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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曲林结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疗效分析

陈爱武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200233)

【摘要】目的：评估舍曲林结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2月
我院收治的 90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单一组和综合组，每组 45例；单一组予以舍曲林治疗，综合组以舍曲林+认知
行为干预联合治疗。 通过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综合组患者治疗后的 HAMD
评分低于单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将舍曲林结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青少年抑郁症，可以明显改善患者
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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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主要表现为似病非病、坦途无悦、反抗父母、
自杀行为、意识层与潜意识层的不良暗示，患者的身心健康与
睡眠均受到极大影响。 目前，多采用常规药物治疗，但长期服
用抗抑郁药物可以出现焦虑、易怒、冲动、精神运动性不安等
症状，且治疗效果不明显。 近几年，对青少年抑郁症在舍曲林
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干预，不仅改善患者不良症状，还可以
提高治疗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2月我院收治的 90例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排除精神、认知障碍患者；对研究
用药过敏者；抑郁症病史患者。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均经过精
神障碍分类标准诊断为抑郁症。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45
例。

单一组：男 20 例，女 25 例；年龄 13～18 岁，平均(14.85±
1.34)岁；病程 2～16个月，平均(10.23±1.05)个月。

综合：男 23 例，女 22 例；年龄 12～18 岁，平均(15.02±
1.41)岁；病程 2～15个月，平均(9.76±1.82)个月。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单一组患者口服盐酸舍曲林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10980141，50mg×14片)，起始剂量为 50mg/天，根据患
者个人情况谨遵医嘱调整剂量，最高剂量为 200mg/天，可单
独或与食物同时服用，早晚服用均可。

综合组患者在单一组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干预：
(1)认知行为评估。 与患者进行由浅及深的交流，明确患

者对抑郁症的了解程度，了解患者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根据
患者的认知能力，综合分析其性格特征、人际关系、学习环境
等，并为其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2)认知干预。以合成动画的
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治疗成功的相关案例，介绍与抑郁
症相关的信息，指出患者存在的错误认知，强调该疾病的危害
性和治疗的重要性， 帮助患者明白自身病变反应与不良情绪
来源，正确认知治疗理念，以理性信念替代非理性信念，提高
配合治疗的积极性。 (3)行为干预。 给予患者每天一次 45min
的放松训练，设置难易程度相适宜的事项及问题，指导患者独
立完成，帮助患者树立自身与社会责任感，正确认知环境与自
身能力，做好详细记录，评估患者病情。

两组的治疗时间均为 7周。
1.3观察指标
比较单一组与综合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以评估患者抑郁程度改善变化。 HAMD量表
含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等 17个项目，评分分界
值为 7 分，总分＜7 分：正常；总分在 7～17 分：抑郁症可能存
在；总分 18～24分：抑郁症存在；总分＞24分：严重抑郁症。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t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n/%表
示，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综合组患者的 HAMD评分显著低于单一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比较单一组与综合组患者治疗

前后 HAMD量表评分(x±s，分)

3讨论
发生在青少年阶段的心理病症在医学上称为青少年抑郁

症，家族遗传性因素、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态度、学业压力重及
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均可诱发抑郁情绪。 青少年抑郁症典型症
状为失眠、焦虑、厌食、自卑自责、兴趣大幅减退等，临床治疗
以缓解患者不良情绪为原则。

舍曲林目前广泛应用于治疗青少年抑郁症， 在临床剂量
下，舍曲林阻断人血小板对 5-羟色胺的摄取，改善患者的抑郁
生理症状。 但抑郁症发病的原因过于复杂，较易受多种因素影
响， 单独使用舍曲林进行治疗并不能完全改善患者的抑郁心
理症状。 认知行为治疗过程中，可以调整患者的负性认知，改
变患者对事件本身的看法，重新建立自信力与社会责任感，通
过独立完成放松训练后找到自我价值，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
题，从而达到改善患者抑郁心理症状的目的。 采用舍曲林与认
知行为干预配合治疗，弥补了舍曲林药物的局限性，不仅可以
改善患者抑郁症状， 还可以干预心理层面帮助患者完成心理
康复，对恢复健康生活状态有积极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综合组患者 HAMD评分明显低于单一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

综上所述， 舍曲林结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青少年抑郁症
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程度，具有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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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时间 HAMD

单一组 45
治疗前 28.61±1.02

治疗后 10.38±1.54

t 32.94

P ＜0.05

综合组 45
治疗前 28.70±1.34

治疗后 8.49±1.17

t 29.13

P ＜0.05

t 与单一组治疗前比较 0.17

P 与单一组治疗前比较 ＞0.05

t 与单一组治疗后比较 2.38

P 与单一组治疗后比较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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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超声在肺心病诊断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周 宇 牛艳丽
(广元市中心医院 四川 广元 628000)

【摘要】目的：探究肺心病临床诊断中应用心脏超声的效果。 方法：选择 2019年 2月至 2021年 2月期间在本院治疗的肺
心病患者 50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同期健康体检者 50例作为对照组，对比心脏超声检查结果。结果：观察组左房容积、AV明显
高于对照组，VA及 FMD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心脏超声用来诊断肺心病应用效果确切。
【关键词】肺心病；心脏超声；左房容积；房室传导时间；肱动脉内径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rdiac ultrasound in clinic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cor pulmonale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1, and 50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cardiac ultrasound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left atrial volume
and AV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VA and FMD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Cardiac
ultrasonography is effective in diagnosing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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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心病即肺源性心脏病， 是一种以肺动脉高压为诱因的
心脏疾病，需通过规范治疗缓解症状、延长寿命[1]。肺心病的早
期诊断对于疾病治疗方案的制定和预后有重要作用。 首选诊
断方式是心脏超声，可以快速确诊[2]。 肺心病作为一种典型的
心脏病，患者心脏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主要表现在左
心房容积变大，房室传导时间增加、心室收缩至心房收缩间期
缩短以及肱动脉内径百分比下降等。其中，肱动脉内径百分比
下降主要是由反应性充血试验诱发， 以上各项指标可作为诊
断的依据，获得较高诊断准确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2月至 2021年 2月期间在我院进行疾病诊

断检查的 80例肺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组成观察组，另取
同期我院接诊的 80例健康体检者组成对照组。 观察组男 45
例、女 35例，年龄 45～84岁，平均(58.45±1.02)岁；对照组男 42
例、女 38例，年龄 44～83岁，平均(59.15±1.20)岁。 两组受检者
均对本研究知情，且自愿接受心脏超声检查。 排除恶性肿瘤、
精神病患者。

1.2方法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协助受检者取舒适左侧卧

位进行检查，指导受检平稳呼吸，扫描探头频率 2.5～8.0MHz，
扫描速度 50mm/s。 对受检者心区进行全方位扫描，观察心尖
四腔切面等，获得超声检查影响结果。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受检者超声检查影像学结果中有关于心脏功能

的指标，包括左房容积、AV(房室传导时间)、VA(心室收缩至
心房收缩间期)、FMD(肱动脉内径百分变化率)。

1.4统计学处理
左房容积、AV、VA、FMD心功能指标数据均使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数据对比使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
进行 t检验，P ＜0.05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左房容积(45.15±4.58)mL，高于对照组左房容积

(25.48±2.34)mL；观察组 AV(325.54±24.15)ms高于对照组(130.45±
10.36)ms；观察组 VA(123.54±10.51)ms低于对照组(276.26±
21.18)ms；观察组FMD(6.18±1.58)%，低于对照组(18.01±2.35)%。 两组
受检者心功能相关指标数据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

3讨论
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等均可引发肺心病，

并且该病预后较差，但是可以经过规范性治疗控制病情进展，
缓解症状，延长存活时间。 肺心病的早期诊断十分关键，可以
及时发现肺心病的病情， 并对患者心脏功能损伤程度进行准
确评估，以此制定有效治疗方案[3]。 心脏超声检查是目前临床
上广泛应用的一种影像学检查技术手段，在操作上十分简单、
无创，检查费用合理，可以准确反映出患者心脏结构、功能的
改变， 并且可以通过分析和观察患者心腔内血流系统的运行
情况，对心脏功能、微血管病变等作出有效的定性诊断，具有
很高的诊断准确率。

本研究中观察组肺心病患者的左心房容积和房室传导速
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健康体检者， 而心室收缩至心房收缩
时间间期和肱动脉内径百分变化率则明显低于对照组， 说明
肺心病患者的心脏超声检查结果与健康人群是有较大差异
的， 可以通过对比受检者心脏超声的结果去进行肺心病的早
期诊断，具有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 心脏超声在肺心病患者的临床诊断中具有很
高的应用价值，可作为肺心病诊断手段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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