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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在老年癫痫伴轻中度抑郁患者中的应用疗效及HAMD 评分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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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氟西汀在老年癫痫伴轻中度抑郁患者中的应用疗效及HAMD 评分影响情况。方法 选取 88 例老年癫痫伴轻中
度抑郁患者作力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44 例，两组均根据患者买际病情给予常规抗
癫痫冶疗，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疏导，而研究组则加用氟西汀进行冶疗，对比两组冶疗后临床学效果。结果 研究组冶疗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冶疗前及冶疗 2周后两组患者的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冶疗 4周、6周、8周后，
研究组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冶疗后不艮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氟西汀冶疗老年癫痫伴轻中度抑郁疗效肯定，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其情绪状态，且药物间相互作用少，用药
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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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癫痫是临床神经内科常见的慢性脑病，一般将 20 岁作为

其年龄起点，将 60 岁以上发生癫痫者称之为老年性癫痫或晚
发性癫痫，此类癫痫多为继发性，其病因诊断、治疗等均与
其他年龄组癫痫不尽相同。因其病程较长，且症状易反复发
作，常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较大影响，也很容易引发多种
负面情绪，其中抑郁在癫痫患者中较常出现且对其病情具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癫痫和焦虑抑郁可能存在
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对此，本文选择氟西汀对老年癫痫伴发
抑郁患者进行治疗，现整理报告如下。 

1 研究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间收治的老年癫痫伴

轻中度抑郁患者。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21 例；年龄范
围 61-89 岁，年龄（75.4±5.6）岁；癫痫病程（9.4±3.5）
个月；抑郁病程（5.4±2.4）个月。研究组：男性 22 例，女
性 22 例；年龄范围 60-8 岁，年龄（75.8±5.3）岁；癫痫病
程（9.3±3.4）个月，抑郁病程（5.4±2.3）个月。本次研
究工作已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常规处置：两组患者均根据实际病情给予常规抗癫痫治

疗，给予卡马西平（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600mg，每
日 2-3 次；丙戊酸钠（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600mg，每日 1-2 次；苯巴比妥（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90mg，可在晚上 1次顿服。 

对照组处置：采用常规处置。 
研究组处置：在对照组的治疗措施基础上联合应用氟西

汀（法国）生产，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每天 20mg。 
所有患者连续治疗 8周为 1 疗程。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将治愈判定为：治疗
后患者癫痫症状完全消失，再未发作；显效：治疗后患者的
发作频率较治疗前降低超过一半以上，发作时间有明显缩短、
强度减少；有效;治疗后患者的发频率较治疗前降低一半，症
状强度以及发作时间均有明显好转；无效：治疗后患者症状
仍存在，未见明显好转。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无效。（2）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症状，参考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
评估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总分＜8 分为正常，
8-20 分为可能有抑郁症，20-35 分为肯定有抑郁症，总分＞
35 分为严重抑郁症。（3）统计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
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分析数据，组间比较采用 x

2
检验。多时点

观测数据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组内两两比较采用差值 t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两 组治疗有效 率对比情况 

研究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下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情况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44） 14 15 10 5 88.6% 

研究组（n=44） 28 11 4 1 97.7% 

2.2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症状对比情况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症状比较知：各指标组间、时间及交

互作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精细比较并结
合主要数据分析：治疗前及治疗 2周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4 周、4 周后，
研究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研究结论 
在临床，癫痫患者合并抑郁的情况非常普遍，相关统计

调查显示，25%-50%的癫痫患者伴有抑郁症，但由于抑郁症状
缺乏特异性表现，容易被漏诊、漏治。目前癫痫伴发抑郁的
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明了，但已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情绪可
能是癫痫发作的诱因，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即
与神经递质分泌减少有关。这种抑郁心境若未得到及时有效
的干预治疗，将对患者病情、日常生活，甚至是生命造成难
以控制的影响，因此对癫痫伴发抑郁更要给予积极的治疗。
然而由于病情特殊，加上老年患者机体各功能逐渐衰弱，对
此类患者的治疗一直是棘手的临床问题。 

本研究将尝试在常规抗癫痫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氟西汀，
结果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治疗
后研究组患者 HAMD 评分较治疗前及同期对照组有明显好转，
提示氟西汀对癫痫伴轻中度抑郁具有良好的改善作用同时辅
以一系列心理干预，密切医患关系，改善缓解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并且能够挖掘患者康复的潜能，
提高患者的重视程度，增加治疗的信心，强化治疗效果。治
疗后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
了增加氟西汀治疗既能达到理想效果，且不会增加药物的
毒性作用，用药安全。 

综上所述，氟西汀治疗老年癫痫伴轻中度抑郁患者安全
有效，药物间相互作用少，不良反应少，有助于改善其心理
和社会功能，从而对癫痫的控制较单纯癫痫治疗效果更好，
实现社会的健康老龄化，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良好药物选择，
值得在临床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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