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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价米氮平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焦虑&抑郁的疗效及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

$方法% 根据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筛选出
()

例大肠癌术后化疗后出现焦虑&抑郁的患者"

随机分为米氮平组和对照组"观察
%

周后评定米氮平对化疗患者焦虑&抑郁的疗效及对化疗
不良反应的影响) $结果% 米氮平组在化疗后第

!

&

*

及
%

周的焦虑&抑郁量表评分均低于化疗
前水平

+,-"."(/

"且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
+,-0.0$1

) 米氮平组恶心呕吐&失眠等不良反应显著减
轻
+,-0.0(1

"且米氮平不加重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及神经毒性等化疗不良反应
+,20.0(1

)$结
论% 米氮平干预大肠癌术后化疗伴发焦虑&抑郁障碍患者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生活质量"减
轻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

主题词!米氮平*结直肠肿瘤*焦虑*抑郁*药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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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常常伴发明显的焦虑抑郁

状态"极大影响了患者的后续治疗及生活质量$

$

%

) 米

氮平
[

商品名,瑞美隆
1

是一类新型的抗抑郁药物"具有

抗焦虑和抑郁的双重作用"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后焦虑

抑郁症状"临床疗效好$

!

%

) 但对恶性肿瘤化疗相关焦

虑抑郁是否也有效"报道甚少)因此"本研究将米氮平

与化疗联合"旨在探讨米氮平对大肠癌术后化疗相关

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对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010

研究对象

选取
!00b

年
$0

月至
!0$$

年
$0

月在湖州市中

心医院住院的大肠癌术后辅助化疗患者" 病理诊断

明确"既往无抑郁焦虑病史"无肝肾功能损害) 化疗

!c'

次后筛选出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S5@51$*

项评

分
!$*

分和!或-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S5@M1$&

项评

分
!$&

分的焦虑和!或-抑郁患者"共入组
()

例) 其

中焦虑症
!)

例"抑郁症
*0

例"两者同时存在
$0

例)

()

例大肠癌患者中"结肠癌
*0

例"直肠癌
$)

例*男

性
!'

例"女性
''

例)

()

例大肠癌术后患者随机分

为米氮平组!

!%

例-与对照组!

!%

例-) 两组在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付费方式及本研究前
S5@M

.

S5@5

评分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0.0(1

"资料

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

)

012

治疗方法

米氮平组在常规化疗 !

]dX]d7*

方案,

X!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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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化疗前相比"

=>?:?$

#

! 与米氮平组相比"

=>?:?$

$

%@A6BA

!

1C D

#

E F9 !??A6BA

!

1C D

#

"

!

G@!H) I??A6BA

!

1C D

$

"

!

"

J??A6BA

!

51C D

#

"

!

"每
!

周重复一次%同时"口

服米氮平 &瑞美隆" 南京欧加农制药有限公司%

K?A6

"每晚
#

次"疗程
%

周#对照组只采用常规化

疗$ 治疗前及治疗后
%

周内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

功能及心电图$

!"#

疗效评定

采用
LMNO

'

LMNM

量表评定疗效" 由
$

名经

过正规培训的神经心理检查医师于治疗前及治疗

!

'

I

'

%

周末各评定
$

次$以
LMNO

和
LMNM

的减分

率评定临床疗效!

!&@P

为痊愈"

@?P"&IP

为显效"

!@P"IQP

为有效"

>!@P

为无效$ 化疗不良反应按

RL4

标准分为
""#

度$

!"$

统计学处理

用
ST,T, &:?

统计软件包处理' 分析数据$ 定量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3

%表示"均数间的比较先进

行方差齐性检验"方差齐时进行
T

检验或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
U

或
U

(检验#样本率间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

米氮平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抑郁状态的疗

效评价及
LMNO

评分的影响

随机入组米氮平组的抑郁症患者共
!?

例"其中

合并焦虑症
J

例#对照组抑郁症患者共
!?

例"合并

焦虑症
I

例$经
%

周治疗后米氮平组疗效评价结果!

痊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无效
K

例"有效率

为
%@:??P

"

#K

例抑郁症患者
LMNO

评分下降至
#&

分以下$ 米氮平组化疗前
LMNO

评分与对照组无统

计学差异&

TV":I&

"

=V":JKQ

%"米氮平联合化疗后
!

'

I

及
%

周患者
LMNO

评分较化疗前明显下降"抑郁症

状得到改善&

HV$!:KK

"

=V":"""

%#随着米氮平给药时

间的延长"

LMNO

评分有下降趋势" 但各组间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

=W":"@

%$ 且米氮平组化疗后
LMNO

评分均较同期对照组降低&

=>":"$

%$ 见表
!

$

%"%

米氮平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焦虑状态的疗

效评价及
LMNM

评分的影响

随机入组米氮平组的焦虑症患者共
$I

例"其中

合并抑郁症
J

例#对照组焦虑症患者共
$!

例"合并

抑郁症
I

例$经
%

周治疗后米氮平组疗效评价结果!

痊愈
"

例"显效
J

例"有效
&

例"无效
$

例"有效率为

Q!:%JP

"

$!

例患者
LMNM

下降至
$I

分以下$ 米氮

平组化疗前
LMNM

评分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TV

":&$

"

=V":I%K

%"米氮平联合化疗后
!

'

I

及
%

周患者

LMNM

评分明显下降"焦虑症状得到改善&

HV$":&K

"

=V":"""

%#且米氮平组化疗后
LMNM

评分均较同期

对照组降低&

=>":"$

%$ 见表
K

$

%"#

米氮平对患者化疗不良反应的影响

H4FH4XI

方案化疗
%

周后评价不良反应"主要

有骨髓抑制&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胃肠

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便秘%'肝功能损害'神经

毒性'失眠等&表
I

%$ 米氮平组
%

级以上恶心呕吐的

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

!

VI:IJ!

"

=V":"K@

%#而其

他不良反应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W

":"@

%$ 化疗后失眠的发生率在米氮平组&

%B!%

%明显

低于对照组&

$&B!%

%&

$

!

V@:%@K

"

=V":"$J

%$

K

讨 论

化疗在大肠癌的治疗中占

据重要的地位" 合理恰当的化

疗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及生

存期$ 然而化疗对患者来说是

一种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多

次剧烈的恶心呕吐'腹泻便秘'

白细胞减少'乏力'纳差等副反

应事件直接影响肿瘤患者的生

活质量" 导致患者发生明显的

焦虑'抑郁'悲观等情绪"从而

成为患者拒绝再次化疗或不能

如期完成化疗的主要原因$ 同

表
$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 受教育程度

男性 女性 文盲 小学 中学

米氮平组
!% I%:$I$Q:K! $" $% K J $"

对照组
!% I@:&!$&:!& $K $@ I % %

大学

Q

%

付费方式

医保 自费

$K $@

$& $$

组别 例数 化疗前 化疗后
!

周 化疗后
I

周 化疗后
%

周

米氮平组
!% !":@I$J:!Q $J:"I$K:%!

<

$@:!Q$K:!I

<

$K:%J$K:K"

<

对照组
!% $Q:&Q$@:@% $Q:J"$@:JQ

!

!":"I$@:J%

!

!":&Q$I:QJ

!

表
!

两组患者
LMNO

评分的比较!

!$"

"

注!

< 与化疗前相比"

=>":"@

#

! 与米氮平组相比"

=>":"$

$

组别 例数 化疗前 化疗后
!

周 化疗后
I

周 化疗后
%

周

米氮平组
!% $@:J%$@:K% $!:JI$!:I%

<

$$:&Q$!:"%

<

$$:"I$$:Q&

<

对照组
!% $I:&$$I:%! $@:%Q$@:$Q

!

$J:!$$@:!"

!

$J:KQ$@:$!

!

表
K

两组患者
LMNM

评分的比较!

!$"

"

@!%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时抑郁!焦虑又可诱发或加速肿瘤的恶化"因此在肿

瘤化疗的同时必须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

$

% 有

资料显示抗抑郁药能显著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

%

米氮平是一类新型的抗抑郁药" 为四环类抗抑

郁药米安色林的类似物" 不同于其他如三环类!

((!

)*+

类!

(,)$+

等抗抑郁药"它是第一个去甲肾上腺

素&

,-

'能和
.!

羟色胺
/.!012

能抗抑郁药% 米氮平一

方面通过阻断
!

!

受体" 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

因而增强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传导" 起较强的抗抑

郁作用(另一方面"去甲肾上腺素又增加
.!01

能神

经元放电"促进
.!01

在神经末梢的释放"增强
.!01

能神经的传导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这种双重作用是

其发挥全面抗抑郁作用的原因#

3

$

% 米氮平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脑卒中后焦虑抑郁的治疗" 也被用于更年

期综合征!惊恐!强迫症等的治疗"疗效确切#

.

$

% 米氮

平用于老年癌症患者合并抑郁症的治疗安全有效#

4

$

(

用于进展期恶性肿瘤患者可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症

状"提高生活质量#

&

"

%

$

% 本研究中"米氮平能明显降低

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的
0567

及
0565

评分"经

治疗
%

周后"

!8

例抑郁症患者中有
$'

例
0567

下

降至
$&

分以下" 有效率
%.9"":

(

$3

例焦虑症患者

中有
$!

例
0565

下降至
$3

分以下 " 有效率为

;!9%4:

% 提示米氮平能有效改善大肠癌术后化疗相

关性焦虑抑郁"疗效显著"与文献报道#

&

"

%

$相一致% 而

对照组
0567

及
0565

评分均有一定程度的上

升"这提示随着疗程的延长"患者的化疗相关性焦虑

抑郁症状有逐渐加重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

米氮平不影响肝细胞色素
<3."

"提示米氮平与

其他药物联合作用少"不会影响化疗药物的疗效%嗜

睡和食欲增加是米氮平常见的不良反应" 这种不良

反应正是化疗患者所需要的% 本研究中米氮平组失

眠的发生率及恶心! 呕吐的发生程度明显低于对照

组"但
=>?=>@3

方案化疗的其他不良反应"如骨髓

抑制!肝肾功能损害!神经毒性等在两组间无

统计学差异% 提示米氮平在抗焦虑抑郁的同

时"可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改善患者睡

眠"且不加重化疗的其他不良反应"从而明显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保证化疗的顺利进行%

米氮平具有止吐! 改善睡眠的疗效与其独特

的作用机制有关% 米氮平对
.!01

受体的兴

奋作用具有选择性"主要作用于
.!01

$

受体"

对
.!01

!

!

.!01

'

受体起阻断作用#

3

$

"这种选择

性可解释米氮平在抗焦虑的同时可通过对

.!01

'

受体的阻断发挥中枢性止呕止吐作用% 研究

显示米氮平对各种恶心!呕吐具有广谱的有效性"对

恶病质具有良好的止恶心作用" 对术后麻醉性呕吐

及妊娠呕吐亦有良好的作用#

;A$$

$

% 因此化疗中将特异

性
.!01

'

受体拮抗剂联合米氮平"能发挥更好止吐疗

效(同时本药对组胺
0$

受体有阻滞作用"使米氮平

在改善抑郁焦虑的同时具有镇静和改善睡眠的作用%

综上所述" 米氮平治疗大肠癌术后患者化疗相

关性焦虑!抑郁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减

轻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治疗过程简便"服药依从性

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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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例#

不良反应
8""

级
#"$

级
%

!

<

米氮平组 对照组 米氮平组 对照组

白细胞减少
#; #& ; ## 89'## 89.&&

血小板减少
!# !' & . 893!3 89.#.

贫血
!. !4 ' ! 89!!8 894';

恶心!呕吐
!3 #& 3 ## 3934! 898'.

腹泻
!& !% # 8 #98#% 89'#'

便秘
!& !4 # ! 89'.! 89..'

肝功能损害
!% !& 8 # #98#% 89'#'

神经毒性
#% !8 #8 % 89'!%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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