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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临床中在为焦虑合并抑郁患者选择治疗方案时，应用艾司西酞普兰与文拉法辛的效果。方法：随机抽选在我院收治的 60 例焦虑合

并抑郁患者，分别应用文拉法辛治疗，以及应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前者纳为对照组，后者纳为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开展时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将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以及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结果：在 HAMD、HAMA 评分对照中，治疗前，两组患者对比，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 HAMD、HAMA 评分明显更低（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76.67%，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0.00%，两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升高，两组患者存在明显差异（P＜0.05）。结论：为焦虑合并抑郁患者选择应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效

果更加明显，且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从而确保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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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患者的常见临床症状为容易发怒、紧张等临床症状，抑郁患者

的常见症状为心境滴落、闷闷不乐等反映，临床中常见焦虑症和抑郁症

相互并存，从而增加了患者的临床治疗难度，并且导致患者的功能障碍

更加严重[1-2]。近年来，第四代抗抑郁药物，为医生提供了更有效、安全

和多样化的药物选择，其中以文拉法辛较为常见。而艾司西酞普兰也是

目前临床应用的代表药物，是一种新型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现

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艾司西酞普兰的特异性机制是改善 5-ht 神经传导，

其优点就是药物相互作用特别少，从而有效调节情绪，进行抗抑郁、抗

焦虑治疗[3]。因此，为了对比应用艾司西酞普兰与文拉法辛的效果。本

研究随机抽选在我院收治的 60 例焦虑合并抑郁患者，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在我院收治的 60 例焦虑合并抑郁患者，分别纳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17 例、13 例，平均年龄为（40.45

±6.22）岁；观察组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18 例、12 例，平均年龄为

（41.28±6.29）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异（P＞

0.05）。 

排除标准：所以患者均符合焦虑合并抑郁诊断标准[4]；所以患者以

及其家属均对本次药物治疗知情同意。纳入标准：存在自杀倾向；对本

次药物存在服用禁忌；存在躯体障碍和癫痫疾病的情况。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应用文拉法辛，国药准字 H20070269 ，生产厂家： 成都康

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格：25mg*16 粒（一夫欣），每日晨服或

者夜间服用 1 次，每次初始计量为 25mg，根据患者个体情况，每日最

大剂量为 50mg，连续治疗 6 周。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应用艾司西酞普兰片(百洛特)，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0788，生产厂家：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10mg*10

片/盒，每日晨服 1 次，每次初始剂量为 10mg，根据患者个体情况，每

日最大剂量为 20mg，连续治疗 6 周。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在治疗前和治疗治疗

6 周后进行评定，采用 HAMD 量表（21 项）评估患者的抑郁情况，其

中 HAMD 总分＜8 分轻度抑郁，总分＞17 分为中度抑郁，总分＞24 分

为严重抑郁。采用 HAMA 量表（14 项）评估患者的焦虑情况，其中 HAMA

总分＞7 分可能焦虑，总分＞21 分为明显焦虑，总分＞29 分为严重焦

虑。 

（2）治疗有效率，①治愈:患者 HAMD、HAMA 评分降低率大于 75%；

②显效:患者不良心理情绪明显缓解，HAMD、HAMA 评分降低率大于

50%小于 75%；(3)有效:患者不良心理情绪有所改善，HAMD、HAMA 评

分降低率在 25%-50%范围；④无效:患者 HAMD、HAMA 评分降低率小

于 25%。治疗有效率=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3）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 SF-36 问卷，包括 8 个维度，

包括生理机能、躯体疼痛、精力、情感职能等方面，该量表评分总分为

100 分，将较高的分值定义为该维度的生活质量较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经 t 检验，计数

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结果 

2.1 将两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进行对比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分别为（23.65±3.22）

分、（20.16±2.18）分，对照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分别为（22.66

±3.85）分、（20.44±2.63）分，两组对照不存在明显差异（t=1.080、

0.449，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分别为（9.35

±1.47）分、（6.45±1.38）分，对照组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分别

为（11.35±1.39）分、（8.25±1.31）分，两组对照不存在明显差异（t=5.415、

5.037，P＜0.05）。 

2.2 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 

在治疗有效率比照中，观察组治愈 8 例（26.67%）、显效 9 例

（30.00%）、有效 6 例（20.00%）、无效 7 例（23.33%），观察组治疗有

效率为 76.67%。对照组治愈 5 例（16.67%）、显效 7 例（23.33%）、有

效 6 例（20.00%）、无效 12 例（40.00%），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0.00%，

两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x2=6.421，P＜0.05）。 

2.3 将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对比 

治疗前，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为（53.88±6.57）分，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为（53.27±6.22）分，两组患者不存在明显差异（t=0.369，

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78.45±6.09）分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评分为（83.26±7.28）分明显升高，两组患者存在明显差异

（t=2.776，P＜0.05）。 

3.讨论 

至 21 世纪以来，许多精神疾病，特别是焦虑和抑郁症的发病率越

来越多，而且抑郁合并焦虑也是临床比较难治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近

年来，新型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不断出现， 

与单胺氧化酶抑制药、三环类抗抑郁药等相比，文拉法辛疗效更好，

对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但是仍然存在起效慢、复发

率高等劣势，同时，患者也容易存在一些肠胃道副作用。 

同时，虽然新型抗抑郁药对老年期抑郁症有较好的疗效，但有研究

表明，与其他抗抑郁药相比，艾司西酞普兰能更短时间内缓解精神障碍

状况[5]。艾司西酞普兰主要作用机制是加强对 5TH 重吸收，以及对单胺

氧化酶的抑制作用，可以对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改善持续时间更长，

更有选择性，所以西酞普兰用量更小，副作用更少。本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 HAMD、HAMA 评分明显更低；观察

组治疗有效率为 76.67%，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0.00%，两组比较存在

明显差异；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升

高，两组患者存在明显差异（P＜0.05）。说明对于焦虑合并抑郁患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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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应用文拉法辛疗效相比，应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更有利于患者抑

郁、焦虑情绪的改善，同时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临

床疗效显著。究其原因，5TH 和 NE 等是调节焦虑、抑郁患者情绪的重

要神经递质，而艾司西酞普兰通过改善这类相关的神经功能，调控各神

经递质之间平衡，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不适的情感、认知等不适症状，

从而对提升患者的日常活动和运动能力具有明显的优势。另外，艾司西

酞普兰很少与其他类型的药物相互作用，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抗

抑郁、抗焦虑用药[6]。 

综上所述，为焦虑合并抑郁患者选择应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患

者的不良情绪改善效果更加明显，且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从而确保临床

疗效。 

参考文献： 

[1]牛丽华,牛怡人.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心理干预对老年 2 型糖尿病合

并 焦 虑 抑 郁 患 者 抑 郁 焦 虑 症 状 及 血 糖 水 平 的 影 响 [J]. 中 国 社 区 医

师,2021,37(31):28-30. 

[2]庄金龙.艾司西酞普兰联合综合心理干预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合并焦虑抑郁的疗效观察[J].心理月刊,2021,16(15):50-51. 

[3]吴世鹏,周文芝,赵得晟,明青容.阿立派唑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治疗精神分裂症合并抑郁焦虑的疗效及对血清因子的影响[J].中南医学

科学杂志,2021,49(02):219-222. 

[4]史文欢,季康寿,杨茗茜,姜钧文.焦虑/抑郁临床证治特点频数分析

及合并疾病规律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23(05):156-162. 

[5]李婷婷.不同抗抑郁药物治疗焦虑合并抑郁的效果评价[J].中国继

续医学教育,2020,12(04):129-131. 

[6]孟肖婷.文拉法辛与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症的控制效果和安全性

对比[J].中国卫生工程学,2021,20(03):493-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