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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合并小剂量抗抑郁药
治疗产后抑郁症的疗效观察

高慧敏棻暋王暋彬棻暋陈暋敏棽暋李宝花棻暋翟金国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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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观察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棬旘斣斖斢棭对产后抑郁症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暎方法暋选择产后抑郁

患者椂棸例棳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棾棸例暎观察组在小剂量氟西汀棬日量棽棸旐旂棭治疗基础上给予右侧背外

侧前额叶棿周共棽棸次低频棬棻斎旡棭旘斣斖斢刺激棳对照组仅使用氟西汀棬日量棿棸暙椂棸旐旂棭治疗棳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棬斎斄斖斈棭暍临床疗效总评量表棬斆斍斏棭进行评定暎结果暋斎斄斖斈评分治疗后有统计学差异

棬 椉棸棶棸 棭棳而 斍斍斏灢斢斏中斉斏评分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棶棸棻棭椈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棶
棸棻棭暎结论暋低频旘斣斖斢合并小剂抗抑郁药治疗产后抑郁症疗效肯定棳且不良反应较少暎

关键词暋重复经颅磁刺激椈产后抑郁症椈右侧背外侧前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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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重复经颅磁刺激棬旘斣斖斢棭是利用时变磁场作

用于大脑皮层产生感应电流改变皮层神经细胞的

动作电位棳从而影响脑内代谢和神经电活动的生物

刺激技术暎该技术目前在精神疾病中也有所应用棳
且效果肯定棳副作用较少暎本文采用低频棬棻斎旡棭重
复经颅磁刺激棬旘斣斖斢棭合并小剂量抗抑郁药治疗

产后抑郁症患者棾棸例棳收到较好疗效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资料

棽棸棻棽年椃月至棽棸棻棾年椄月在济宁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住院女性患者椂棸例棳经过棽名精神科

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确定诊断暎入组标准椇棻棭
符合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棻棸版棬斏斆斈灢
棻棸棭抑 郁 症 的 诊 断 标 准棳且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棬斎斄斖斈棭棻椃项评分曒棻椄分者椈棽棭年龄椇棽棾暙棿棸
岁椈棾棭生产后棿周内发病椈棿棭自愿参加本研究暎排

除标准椇棻棭既往有颅脑损伤史暍脑部疾患史及癫痫

病史者椈棽棭精神发育迟滞者椈棾棭严重的躯体疾患

者椈棿棭有酒精暍药物滥用或依赖者椈棭未签署知情同

意书者暎
棻棶棽暋方法

棻棶棽棶棻暋治疗参数暋采用 斮斠斈斆斆斮灢棻磁场刺激

仪棳线圈 斖斆灢斅椃棸暟椄暠字形线圈暎刺激部位为左前

额叶背外侧区暎在测得患者运动阈值棬斖斣棭后棳每
次治疗参数均固定椄棸棩斖斣棳频率棻斎旡棳每患椆棸旙棳

每日棻棸串棳间歇期棾棸旙暎
棻棶棽棶棽暋治疗方法暋观察组在小剂量氟西汀棬每日

棽棸旐旂棭抗抑郁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经右前额叶背外

侧区低频棬棻斎旡棭旘斣斖斢刺激棳每周 次棳治疗棽棸
次椈对照组仅给予氟西汀棬每日棿棸暙椂棸旐旂棭治疗暎
疗效判断标准椇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棬斎斄斖斈棭暍临
床疗效总评量表棬斆斍斏棭棳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

床疗效暎整个研究过程及量表评定均由精神科医

师评定棳所有患者均获得知情同意暎
棻棶棽棶棾暋工具量表

棻棶棽棶棾棶棻暋汉密尔顿抑郁量棬斎斄斖斈棭暋本量表有

棻椃项棽旍项和棽棿项等棾种版本棳本文采用棻椃项版

本暎斎斄斖斈大部分项目采用棸暙棿分的 级评分

法椇无暍轻度暍中度暍重度暍很重暎少数项目评分为棸
暙棽分的棾级评分法椇无暍轻棴中度暍重度暎
棻棶棽棶棾棶棻暋临床疗效总评量表棬斆斍斏棭暋本文采用由

美国 斘斏斖斎 修订的棻椆椃椂年版本暎病情严重程度

棬旙斿旜斿旘旈旚旟旓旀旈旍旍旑斿旙旙棳斢斏棭和 疗效总 评 棬旂旍旓斺斸旍旈旐灢
旔旘旓旜斿旐斿旑旚棳斍斏棭均采用棸暙椃分的椄级记分法暎疗

效指数棬斿旀旀旈斻斸斻旟旈旑斾斿旞棳斉斏棭分棿级椇显效棳指症状完

全或基本消失椈有效棳指症状有肯定进步或部分症

状消失椈稍有效棳指症状略有减轻椈无变化或恶化棳
是指症状毫无减轻或恶化暎副反应也分棿级椇无棳
指没有副反应椈轻棳指有些副反应棳但并不影响病人

的功能椈中棳指副反应明显影响病人功能椈重棳指发

生了严重的甚至危及病人安全的副反应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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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斢斢棻椂棶棸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一般资料

本组女性抑郁症患者椂棸例棳年龄棽棾暙棿棸岁棳
平均为棬棽椃棶椂椃暲棿棶棻棿棭岁椈病程棻暙棿周棳平均为棬棽棶
棾棽暲棻棶棾椄棭周椈文化程度椇小学棻椂例暍初中文化棽棾
例暍高中及中专棻椃例暍大学以上棿例暎职业椇农民

棾椄例暍工人棻椃例暍干部 例暎其中观察组棾棸例棳
年龄棽椄棶棽暲棿棶棿岁棳病程平均棬棸棶椂棻暲棸棶棾棭月椈对照

组各棾棸例棳年龄棽椃棶棿暲棿棶棽岁棳病程平均棬棸棶椆暲
棸棶棾棽棭月暎两组年龄暍性别暍病程等均无统计学差异

棬 椌棸棶棸 棭暎治疗前 斎斄斖斈 评分比较有差异棬
椌棸棶棸 棭棳见表棻暎

表棻暋两组治疗前 斎斄斖斈评分比较棬旑椊棾棸棳 暲 棭
组别 斎斄斖斈

观察组 棾棸棶棽棻暲椃棶棽
对照组 棾棸棶椃棽暲椃棶棽

棸棶椂棽椃
棸棶棾棻

暋暋由表棻可知棳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斎斄斖斈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棬 椌棸棶棸 棭棳说明两组抑郁

的严重程度无明显差别暎
棽棶棽暋两组治疗后 斎斄斖斈暍斆斍斏评分组间比较

表棽暋两组治疗后 斎斄斖斈暍斆斍斏评分及比较棬分棳 暲 棭
组别 旑 斎斄斖斈 斆斍斏灢斢斏 斆斍斏灢斍斏 斆斍斏灢斉斏

观察组棾棸 椄棶棸棽暲棽棶棾 棽棶棻棾暲棸棶椆棽 棻棶棾暲棸棶棽 棾棶椃椄暲棻棶棽棽
对照组棾棸 棻棻棶棻椄暲棽棶椆棽 棽棶棾棸暲棻棶棸椄 棻棶棿棻暲棸棶椂椄 棽棶棾棾暲棸棶椃

棾棶棿椃椆 棸棶椂椂 棸棶椃椂椄 棾棶棸棻棻
棸棶棸棽椄 棸棶椂椆 棸棶棿棸椂 棸棶棸棾椆

暋暋由表棽可知棳观察组在 斎斄斖斈 总分暍斆斍斏疗

效指标棬斉斏棭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棶棸 棭棳在斆斍斏中病情严重程度指标棬斢斏棭和疗效

总评指标棬斍斏棭等方面和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棬 椌
棸棶棸 棭暎
棽棶棾暋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表棾暋两组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棬旑棳棩棭
组别 出现 未出现

观察组 椂棬棽棸棶棸棭 棽棿棬椄棸棶棸棭
对照组 棻棿棬棿椂棶椃棭 棻椂棬棾棶棾棭
氈棽 棻棾棶椃

棸棶棸棸棽

棾暋讨论

有文献报道产后抑郁症发生率高达棻棸棶棽棩暙
棻椃棶椆棩椲棻椵暎在分娩后的第棻周棳约 棸棩暙椃 棩的

女性出现轻度抑郁症状棳棿暙椂周症状明显棳严重时

失去生活自理和照顾婴儿的能力棳悲观绝望暍自伤

自杀暎既往大剂量的抗抑郁药物治疗虽能取得一

定的效果棳但治疗副作用较多棳患者耐受性差棳易造

成治疗中止棳延误患者病情恢复暎
本文采用对右侧背外侧前额叶进行低频刺激

刺激合并小剂量的氟西汀方式进行治疗棳治疗后

斎斄斖斈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棬 椉
棸棶棸 棭棳表明该方式对产后抑郁症有明确疗效棳可能

与旘斣斖斢使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区特定大脑皮层神

经细胞兴奋阈值的改变棳通过改变皮层的兴奋性产

生了抗抑郁效果椲棽棳棿灢 椵暎有文献报道采用刺激对右

侧背外侧前额叶方法可以改善抑郁症认知功能及

抑郁症状棳与本研究结果类似椲棾棳椂椵暎本文结果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总评量表评分中仅疗效

指数棬斉斏棭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棶棸棻棭棳且两组出现治

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存在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棶棸棻棭棳
表明旘斣斖斢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副作用少棳安全

性较好暎但在旘斣斖斢对产后抑郁症疗效的持续性

以及能否单独产生疗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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