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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汤加减治疗产后抑郁症疗效观察

朱晶萍

定西市妇幼保健院
,

甘肃 定西 7 4 3 0 0 0

【摘要」目的 : 观察酸枣仁汤加减 治 万 产后抑郁症的临床万效
。

方法 : 选择 63 例产后抑郁症的 患者采用 区组随机化分组的方

法分为治万组 犯 例和对照组 31 例
,

治 万组采用酸枣仁汤加减治 万
,

对照组给予传统 西药帕罗西汀治 万
,

万程为 4 周
,

结合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 H八入 !动 量化评分的减分率进行万效评定
,

并观察其不 良反应
。

结果 : 治 万组总有效率为 8 7
.

50 %
,

对照组总有效

率为 8 3
.

8 7%
,

2 组总有效率接近 (=Z
一 0

.

8 74
,

尸 > O刀动
。

治 万 4 周后 2 组 H八入 ! D 总分较前有明显的下降 (尸
< O刀动 ; 2 组间在治

万 4 周后 的 H 八入! D 总分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动
。

对照组服用盐酸帕罗西汀后 出现的不 良反应有
:
恶心伴食欲减退 7

例
,

睡眠障碍 3 例
,

焦虑不安 3 例
,

眩晕 2 例
,

视力模糊 1 例
,

草麻疹 1 例
,

便秘 1 例 ; 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昭
一

06 % (1 8 / 31 )
,

治

万组未见不 良反应
。

2 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1 )
。

结论 : 酸枣仁汤加减治 万产后抑郁症能达到与

帕罗西汀相近的万效
,

但中药治 万 不 良反应更 小
,

更适合产后哺乳期 的患者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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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临床较为常见
,

严重影响产妇及其婴儿身心健

康 1[] 。

目前西医抗抑郁药多存在起效缓慢
、

价格昂贵
、

副作用

明显
,

影响产后喃乳等诸多问题
,

使得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不

愿接受
。

中医药治疗具有辨证论治针对性
、

理法方药灵活性和

药效安全性等优点
,

同时又不影响母乳喂养
,

在目前的临床应

用中显示出良好疗效
。

本院妇女保健科采用酸枣仁汤加减治疗

产后抑郁症
,

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

现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2 0 08 年 5 月 一 2 0 13 年 10 月
,

对本院门诊接

诊的 6 3 例资料完整的产后抑郁症患者
,

采用 区组随机化分组

的方法分为治疗组 3 2 例和对照组 31 例
。

治疗组年龄 2 2 ~ 3 0

岁
,

平均 (2 .3 3 2 士 1
.

8 6) 岁 ; 孕次 1 一 3 次
,

产次 1 一 2 次 ; 本

次顺产 2 4 例
,

剖宫产 8 例 ; 新生儿性别男 19 例
,

女 13 例
。

对照组年龄 2 3 一 31 岁
,

平均 (2 .3 4 2 士 .2 06) 岁 ; 孕次 1 一 3 次

产次 1 一 2 次 ; 本次顺产 2 3 例
,

剖宫产 8 例 ; 新生儿性别男

1 8 例
,

女 13 例
。

2 组年龄
、

孕产次数
、

分娩方式
、

新生儿性

别构成
、

治疗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洲A M )D 总分等经统计学处

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具有可比性
。

1
.

2 诊断标准 均符合美国精神学会 (1 99 4) 在 《精神疾病的

诊 断 与统 计手 册 》 团 中制 定 的产 后 抑郁 症 的 诊 断标 准

(D S M
一

份 )
。

1
.

3 排除标准 严重躯体疾病
、

脑器质性疾病
、

物质依赖
、

药物过敏者 ; 治疗前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者 ; 有严重自杀倾向

者 ; 产后抑郁综合征及产后抑郁性精神病
。

1
.

4 剔除标准 ①观察资料不完整 ; ②治疗依从性差
,

中途

不能坚持治疗或退出 ; ③研究中采用其他治疗措施
。

2 治疗方法

2
.

1 治 万组 采用酸枣仁汤加减治疗
,

不用任何抗抑郁西药

治疗
。

处方 : 酸枣仁 3 0 9
,

袂菩
、

川茸
、

知母
、

郁金
、

当归

各 10 9
,

甘草 3 9
,

柴胡 巧 g
。

每天 1 剂
,

浓煎至 2 00 m L

早晚 2 次分服
,

每周停服 2 天
,

治疗 4 周后进行疗效评价
。

2
.

2 对照组 采用帕罗西汀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

每次 2 0 m g
,

每天 1 次
,

早餐后服用
,

连服 4 周
。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观察指标 患者的抑郁程度采用 日A M O 进行量化评分

治疗前
、

治疗后 4 周末
,

以 日A M O 评分的减分率作为疗效观

察指标
,

及在治疗后 4 周末进行下E S (S 副反应量表尸评估
。

3
.

2 统计学方法 利用 5 p S S ll
.

5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处理
。

临床疗效比较采用非参数 M an n w hit n ey U 检验
,

治疗

前后 日A N O 的总分变化比较以肠士
、

)描述
,

自身前后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
,

组间比较采用随机样本 t 检验
。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

1 万效标准 疗效按 日A M O 减分率分为 3 级
,

显效 : 减分

率 > 7 5% ; 有效 : 减分率 2 5% 一 7 5% ; 无效 : 减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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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组 临 床 万 效 比较 见表 1
。

8 7
.

%0 5
,

对照组总 有效率为 8 .3 8 7%

(吞
一

0
.

8 74
,

P > 0
.

05 )
。

治 疗 组 总 有效 率 为
,

2 组总有效率接近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竹

87
.

5 0

83
.

8 7

4CJ1八U
月..月..ō/一b

月..月..,乙月
..,J又ú

4
.

3 2 组治 万前
、

治 万 4 周末 H A M D 总分 比较 见表 2
。

冶

疗 4 周后 2 组 日A M O 总分较前有明显的下降 (P < .0 0 5)
,

2 组

均有明显临床疗效 ; 2 组间治疗 4 周后的 日A M O 总分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2 组疗效基本接近
。

2 组治疗前
、

治疗 4 周末 日A M O 总分比较肠士
、
) 分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24
.

16 士 4
.

23
.

98 士 4
.

治疗 4 周末

7
.

肠 士 3
.

4乎

8
.

1 8士 4
.

1 1①

7824 6423

与治 万前比较
,

①尸 < 0 05

4
.

4 2 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服用盐酸帕罗西汀后

出现的不良反应有 : 恶心伴食欲减退 7 例
、

睡眠障碍 3 例
,

焦虑不安 3 例
,

眩晕 2 例
、

视力模糊 1 例
,

蓉麻疹 1 例
,

便

秘 1 例 ;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8
.

0 6% (1 8召 1 )
。

治疗组未见不良

反应
。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
.

0 1 )
。

5 讨论

产后抑郁症是指产妇在产褥期出现的抑郁症状
,

发病率

高
,

病因复杂
,

对患者
、

婴儿
、

及家庭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影

响
。

现代医学认为
,

其发病主要与内分泌因素
、

遗传因素
、

心

理因素及社会因素有关
,

目前治疗主要采用心理疏导治疗及药

物治疗
,

比如三环类抗抑郁药
、

单胺氧化酶类抗抑郁药
、

选择

性 5
一

轻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 S RI s)
、

雌激素等
。

其中帕罗西汀

是近年来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药物
,

它是一种新型的 S S RsI
,

国内外应用于治疗抑郁症有肯定的疗效
,

但由于其存在恶心
、

食欲下降
、

睡眠障碍
、

焦虑不安等不良反应 4[] 以及严重影响患

病母亲对婴儿的喃乳等原因
,

限制了其在产后抑郁症中的使

用
。

笔者认为
,

肝为藏血之脏
,

产妇产后血虚
,

血虚肝木失

养
,

肝血不足
,

阴虚生内热
,

肝藏血
,

血舍魂
,

魂不守舍
,

心

失所养
,

则虚烦不眠
,

心悸不安
。

复由产后情志所伤或突受惊

恐
,

致肝郁气滞
,

疏泄失调
,

气机失畅
。

故以产后心情抑郁
,

I
白神不安

,

入寐困难
,

或恶梦纷纭
,

惊恐易醒 ; 胸闷纳呆
,

善

太息 ; 恶露量或多或少
,

色紫暗有块 ; 苔薄
,

脉弦为主要表

现
。

其主要病机归纳不外乎
“

肝郁
” 、 “

血虚
” 、 “

阴虚
” 、

“

血痕
, ’ ,

故临床上应从气血论治
,

给予疏肝解郁
,

补血活血
,

养血安神
,

清热除烦治疗
。

酸枣仁汤本为治疗虚烦失眠而设
,

源自汉代张仲景 淦匾

要 田部
,

本研究采用酸枣仁汤加减治疗 3 2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
,

取得了与帕罗西汀相近的疗效 (P > 0
.

0 5)
,

但不良反应明显小于

后者 (P < 0
.

01 )
,

提示酸枣仁汤治疗产后抑郁症同样具有良好的

l隋床疗效
,

且不良反应小而优势更加明显
。

原方中重用酸枣

仁
,

入心肝之经
,

养血补肝
,

宁心安神
,

袂菩宁心安神
,

知母

滋阴清热
,

佐川茸以调畅气机
,

疏达肝气
,

全方共奏养肝血以

宁心神
,

清内热以除虚烦之功
。

方中加入柴胡
、

郁金疏肝解

郁
,

当归养血活血
,

与上述方剂合用
,

以达到疏肝解郁
,

镇静

安神
,

活血祛痕
,

补血养血的功效
。

近年来
,

有关酸枣仁汤抗抑郁的药理学研究逐渐增多
,

夏

寒星
、

杨新年等卧司认为其具有抗抑郁作用
,

其作用机制与增

加脑组织中的 5
一

轻色胺
、

去甲肾上腺素 (N E )含量有关
。

田旭

升等阳勺研究也再次证实了酸枣仁汤可以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 (B O
一

N 「)和酪氨酸激酶受体 B任rK B) 的表达
,

促进神经元

生存
,

具有抗抑郁作用
。

综上所述
,

酸枣仁汤加减治疗产后抑郁症
,

疗效确切
,

可

靠
,

无明显不良反应
,

符合现代绿色医疗的理念
,

易于为患者

和家属接受
,

能达到与帕罗西汀相近的临床疗效
,

依从性好
,

优势明显
,

更适合产后喃乳期的患者服用
,

具有临床推广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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