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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氯丙嗪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在强迫症患者中的应用

胡绍英"湖北省十堰东风汽车公司茅箭医院精神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氯丙嗪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在强迫症患者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强迫症患者随机分为给予氯丙嗪治疗联合常规精神科护理疗法的对照组!和在此基

础上给予认知行为护理疗法的试验组!每组
!"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
!

在治疗后第
!

%

/

周时!试验

组患者的耶鲁布朗强迫量表"

g,YGJ%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将认知行为疗

法应用于强迫症患者的治疗中!效果明显%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关键词#

!

强迫症&

!

氯丙嗪&

!

认知行为护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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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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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症是一种发病原因尚未明确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

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患者大多会伴有中度甚至重度的社会功

能障碍#病情迁延不愈#治疗棘手#给强迫症患者及其家人带来

巨大的经济以及心理负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以及社会交

往)

#

*

+本院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收治的强迫症患

者在给予氯丙嗪等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给予认知行为疗法#取

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的

强迫症患者
/"

例#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第
.

版强迫

症的诊断标准#耶鲁布朗强迫量表$

g,YGJ%

%评分大于
#/

分(

上述患者均能配合治疗#均无脑器质性病变,均无药物依赖+

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试验组患

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

初中文化
#"

例#高中及以上文化
."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初中文化
##

例#高中及以上文化
+-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氯丙嗪治疗#首次给予
)"F

8

每

天#

+

周内将用药量达到
+""

!

.""F

8

每天#对照组患者给予

常规的精神科护理和健康教育+试验组患者在上述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治疗要建立以治疗为目的的

良好人际关系基础之上+嘱强迫症患者#自己找出症状#给其

布置作业#嘱患者将自己的想法及行为记录下来#与患者讨论

其症状与患者自己认知间的关联#使患者从中逐步意识到自己

认知方面的错误+当患者一旦意识到本身是不自觉地受着强

迫心理的支配#便会重新认识和对待强迫思维和行为#临床症

状随之逐渐减轻#病情得到好转+$

#

%认知干预!首先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使患者对本身疾病有所认知#了解疾病对患者情

绪,社交和康复等方面的影响#并且告知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能

够影响情绪,态度和思维(与此同时#根据患者本身的具体情

况#帮助患者知道本身认知方面存在的不足#告知患者错误认

知可能带来的危害#帮助其树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方法($

+

%行

为干预!使用暴露行为治疗方法#有意使患者处在不舒服的环

境#并在此时给予患者有效的指导方法来缓解患者焦虑和紧张

的情绪#帮助他们适应环境($

.

%心理干预!与患者主动的交流#

了解他们内心的焦虑,不安和恐惧#并且向其提供帮助#让获得

良好治疗的患者诉说治疗经历#以此来增强其他患者的治疗信

心#鼓励患者与家人多交流#使其得到家庭的温暖和帮助($

!

%

思维日记!指导患者每天写日记#每天将自己紧张,不安,焦虑

的想法和活动以及在治疗中的心理变化记录下来#以此来掌握

疾病的治疗技巧#获得更好的效果+

$('

!

疗效判断标准
!

在治疗前,治疗后第
!

,

/

周#采用
g,

YGJ%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g,YGJ%

量表包括强

迫总分$

"

!

!"

分%,强迫思维$

"

!

+"

分%和强迫行为$

"

!

+"

分%#总分越高#意味着患者的强迫行为越强烈)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

量资料以
3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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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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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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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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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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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治疗后第
!

,

/

周时#试验组患者的
g,YGJ%

评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第
!

(

/

周

!!!

g,YGJ%

评分%

3Q?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第
!

周 治疗后第
/

周

对照组
!" +)(!Q+(+ #-(.Q!(- #.(!Q.(+

试验组
!" +$(.Q+(' #!(#Q.(+ '(-Q+(.

!

%

"(")

$

"(")

$

"(")

'

!

讨
!!

论

强迫症是精神科较为难治的精神疾病之一#患者被强迫冲

动与强迫观念纠缠#会机械地做出一些明知道无意义,不合理

甚至荒唐的强迫行为#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与社会交往)

+

*

+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强迫症患者对事物的认知,判断,评价能严

重的扰乱其精神#对事物认知的过程决定着患者行为和情绪的

产生)

.,!

*

+患者行为表现上的缺陷,异常是由认知的缺陷所导

致的#如果#认知上的缺陷能够矫正或者改变#患者不良,异常

的行为和情绪就会有所好转)

)

*

+强迫症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

关#是心理,社会,生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治

疗上#要使用多种措施联合应用治疗强迫症)

$

*

+在本次研究

中#给予试验组患者氯丙嗪联合认知干预,行为干预,心理干

预,记录思维日记以及家庭干预等多种治疗#改善患者的不良

情绪#舒缓了患者的心理压力#不良行为减少#与外界交往也增

多#更加的配合治疗#在治疗后第
!

,

/

周时#试验组患者的
g,

YGJ%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充分说明认知行为护理疗法在临床治疗强迫症中应用价值

明显+

综上所述#药物联合行为认知的护理疗法应用于强迫症患

者的治疗中#能够改善患者的不良认知#重新树立正确的认知

观念#改善患者的行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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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肝癌切除术围术期中应用的意义

邵敏洁!蒋春蕾!王亚玉"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外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肝癌切除术围术期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行肝癌切除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

例$在围

术期间!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进行术前宣教%术中配合与术后镇痛等针对性护

理措施!比较两组患者术后首次排气时间%肝功能的相关变化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住院时间%总治疗费等

各项指标$结果
!

观察组患者在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住

院总费用方面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且术后观察组患者的肝功能恢复也更快!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结论
!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临床肝癌切除术患者围术期间的有效运用!能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总费用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快速康复!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与

应用$

"关键词#

!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

!

肝癌切除术&

!

围术护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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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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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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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

]0%

%指有效运用已经得到了循证医

学证实的措施#对常规围术期间护理干预方法实施必要的改

良,优化与组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在围术期间的各种不

良反应与并发症#从而加快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本文选择本

院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需行肝癌切除

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以观察
]0%

理念在肝癌切除术患者围

手术中的应用及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
$"

例需行肝癌切除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

临床上对肝癌患者的诊断标准并被确诊#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与病情等一

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均被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如术前引导

患者禁饮禁食
$

!

#+:

#常规安置尿管与胃管,术中配合手术者

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并维持麻醉和手术#术后则继续留置尿管

与胃管并禁食
+

!

.D

等)

#

*

(而观察组患者在
]0%

理念的引导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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