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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效果

王 通

济南市优抚医院 山东 济南 250021

摘 要：目的：探讨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效果。 方法：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究对象，抽样时间为 2020年
1月到 2021年 1月，抽样对象为 经临 床检验已确诊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抽样数量为 160，将其中 80例患者纳入
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剩余 80例纳入实验组，在利培酮的基础上 采用氯氮平治疗，收集两 组患者的临 床信息并加
以 分析，对比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的情绪状态、PANSS评分以 及生活质量。 结果：治疗前，实验组和对照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PANSS评分以 及情绪状态 SAS和 SDS评分均无明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
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实验组患者 SAS焦虑评分、SDS
抑郁评分以 及 PANSS评分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 ，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但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氯氮平能够有效提
升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临 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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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lo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Methods: The sampling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ampling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The sampling objects were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who had been diagnosed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The sampling number was 160. 80 of them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with risperidone, and the remaining 80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y
were treated with clozapine on the basis of risperidone.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treatment effect, emotional state, PANSS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PANSS, SAS and SDS of emotional stat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t the same time, SAS anxiety score,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PANSS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ata comparison (P < 0.05);
Moreove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bu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Clozap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Clozapine; Refractory schizophrenia; Clinical effect

精神分裂症是一 种病因未明的慢性疾病，多在青壮年
缓慢或亚 急性起病，临 床上 往往表现为 症状各异的综合征，
患者疾病发作 时涉及到感官知觉、思维逻辑、情感体验以
及行为 表现等多方面的障碍以 及精神活动的不 协调。患者
在一 般情况下 意识清醒，不 存在智力障碍，但精神分裂症
病程周期长，反复发作 、加重或恶化，部分患者最终由于
疾病加重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部分患者经过药物治疗与
心理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但部分患者经过
治疗却疗效甚微，精神状态不 见好转，这部分患者即为 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1 ]。 针对这部分患者，需要临 床通过不 断
研究和实践，探索更加有效且 安全的治疗方法。本文的主

要目的为 探讨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临 床效果，
具体如下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法抽选研究对象，抽样时间为 20 20 年

1 月到 20 21 年 1 月，抽样对象为 经临 床检验已确诊的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抽样数量为 160 ，将其中 80 例患
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利培酮治疗，剩余 80 例纳入实验组，
在利培酮的基础上 采用氯氮平治疗。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
有女性患者34例和33例，各自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42.50 %
和 41 .25%，总数目为 67例，共有男性患者 93例，两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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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有46例和47例，在组内占比分别为 57.50 %和58.75%；
在进行患者抽样时，将患者的年龄范围锁定在 23~65岁
之 间，抽样完成进行分组研究时，对照组最大年龄的患者
岁数是 65岁，最小的患者年龄为 25岁，实验组最大年龄
的患者岁数是 62岁，最小的患者年龄为 23岁，根据两 组
患者的数量可推算两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区间，分别为
（32.92± 3.0 1）岁和（31.52± 2.91）岁。 实验组患者病程
1~6年，平均病程（2.99± 0 .38）年，对照组患者病程 1~7
年，平均病程（3.15± 0 .57）年。 两 组一 般资料可以 用于
研究和对比（P＞0 .0 5）。

纳入标准：（1）入选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自愿参
与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2）所有患者均符合精神
分裂症诊断标准。 （3）所有患者患病时间不 低于 1 个 月
且 住院治疗时间超过 3个 月。 （4）所有患者均无极度兴
奋和躁动的情况。

排除标准：（1）排除不 愿参与 本次研究的患者。（2）
排除妊娠期和哺乳 期的女性患者。 （3）排除临 床资料不
完整的患者。 （4）排除患有其他 智力障碍和严 重心脑血
管疾病对患者。

1.2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 对照组患者利培酮（生产 厂家：齐鲁制

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H 20 0 4180 8，规格：1m g * 30 片/
盒）治疗。 用法用量：每日 1 次或每日 2次，起始剂量
1m g，在 1 周左右的时间内逐渐将剂量加大到每日2~4m g，
第 2周内可逐渐加量到每日 4~6m g。 此后，可维持此剂量
不 变，或根据个 人 情况进一 步调整，一 般情况下 ，最适剂
量为 每日 2~6m g。 每日剂量一 般不 超过 10 m g。

实验组：在使用利培酮治疗的基础上 再使用氯氮平
（生产 厂家：江苏恩华药业 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 320 22963,规格 25 m g * 1 0 0 片/瓶）治疗。 利培酮用法用
量同对照组，氯氮平用法用量：口服从 小剂量开始，首次
剂量为 一 次 25m g，一 日 2~3次，逐渐缓慢增加至常用治
疗量一 日 20 0 ~40 0 m g，高量可达一 日 60 0 m g，维持量为 一
日 10 0 ~20 0 m g。

注意事 项：（1）出现过敏性皮疹及恶性综合征应立
即停药并进行相应的处理；（2）中 枢神经抑制状态者慎
用；（3）治疗头 3 个 月内应坚持每 1~2周检查白细胞计
数及分类，以 后定期检查；（4）定期检查肝功能与 心电
图；（5）定期检查血糖，避免发生糖尿病或酮症酸中 毒。

1.3观察指标
在此次研究当中 ，需要收集两 组患者的临 床信息并加

以 分析，对比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的情绪状态、
PA NSS评分以 及生活质量。

治疗效果可分为 显效、有效和无效三 种等级。 显效：
指患者症状显著改善，恢复效果良好且 无任 何不 良反应；
有效：指患者经过药物治疗，临 床症状有明显改善，但尚
未完全痊愈，需要继续接受治疗；无效：指患者经过药物

治疗后效果不 佳，患者病情仍 然较为 严 重。 总治疗有效率
= （显效+有效）/总例数× 10 0 % 。

患者的情绪指标主 要评估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两 个
方面，使用SDS焦虑评估表和 SA S抑郁评估表来进行测
试，两 个 表检测出患者的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负面情绪
越严 重，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没得到明显的改善。

使用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PA NSS）来评估患者的精
神分裂严 重程度，PA NSS评分越高，表示精神分裂越严
重。

生活质量评分的满分为 10 0 分，其中 躯体功能评分
25分，心理功能评分 25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 25分，
社会功能 25分，这四项指标患者的分数越高，生活质量
总分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 .0 软件 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和 t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和%表示计数资料，P＜0 .0 5表示
有统计学意义 。

2 研究结果

2.1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经过治疗，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对照组

（P＜0 .0 5）。
表 1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n ,(% )]

Th e th erapeutic effectsofth e experim en tal group an d th e
con trol groupwere com pared

组

别

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治疗有效

率

实

验

组

对

照

组

x2

P

80

80

-

-

42（52.50 ）

30 （37.50 ）

4.546

0 .0 33

33（41 .25）

32（40 .0 0 ）

0 .0 32

0 .857

5（6.25）

18（22.50 ）

10 .727

0 .0 0 1

75（93.75%）

62（77.50 %）

10 .727

0 .0 0 1

2.2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情绪变化
治疗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SA S评分和 SDS评分

接近，无统计学意义 （P＞0 .0 5）；治疗后，实验组患者
的SA S评分和 SDS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两 组数据对比
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表 2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情绪变化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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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组

对

照

组

t

P

80

80

-

-

（68.24±

3.24）（68.22

± 3.41）

0 .0 38

0 .0 97

（70 .33± 4.25）

（70 .31± 5.21）

0 .0 27

0 .979

（42.31

± 5.0 2）

（58.24

± 4.36）

21 .429

0 .0 0 1

（30 .47±

2.24）

（56.25±

3.14）

57.782

0 .0 0 1

2.3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 NSS评分
治疗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PA NSS评分接近，无

统计学意义 （P＞0 .0 5）；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 PA NSS评
分低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表 3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A NSS评
分( sx  )

PA NSSscoresofth e experim en tal group an d th e con trol
groupwere com paredbefore an d aftertreatm en t

组别 例数 治疗前PA NSS评分 治疗后PA NSS评分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80

80

-

-

（88.26± 4.31）

（88.22± 4.41）

0 .0 58

0 .954

（39.24± 1 .33）

（56.47± 2.14）

61 .164

0 .0 0 1

精神分裂症是一 种慢性的、严 重的精神障碍，包括患
者个 人 情感、个 人 知觉、意识、情绪、行为 等方面出现扭
曲[2]。 精神分裂症常发病于 患者青壮年时期，患有精神分

裂症的患者在疾病发作 时，身体感觉、思维逻辑、情感体
验和行为 表现等方面都产 生障碍，但不 会出现昏迷和智障，
患者很难区分真实和想象，进而导致反应迟钝、行为 退缩
或过激[3]。病情严 重到一 定程度后导致患者无法正常社交 ，
社会功能严 重退化，呈现出一 种精神残疾的状态，对患者
自身、家庭及周围人 都带来不 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影响患
者的社交 及工作 能力[4]。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是指通过足量
的药物及疗程治疗后，仍 未取得理想疗效。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及生活节奏的加快，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 必须对此类患者采取相应的治疗，以 减轻患者痛
苦。

综上 所述，氯氮平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具有显著的
临 床疗效，可减轻患者痛苦，改善其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
促使患者精神和身体都得到良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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