际的《中国标准》对于临床药师指导

老年人合理用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临床药师和医师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结合3,0的标准为患者选择相对安全

的药品，避免引发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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