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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对患者体重的影响及护理干预
李竹青

（南京市佑安医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目的：全面分析和探究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对于精神疾病患者体重产生的影响，并且探究得出针对患者的有效护理方法。方法：

案例选取的是 2021年 1月-2022年 1 月期间我医院所接诊的 120例精神疾病患者资料，以随机分组的方式平均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

组患者各 60例。对照组患者不采用护理干预的方式，观察组患者则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并且每一组患者中在进行平均分组，分成三个组

别，即 ABC三组，分别使用药物奥氮平、喹硫平、齐拉西酮。在患者均治疗满六周之后，对比使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患者体重所产生的影响，

同时对比采用护理干预与不采用护理干预的差异。结果：对照组患者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之后，患者体重的增长情况明显高于观察组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同时采用不同的抗精神类药物对于患者体重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其中使用奥氮平进行治疗的患者

体重增长情况明显大于使用齐拉西酮进行治疗的患者。结论：精神疾病患者长期所服用的抗精神类药物有所差异，其在后期的体重增加幅度

也会有所变化，后期的护理工作开展确实可以有效缓解这一情况，并且也可以改善药物副作用所带来的诸多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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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疾病患者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比较大的难度，并且

其始终是临床医学工作开展的难题，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长期服用抗精

神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安全性

也更高，但是其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会造成患者非常严重的体重变化。尤

其是奥氮平这类非典型的药物更是会造成患者体重的严重增加，还会导

致患者的机体代谢水平出现紊乱的情况，最终造成了患者体内的血糖、

血脂等出现异常状况，甚至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诸多并发症，对于患者

在后期的治疗依从性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为此本研究通过针对观察组中

的患者采用相应的护理干预，其在体重增加以及其他并发症出现方面明

显优于对照组，同时针对两组患者均采用三种不同的抗精神药物，其对

患者体重增加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案例选取的是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我医院所接诊的 120

例精神疾病患者资料，以随机分组的方式平均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

每组患者各 60例。

观察组：男 38 例，女 22 例。最大年龄 52 岁，最小年龄 28岁，平

均年龄 40.28 岁。

对照组：男 21 例，女 39 例。最大年龄 64 岁，最小年龄 31岁，平

均年龄 45.24 岁。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情况，得出患者在治疗之前的血压、

血脂以及血糖指标均符合正常标准与要求，并且其在基础资料对比上无

显著差异，即（p>0.05)，可以进行后续比较。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在平均分组之后分别使用奥氮平、喹硫平以及齐

拉西酮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不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只是要求患者

严格进行药物剂量使用，并且每一组药物的初始剂量比较小，后期可以

尝试增加适当的剂量以调整到更加合适的范围当中。针对患者的血糖指

标变化进行动态观察，在治疗六周之后观察本组患者的体重改变情况。

1.2.2 观察组患者除了采取上述的药物治疗之外还需要辅助相应的

护理干预举措，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针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患者需要充分了解治疗

的具体方法，并且要清楚知悉药物使用过后可能会存在的不良反应和相

对应的解决办法。通过给予患者积极的引导，进而使得患者可以得到相

应的鼓励，改善了其沉重的精神压力负担，也使得患者个人的负面情绪

得到了缓解。作为相关护理人员还需要积极做好和患者以及和患者家属

之间的沟通，这样才能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增强对于医护人员的信任度，

更好的为患者康复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严格进行用药过后的后期体

重监测，积极促进患者康复。

第二，针对患者进行必要的行为干预和控制，这就需要针对患者的

饮食进行严格管理，通过告知其摄入低热量以及低糖的食物，平日需要

多食用一些水果和蔬菜，富含丰富的纤维素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免疫

力，尽可能确保患者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从作息方面看需要帮助患者

调整作息规律，对睡眠时间要严格把控，避免其出现严重嗜睡的情况，

同时也需要确保患者得到有效的休息和良好的睡眠。平日里要格外注意

自身体育锻炼的开展，通过适当增加运动量，例如散步、慢跑等等，可

以增加自身机体内部的代谢能力，使得体重控制在合理范围。

第三，开展积极的宣教工作。通过采用视频播放或者讲座等方式，

积极针对相关的健康基础知识进行宣传，使得患者以及家属可以有效提

高对于这一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并且也需要做好相应的体重控制工作，

在治疗过程中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好的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不同药物针对患者体重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对比患者采用干

预护理办法以及不采用干预护理办法的体重差异。

1.4 统计学意义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四格表资

料的 Fisher 确切概率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分析不同药物对于患者体重的影响和变化。得出不同药物

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体重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影响，并且 A组患者采用奥

氮平进行治疗过后体重增加幅度最为显著，差异对比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即（p<0.05)，具体如下表 1所示：

（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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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干预后遵医行为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遵医 部分遵医 不遵医 遵医率

对照组 49 20(40.8) 16(32.7) 13(26.5) 36(73.5)

研究组 49 25(51.0) 19(38.8) 5(10.2) 44(89.8)

2 / 4.36

P / 0.0369

2.2 两组干预后护理工作满意度评分、生活质量的比较

两组比较而言，研究组对护理工作评分更高（93.46±6.64 分 vs

83.72±5.81 分），且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94.37±6.54 分 vs

84.42±5.43）（t=7.73、8.19，P＜0.05）。

表 2两组干预后护理工作满意度评分、生活质量的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对照组 49 83.72±5.81 84.42±5.43

研究组 49 93.46±6.64 94.37±6.54

t / 7.73 8.19

P / 0.000 0.000

3 讨论

在女性疾病中，盆腔炎属于一种最常见的疾病，一般可以划分为慢

性和急性两种类型。临床上主要是采取物理疗法、中药以及广谱抗菌药

等给予灭菌等治疗，但盆腔炎的治疗周期比较长，有效的护理干预有助

于患者疾病的恢复。

本次研究中，研究组的遵医行为状况明显比对照组更好（P＜0.05）。

也就是说，在采取健康护理干预后，患者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有助于

患者疾病恢复。健康教育护理则是将患者作为护理工作的中心，在疾病

的各个方面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充分了解病情，积极配合治疗
[5]
。本

研究中研究组满意度明显比对照组高，且研究组生活质量也明显更高（P

＜0.05）。由于多种因素都会对盆腔炎住院患者产生刺激，极有可能患

者会应激反应增强影响治疗成效。所以给予患者健康教育干预，保证患

者熟悉医院环境、疾病治疗相关状况，知晓积极治疗的意义，可以发挥

作用，在提高治疗疗效的同时，让患者更加满意医院的护理工作。

综上所述，对盆腔炎住院患者应用健康鉴于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患

者对医嘱的依从性，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医院的护理工作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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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药物对于患者治疗过后的体重影响情况对比（kg)

组别 对照A 组 对照 B组 对照 C 组 观察 A组 观察 B 组 观察C组

治疗之前 56.87 54.27 55.86 54.27 55.77 54.29

治疗过后 66.71 59.16 57.25 59.26 56.98 55.17

2.2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是否采用护理干预方式之后体重的变化情

况，得出观察组患者在采用护理干预方式之后，其体重变化幅度明显小

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具体如下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是否采用护理干预手段后体重变化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体重增加人数 发生概率

对照组 60 58 96.67%

观察组 60 42 70%

3、讨论

针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具有比较显著

的治疗效果。近些年来，抗精神疾病药物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同时其所

具有的不良反应也在不断减少，显效速度的增快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相

关行业医疗人员对其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是这类药物往往会对患者造成

体重增加的影响，患者一旦出现体重快速增加的情况就会导致其出现严

重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抗精神类药物会

导致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出现紊乱的情况，从而影响了患者的恰丘脑部位

机制的调节，也会使得催乳素等激素分泌明显增加，最终影响了患者机

体内的葡萄糖代谢情况。还会有一些患者出现饮食量不断增加的状况，

故而导致肥胖。本研究通过针对观察组患者采用护理干预，确实明显降

低了体重增加的概率，其发生率仅仅为 70%，明显少于对照组 96.67%，

二者对比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同时通过研究也

得出不同的药物针对患者体重产生的影响也明显不同，奥氮平相较于其

他两种药物来说会导致患者出现更为严重的体重增加情况，所以未来在

临床上使用抗精神药物的时候也应该有所选择，加之对患者实行行为以

及心理方面的干预，改善患者的体重变化情况，注重患者的代谢水平改

变，尽可能确保患者体重处于正常的范围当中，降低不良反应出现概率，

有效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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