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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双相躁狂症属于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障碍，

这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精神科内属于较高的一种精神

疾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进行临床研究时，这一疾病

的病因并没有被明确出来，大多数的研究人员认为心理

因素和机体生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患者

出现这种疾病。双相躁狂症，患者在发病时患者的临床

症状以躁狂为主，弱患者病情较为严重，则患者伴随存

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患者的病情容易出现反

复发作，而早期在对患者进行实际治疗时，主要采用心

境稳定剂对双相躁狂症患者进行治疗。随着近年来临床

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认为在进行患者的治疗时选

择联合用药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医务人员需针

对患者的病情状况给予患者综合治疗，能够使患者的治

疗效果得到改善。本次研究探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

合丙戊酸钠对双相躁狂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并评估其临床

可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 在 我 院 就 诊 的 双 相 躁

狂 症 患 者 90 例， 通 过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分 为 两 组。 实 验

组 45 例， 男 25 例， 女 20 例， 年 龄 18-60 岁， 平 均 年 龄

（43.6±10.2）岁；对照组 45 例，男 26 例，女 19 例，年

龄 18-58 岁，平均年龄（43.1±9.7）岁；

收入标准：（1）符合我国相关者的标准中双向造狂

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在 80 岁及以下的患者；（3）患

侧上肢明显运动功能障碍者；（4）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

者；（5）首次发病且发病 15 天 ~1 个月以内者；（6）意识

清楚，查体配合，无严重失语者。

排除标准：（1）严重脏器功能障碍，如心衰、呼衰

等疾病；（2）严重认知功能障碍；（3）病情尚未稳定，

生命体征不平稳，如进展期脑梗死或脑出血；（4）体内

留有金属异物，如心脏支架等；（5）既往有癫痫病史；

（6）有颅骨缺陷。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入院时，血糖、血脂、血压等多

方面指标无明显差异（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内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单纯应用丙戊酸钠作

为治疗药物，患者用药方式为口服用药，每日用药两次，

每次用药剂量为 0.4g

实验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用药基础上增加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物，奥氮平进行治疗，患者丙戊酸钠用药方式

与对照组完全相同，而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奥氮平用药

剂量为 5mg/ 次，患者每日用药两次。

1.3 疗效判定标准

本次研究采用躁狂量表评分标准，对患者的个体状

况进行评估，分析患者的治疗效果。基本痊愈：患者评

分在 5 分以内；显效：患者评分为 6~12 分；有效：患者

评分为 13~19 分；无效：患者最终评分在 2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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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选择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辅助丙戊酸钠进行治疗，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使患

者的病情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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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计量资料，率（%）表示计数资料，行 χ2 及 t 检验，

有统计学差异为 P ＜ 0.05。

2.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实验组治疗有效率为 96.00%，对照组的 73.50%（P

＜ 0.05），对照组明显低于实验治疗组见表 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基本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40 8 19 11 2 38（95.00）

对照组 40 3 15 12 11 29（72.50）

X2 9.1459

P 0.0000

2.2 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在完成治疗后发现，对照组患者相较于实

验组来说，焦虑评分及疼痛评分明显更高，数据对比分

析差异显著（P ＜ 0.05）。详细数据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对比

组别 SAS SDS

实验组（n=40） 44.65±6.23 45.25±5.12

对照组（n=40） 61.85±5.41 60.48±6.14

T 9.1264 8.9621

P 0.0000 0.0000

2.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对比

在研究完成后，两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

应发生状况，而对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相较于实

验组来说更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

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心悸 口干
胃肠道

反应

心电图

改变
总发生率

实验组 40 0 2 1 1 10.00%

对照组 40 3 6 2 1 30.00%

X2 9.1878

P 0.0000

3.讨论

双相躁狂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类型，

这种疾病在临床上的整体患病率较高。患者在发病后主

要表现为情绪低落以及兴趣缺乏，患者若病情严重还有

可能出现轻生的念头，采用常规药物对抑郁症患者进行

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患者的病情，但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患者存在的认知偏差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都

不了解抑郁症的真正病因是什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

病。抑郁症并不是一种情绪不好，感受不到快乐的精神

疾病，很多人对于抑郁症的认知只是认为这种疾病就是

矫情，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吓自己，其实这对于抑郁症患

者来说是极为不尊重的。其实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是

极为阴暗的，在抑郁的时候患者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

暗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人，都会让患者感觉到极为害怕

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安全感，而自己的疾病不被他人所理

解，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轻生的想法。对于患

者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很多患者怕的

并不是死亡，而是在死亡后亲人会因为自己的死亡伤心。

受到外界评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会感觉自己极为

孤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深深的无力感。据相

关资料统计，双相躁狂症的发病率占精神病患者的总数

的 1.5% 左右，是导致患者自杀的一个主要病症，目前临

床上针对双相躁狂病症到引发机制还并未完全清晰，而

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较为多样化，大多数患者伴随存在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预后恢复较差，不仅会影响患者的

正常工作与生活，同时还会对社会及家庭造成极大的负

担。虽然在目前临床上针对这种疾病进行治疗时能够选

择的药物较多，但产生的疗效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某

些药物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毒副反应较为明显，大多数

患者均不能耐受较长时间的用药治疗。随着近年来医药

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各种新型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

也趋于广泛，精神类疾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时有更多的机

会选择不同的药物接受治疗，选择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

对于医护人员开展患者的治疗工作来说，有十分积极的

作用。

药物治疗一直是针对双相躁狂症患者进行治疗的首

选方式，而在对患者进行早期治疗是常用的临床药物为

心境稳定剂，目前临床上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所选择

的心境稳定剂，包括抗抽搐剂和碳酸锂两大类型，而在

所有药物中丙戊酸钠属于一种常用的抗抽搐剂。在近年

来的药理研究中发现，丙戊酸钠应用于升降躁狂症患者

的治疗中，能够使患者脑内抑制神经介质 γ- 氨基丁酸

的表达水平能够选择性的增强突出后对神经介质 γ- 氨

基丁酸的表达剂，而使患者脑内神经元的抑制作用得到

进一步的增强，能够起到良好的抗燥狂的效果。在最近

几年中，临床研究中发现这一药物在应用于双相躁狂症

患者的治疗中，疗效相对较为稳定，患者出现的不良反

应较少。这本次研究结果中发现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但整体来说两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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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实验组内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提示这一治疗方式在应用过程中整体安全性较高，医务

人员所选择的治疗方案基本不会对患者的机体功能产生

明显的影响，但在进行患者的临床治疗时，如果患者在

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不良反应，则必然需要给予患者一

定的治疗支持，必要时可停止用药或更换药物，以保障

患者的治疗安全性。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证实将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与丙戊酸钠融合应用于双相躁狂症患者的

治疗中，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丙戊酸钠属于一种广谱

抗癫痫药物，药物成分中不含有氯，能够有效缓解癫痫

患者的惊厥状况，应用于患者的镇静治疗中产生的效果

良好。将其应用于双相躁狂症患者的治疗中，能够有效

减少患者的病情复发率，进而改善患者的病情。为了使

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提升，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用药

时，由于双相躁狂患者的病情较为特殊，需要给予患者

合理的用药调整，切不可单纯根据某一文献或资料盲目

进行用药，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保障患者的治疗效果，使

患者的病情得到康复。

综上所述，在对双相躁狂症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

选择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辅助丙戊酸钠进行治疗，能够

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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