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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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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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其不良反应%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的
%!

例女性分裂症患者%采用齐拉西酮治疗
0

周!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不良反应量

表'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评价齐拉西酮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

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有效率为
-%'&2

!

显效率为
,&'$2

!对女性患者的月经周期'体质量'血糖等未见明显影响%结论
!

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疗

效肯定!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

"关键词#

!

齐拉西酮#

!

女性精神分裂症#

!

不良反应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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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P9

&批准在全球上

市的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它对精神

分裂症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以及认知障碍均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患者耐受性+依从性也比较好,

$#&

-

)为进一步了解齐拉西酮

治疗精神分裂症尤其是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现结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入住本院的
%!

例女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应用该药的情况#对其疗效+不良反应等进行分析+讨

论#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入住

本院精神科的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

1

-

#

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11'&

岁#均为首次发病#治疗前未曾

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病程
$(H

至
%'(

年%阳性和阴性症状

量表$

R9T33

&总分大于或等于
!"

分%三大常规+脑电图+心电

图+肝肾功能等均无异常%排除患者有严重性的躯体疾病#以及

乙醇+药物的依赖者#无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均无过敏史)

$'/

!

方法
!

齐拉西酮胶囊$思贝格&初次服用剂量为
%"

I

J

"

H

#此后视患者反应情况逐渐进行剂量调整#最大剂量为
0"

I

J

"

H

#平均剂量$

!"d%"

&

I

J

"

H

#疗程
0

周)治疗前有睡眠障

碍者
(

例#给予小剂量艾司唑仑治疗
$

周%有兴奋冲动者
&

例#

给予小剂量氯丙嗪治疗
$

周%治疗中有不良反应者给予盐酸普

荼洛尔或盐酸苯海索等对症治疗#均不再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药

或电休克治疗)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

+

1

+

!

+

0

周末采用
R9T#

33

+

:O33

各评定
$

次%同时检查生命体征+三大常规+心电图+

肝肾功能+体质量+血糖+脑电图等)按照
R9T33

的总分减分

率+

:O33

#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确定每例的疗效+评价齐拉西

酮胶囊的安全性)其中#

R9T33

的总分减分率大于或等于

,(2

为基本痊愈#大于或等于
("2

而小于
,(2

为显著进步#大

于或等于
%(2

而小于
("2

为好转#小于
%(2

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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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应用
3R33$%'"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检验方法为
D

检验)

/

!

结
!!

果

/'$

!

疗效
!

经过
0

周治疗#按照
R9T33

评定临床疗效#基本

痊愈
1

例#疗效显著
$(

例#好转
(

例#无效
%

例#有效率为

-%'&2

#显效率为
,&'$2

)经过齐拉西酮治疗#各类疗阳性症

状及阴性症状均明显改善#一定程度上治疗了抑郁症和焦虑)

治疗前后各期
R9T33

评定比较详见表
$

)由表
$

可见#治疗

第
%

周时#

R9T33

总分和阳性症状分均有明显下降#至第
1

周

时
R9T33

总分及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精神病理症状评分均

有显著下降#与治疗前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治疗前后各期症状量表评定比较'

FdI

(

R9T33

治疗前
治疗后

%

周
1

周
!

周
0

周

阳性症状
%"',,$d0'1(( $!'1&%d-'&0$

"

$&'$1!d,'0&1

"

$"'","d('%-,

"

-'$$,d1'((0

""

阴性症状
$-'0(1d!'-$& $,'-%%d,'$%- $('"0$d!'$1$

"

$1'$,1d,'(-1

"

$%'!&&d,'!"$

""

精神病理
1"'(&$d!'-!( &!'&($d0'0$! %-'(,0d!'!%$

"

%1'!,$d1'1((

""

%"'!&,d!'!,%

""

总分
,-'0(!d$,'1%1 ,"'(!&d$-'1&&

"

($'-0"d$,'-"$

""

1,'0!(d$('-!"

""

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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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治疗前比较#

"

A

#

"'"(

#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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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反应
!

所有患者均完成了
0

周治疗)以
:O33

检查

评定#本组以失眠+乏力+头晕+恶心较为多见#但症状多较轻

微#患者均能耐受#停药后经
$

周左右自行缓解)其中失眠
(

例#乏力
&

例#头晕
%

例#恶心
%

例#便秘
$

例)均未发现有生

命体征+月经周期+三大常规+肝肾功能+体重+血糖以及心+脑

电图等方面的明显异常)

'

!

讨
!!

论

齐拉西酮胶囊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

年被

美国
\P9

批准用于精神分裂症#之后又被批准用于双相障碍

的躁狂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急性期激越症状,

(

-

)齐拉西酮胶

囊是二环类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传统的抗精神病药大多

是多巴胺受体的拮抗剂#而齐拉西酮胶囊对
(#

羟色胺
%9

+

%*

+

(#

羟色胺
$"

受体#

!

$#

肾上腺素能受体及多巴胺
P%

+

P&

受体均

有亲和作用#对组胺
4$

受体也具有中等亲和力#但是对
)

胆

碱能受体在内及其他未见亲和力)齐拉西酮对这些受体中的

一些具有拮抗作用#对另外一些受体具有激动作用#所以#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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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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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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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0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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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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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酮胶囊是多巴胺
#(

羟色胺系统稳定剂#不同的作用原理是

该药产生较好的的治疗效果的原因,

$#&

-

)本研究显示#齐拉西

酮对女性精神分裂症的疗效是肯定的#有效率为
-%'&2

#显效

率为
,&'$2

#与报道基本相符,

(#!

-

)本组研究发现#齐拉西酮

胶囊对女性精神分裂症的阳性及阴性症状均有好的疗效#起效

的速度阳性症状比阴性症状稍快一点)研究结果还明#使用齐

拉西酮胶囊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时#不良反应较少#没有很明

显的锥体外系反应#不增加催乳素水平#嗜睡+头痛+闭经溢乳

综合征等现象较少#未发现对
7:

间期造成明显影响#皮疹也

少见)传统抗精神病药可导致女性月经异常$经期延长#甚至

闭经&#体质量增加+血糖升高#催乳素增加等不良反应)这可

能与节漏斗通路的多巴胺受体被阻断有一定的关联)而本研

组究结果显示#使用齐拉西酮胶囊对女性患者的月经周期+体

质量+血糖等未见明显的影响)齐拉西酮对女性月经和体质量

的影响明显小于传统精神病药#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复发率+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适合作

为女性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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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在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应用

任周奎!吕应文!于金华!王建刚"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骨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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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高龄骨质疏松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方法
!

采用人工

股骨头置换治疗
,(

岁以上高龄'骨质疏松的不稳定型"

:<;GN;#OL8GA

$"%

$型股骨粗隆间骨折
&%

例!术后按髋关

节活动度'疼痛程度及生活自理情况作疗效评定指标%结果
!

&%

例中
$

例死亡!其余
&$

例经
!

"

%1

个月随访!按

48<<DA

评分优良率达
-!'-2

!无
$

例出现假体松动及下沉%结论
!

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高龄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

骨折术后并发症少!可明显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可作为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骨折内固定治疗很好的补充#远期疗

效有待观察%

"关键词#

!

股骨粗隆间骨折#

!

人工股骨头置换#

!

高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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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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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粗隆间骨折是老年人髋部常见骨折#目前对于高龄和

伴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
:<;GN;#OL8GA

$

一
%

型患者的治疗争

议较多#无论采用髓内还是髓外内固定系统固定#术后内固定

失败及并发症发生率达
12

"

%"2

,

$

-

)目前该类型骨折治疗

方案极具争议)本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
&%

例老

年高龄骨质疏松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行人工股骨头

置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0,'%$d!'0%

&岁#

:<;GN;#OL8GA

,

%

-分型!

$

$,

例#

%

$(

例)均

采用后外侧入路$改良
ZD5A;G

&#假体!选用双动头及普通$或

加长&骨水泥型假体柄)本组
&%

例均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老年痴呆及脑梗死后遗症等)

$'/

!

围手术期的处理
!

术前仔细体格检查并常规行心电图+

心脏超声+血气分析+血生化+

^

线胸片和患髋正侧位片及骨盆

片等检查#了解患者体质及健康状况#综合患者伤前生活自理

能力做出手术耐受性初步评估)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积极控制

并发症)重要生理指标控制!心率
-"

次"
IDG

左右#血压
-"

"

$("

"

!"

"

$""II4

J

$

$II 4

J

e"'$&&MR8

&范围内#血氧饱

和度
-(2

以上#血糖
0II;C

"

/

以下#血红蛋白不低于
-"

J

"

/

)

手术后应积极预防伤口感染#治疗原发病#防治并发症#尽早进

行功能锻炼#争取早日下地负重)

$''

!

手术方法
!

采用椎管内麻醉或全身麻醉#取髋关节后外

侧切口$改良
ZD5A;G

&#暴露骨折部位
'

术中注意保护与软组织

相连的骨片#切开关节囊显露股骨颈#于股骨头关节囊外
$EI

内截断股骨颈#取出股骨头#将股骨大小粗隆复位重建并用钢

针钢丝固定$图
$

&#以重建初始稳定#为避免钢丝滑移可先用

摆锯在大小粗隆及股骨距相应部位制成刻痕让钢丝嵌入)根

据术前+术中测量再次行股骨颈截骨)若股骨距完整#可保留

$'"

"

$'(EI

#扩髓#试行股骨假体柄插入#评估插入位置和各

方向稳定性#取股骨头颈骨质制成适当骨块对骨折间隙植骨填

塞#以避免骨水泥渗入骨折间隙影响愈合)应用第
&

代骨水泥

技术插入假体)股骨颈前倾角的确定#应在髋+膝屈曲
-"l

时与

股骨髁的平面前倾
$"l

"

$(l

)若股骨距缺损严重无法重建者

0

(-1$

0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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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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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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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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