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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伴焦虑抑郁

的胃食管反流病疗效观察

费丰敏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

浙江 湖州 引 3 00 0

【摘要」目的 : 观察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伴焦虑抑郁的 胃食管反流病 患者的疗效
。

方法 : 将 9 2 例伴焦虑抑郁

的 胃食管反流病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各 46 例
,

对照组给予埃索美拉哇镁肠溶片治 万
,

观察组给予埃索美拉哇镁肠溶片和舒肝解郁胶

囊治 万
,

万程 8 周
。

观察症状评分
、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 八入!动 评分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 八入!为 评分
。

结果 : 2 组治 万前

H 八入! D 评分
、

H 八M A 评分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治 万第 4

、
8 周末分别与 治 万前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间治 万后 同期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患者治 万前症状评分 比较

,

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治 万第 4
、

8 周末分别与 治万前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间治 万后 同期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 3
.

5%
,

对照组为 龙
.

3%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结论 :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质子泵抑

制剂是治万伴焦虑抑郁的 胃食管反流病的有效方法
。

〔关键词」胃食管反流病 (G E R动 ; 焦虑 ; 抑郁 ; 舒肝解郁胶囊 ;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 八入!动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 八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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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 (g a s t r o e s o P ha g e a l er f lu x d is e a s e ,

G ER D )

是指因上消化道内容物反流进入食管而引起反酸
、

烧心等症状

的疾病
。

有研究表明
,

在 G E R O 发病中社会心理因素起重要

作用 !月 。

笔者观察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伴焦虑

抑郁的 G ER D 患者的疗效
,

现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选取 2 0 12 年 1 月 一 2 0 13 年 10 月本院消化

内科门诊确诊为 G ER O 伴有焦虑抑郁的患者 92 例
,

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4 6 例
。

观察组男 2 4 例
,

女 2 2 例 ; 24 ~ 72

岁
,

平均年龄 (4 1
.

2 士 .5 3) 岁 ; 病程 1
.

1 一 72
.

5 月
,

平均 (3 .2 3 士

12
.

6) 月
。

对照组男 2 5 例
,

女 21 例 ; 23 ~ 73 岁
,

平均年龄

(4 2
.

1 士 .4 9) 岁 ; 病程 1
.

8 一 7 .3 5 月
,

平均 (3 3
.

1 士 1 1
.

1 )月
。

2 组

性别
、

年龄
、

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 (P > 0
.

0 5)
,

具有可比性
。

1
.

2 纳入标 准 符合 20 0 7 年 《中国胃食管反流病共识意

见》 ; 符 合 第 3 版 《中 国 精 神 障 碍 分 类 和诊 断标 准》

c( C M O
一

3) 抑郁症
、

焦虑症诊断标准
,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洲A M )D 评分 〕 17 分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洲 A M )A 评分 〕 14

分 ; 签署知情同意
,

能积极配合并能和医生正常交流的患者 ;

未服用过抗焦虑或抗抑郁药物
。

1
.

3 排除标准 伴有其他严重疾病患者 ; 妊娠或喃乳期妇女 ;

合并除抑郁
、

焦虑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

2 治疗方法

2
.

1 对照组 口服埃索美拉哩镁肠溶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 )
,

每次 20 m g
,

每天 2 次
,

餐前服用
。

2
.

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舒肝解郁胶囊 (成都

康弘药业 )口服
,

每次 2 粒
,

每天 2 次
。

疗程均为 8 周
。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观察指标 G ER O 症状评分标准团 : 根据患者反酸
、

烧
I
白

、

月匈骨后疼痛的症状严重程度评分
。

无症状为 0 分 ; 症状

不明显
,

患者需在医 生提醒下发现为 1 分 ; 2 分
,

症状介于

1 一 3 分之间 ; 症状明显
,

影响日常生活为 3 分 ; 4 分
,

症状

介于 3 一 5 分之间 ; 症状非常明显
,

影响日常生活
,

需长期服

药治疗为 5 分
。

上述症状评分相加为总评分
。

② 日A M O 评分 :

总分 > 24 分为重度抑郁
,

17 一 24 分为轻中度抑郁
,

8 一 1 7
一

分

为可疑抑郁症
, < 8 分为无抑郁

。

日A M A 评分 : 总分 > 29 分

为可能有严重焦虑
,

21 一 29 分为肯定有明显焦虑
,

14 一 21
-

分为肯定有焦虑
,

7 一 14
一

分为可能有焦虑
, < 7 分为无焦虑

。

由身心科 2 名主治医师对患者进行量表盲法测试评分
。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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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于治疗前及治疗第 4
、

8 周末各评定 1 次
。

3
.

2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应用 S PS S1 . 6 0统计软件包
。

计

量资料以肠士
、
)表示

,

采用 t 检验 ; 计数资料以率或比表示

采用丫检验
。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

1 万效标准 总评分降低 > 8 0% 为显效
,

5 0% 一 8 0% 为有

效
, < 50 % 为无效

。

总有效率
=
([显效例数

十

有效例数 ) / 总例

数 ]
x 10 0 0,0

。

4
.

2 2 组 H A M D
、

H A M A 评分 比较 见表 1
。

2 组治疗前

日A M O 评分
、

日A M A评分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2 组治疗第 4
、

8 周末分别与治疗前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 5) ; 2 组间治疗后同期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

表 1 2 组 HA M D
、

HA M A 评分 t匕较肠士
、
)

刚如评分 刚该评分
n

— —
治疗前 治疗4周末

观察组 46 20
.

2士3
.

4 13
.

3士2
.

8哪

对照组 46 20
.

4士3
.

1 16 4士3
.

乎

治疗8周末 治疗前 治疗4周末 治疗8周末

7
.

1士2
.

1哪 18
.

3士4
.

4 1 1
.

2士3
.

宁
② 6

.

8士2
.

尹

10
.

8士2
.

4① 18
.

6士43 14
.

5士3
.

甲 103 士3
.

望

与本组治 万前比较
,

①尸 < 住05 ; 与对照组治 万后 同期 比

较
,

②尸 < 0 05

理因素导致胃肠道的敏感性增加
,

食管内感觉神经末梢对酸的

敏感性增加
,

以及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异常激活的机制
。

目前临床上
,

舒肝解郁胶囊已广泛应用于治疗抑郁
、

焦

虑 4[] 。

舒肝解郁胶囊是由贯叶金丝桃 (又名贯叶连翘 )和刺五加

组成的纯中药制剂
。

贯叶金丝桃具开郁安神之功效
,

贯叶金丝

桃提取物可能是通过与脑内 5
一

轻色胺 1 (5
一

日下 )受体结合
,

上

调 5
一

日下
。

受体表达 ; 提高细胞内游离钙离子浓度
,

调节细胞

内钙依赖的神经递质的释放
,

产生抗抑郁作用 5[] 。

刺五加能益

气健脾
、

补肾安神
,

在抗焦虑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问 。

两药具

有协同作用
,

共同达到抗抑郁
、

抗焦虑作用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观察组的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

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

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观察组在治疗第 4 周
、

第 8 周末
,

抑郁焦虑症状明显改善
,

HA M D 评分
、

HA M A 评

分明显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舒肝解郁胶囊为纯中药制剂
,

在本研究过程中患者未发生明显

不良反应
。

综上所述
,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伴焦虑抑

郁的 G E RO 患者
,

能明显减少患者的临床症状
,

疗效可靠
,

同时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但两药联合使用的远期疗效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

4
.

3 2 组症状评分 比较 见表 2
。

2 组患者治疗前症状评分比

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2 组治疗第 4
、

8 周末分别

与治疗前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2 组间治疗后同

期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表 2 2 组症状评分比较卜士
、
)

治疗前 治疗 4 周末

1 5
.

3 士 2
.

6 8
.

7 士 2
.

1 ①②

1 5
.

4 士 2
.

7 1 0
.

6 士 2
.

4 ①

分

治疗 8 周末

4
.

1 士 1
.

3①②

5
.

9 士 1
.

9①

一
b
一
b44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与本组治 万前比较

,

①尸 < 住05 ; 与对照组治 万后 同期 比

②尸 < 住 05

2 组临床万效比较 见表 3
。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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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7 .8 3%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表 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竹

93
.

5①

7 8
.

3

310
,J月
..,J又ú50

月 ..一
b
一
b44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5

5 讨论

近年来
,

G E R O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

该病复发率高
,

部

分 G E RO 患者对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不敏感团 。

现代社会竞争激

烈
,

精神压力增大
,

G ER O 患者往往伴有焦虑
、

抑郁等精神症

状
,

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

目前推测 G ER O 和心理因素

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两种机制
,

即内源性心身因素的机制
,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