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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患者

发生精神病的原因。具体来说，患上这一疾病的患者不

仅会出现精神和心理活动方面的异常，与此同时，也会

表现出一系列的行为紊乱症状，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负

担。而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尝试探究丙戊酸钠这一药

物在治疗精神科患者过程当中所能取得的疗效，现作如

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 次 研 究 使 用 电 脑 小 程 序， 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20 年 3 月 15 日本院就诊的精神科患者当中，随

机抽取 72 例加以研究。并且根据抽签法的原则，将其

中 1/2 的患者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当中，使用常规疗法来

为他们进行治疗。同时将剩下 1/2 的患者随机分配到

研究组当中，在常规疗法的基础上增加丙戊酸钠这一

药物，为他们进行联合治疗。各 36 例。在对照组的 36

例患者当中，男 22 例，女 14 例。年龄 23 ～ 72 岁，平

均（44.98±4.67）岁。在研究组的 36 例患者当中，男

23 例，女 13 例。年龄 24 ～ 71 岁，平均（45.14±4.65）

岁。除此之外，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并未

发现显著性的差异，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治疗方式为电针、抗抑郁、

心理干预、口服抗精神类药物。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进行丙戊酸钠（生产厂家：伊龙（洛阳）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41022917）治疗，每 d/2 次，

每次 1 片，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均治疗三个月 [1]。

1.3 观察指标

使用 PANSS 量表来评估患者的精神状态。并且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之后的生活质量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在研究过程当中，全面收集两组患者的一系列资料。

并在研究结束之后，将这些资料统一录入到 SPPS 22.0 软

件当中，进行综合的对比研究。最后，使用卡方检验法，

来统计两组患者的数据差异性。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分析

从下表 1 我们可以得知，研究组患者在精神、生理

和心理等方面的改善情况要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分析表（x±s）

组别 例数 精神方面 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

研究组 36 78.97±4.32 88.64±2.54 60.43±3.08

对照组 36 54.87±3.25 66.23±4.27 50.77±3.28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NSS 评分情况对比分析

接受治疗之前，研究组的评分为（104.88±7.34）

分，而对照组的评分为（103.12±8.96）分。接受治疗之

后，研究组的评分水平为（77.21±5.78）分，而对照组

为（87.45±6.54）分。研究组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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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20年3月15日收治的精神科患者当中，采用电脑小程序随机抽72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使用抽签

法，将这72例患者随机分为人数各为36例的研究组和对照组。对于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疗法来对他们加以治疗。

对于研究组患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丙戊酸钠这一药物，进行综合的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之后的生活质量水

平PANSS评分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以及PANSS评分改善情况都要显著优于对

照组，两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如果能够在为精神科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在其

治疗方案当中增加丙戊酸钠这一药物，那么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显著提升最

终的治疗有效性，值得在临床上进行相应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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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脚步的加快，导致人们

生活压力增大。根据有关资料证实，我国各类精神病病

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上涨。精神病是指患者有严重的心

理障碍，患者动作、意志、情感、认知等行为活动以及

心理活动均出现异常，导致患者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

作、和学习，而且此类患者行为动作不能被正常人所理

解，患者在病态心理支配下，有伤害他人、攻击、自杀

的行为 [2-5]。本病不仅对患者日常生活产生极其严重的影

响，给家庭以及社会均造成严重的负担，因此对患者进

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唯一方法。在

临床治疗中常用治疗方式为电针、抗抑郁、心理干预、

口服抗精神类药物。我院为提高治疗效果，在本次调查

中，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患者丙戊酸钠药物治疗。丙

戊酸钠又被称为 2- 丙基戊酸钠，属于复方制剂的一种，

主要成分为丙戊酸钠。本药具备抗狂躁、抗惊厥等作用。

本药对脑末稍神经以及人脑神经合成、升高起到促使的

作用，对脑末稍神经降解起到抑制的作用。患者服用以

后可有效的提升 γ- 氨基丁酸水平，从而达到缓解精神

病发病情况。本药现如今已经广泛的应用在混合型、肌

阵挛发作、强直阵挛发作、失神发作等类型综合征的治

疗中。而且本药对人体中枢神经 5-HT 释放起到增加的

作用，从而达到促进神经抑制的目的 [6-10]。除此之外本

药对琥珀酸半醛脱氢酶、GABA 转氨酶起到抑制的作用，

从而达到抗抑郁、抗惊厥的目的。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因此人们的

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类精神疾

病的发病率也呈现出了一定的上涨趋势。由于患有极为

严重的心理障碍，因此精神疾病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一系

列行为异常的症状，与此同时，患者的认知和情感能力

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严重的情况下，患者甚至有可

能做出攻击他人以及自杀的行为，并给其家庭带来沉重

的负担。在临床治疗此类患者的过程当中，抗精神类药

物以及心理干预疗法都得到了十分普遍的应用。而本次

研究正是在常规治疗的前提下，使用丙戊酸钠为患者进

行联合治疗，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1-13]。丙戊酸钠作

为一种复方制剂，同时还有“2- 丙基戊酸钠”这一别

称。这一药物可以通过改善精神患者的脑末梢神经降解

情况，起到显著的病情抑制作用。特别是在抗惊厥、抑

制狂躁症状等方面，效果十分明显。在服用此类药物之

后，患者体内的 γ- 氨基丁酸水平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

升，进而有效缓解其病情。

近年来，已有很多关于丙戊酸钠治疗情感障碍、躁

狂发作及其与抗精神病药物合用预防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研究。从个体的研究很难得出全面的结论，因为判断标

准、研究方案、病例数统计方法和结果都存在不一致的

地方 [14]。但从总体来讲，丙戊酸钠对躁狂发作的疗效与

情感稳定剂锂盐相当且副作用少，对双相障碍预防复发

有较好疗效。丙戊酸钠合并抗精神病药物能减轻临床阳

性症状，尤其对伴有攻击、冲动行为者效果明显，并有

助于改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症状，为难治性精神分裂症

和抗精神病药物所致 TD 患者提供了一种可取的治疗途

径，但仍需要更多的临床和动物试验研究来证明丙戊酸

钠在精神科各种疾病治疗方面的作用。

而在本次研究当中，使用丙戊酸钠进行治疗的研究

组患者相比于单纯使用常规疗法进行治疗的对照组患者，

在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方面，都获得了更为显著的改善。

除此之外，使用 PANSS 评分量表来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进

行评估，结果也发现，在接受治疗之后，研究组患者的

精神状态情况要显著优于对照组。因此，如果能够将这

一疗法在临床上进行普遍的推广，必然能够造福更多的

精神疾病患者。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丙戊酸钠在各类精神病临床治疗中，效

果确切，值得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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