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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疗法 

治疗酒依赖伴抑郁的临床对照研究 

段丽娟 王文芳 

【摘要】目的 评价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对酒依赖伴抑郁障碍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采用 

随机数字法将62例伴抑郁障碍的酒依赖患者分成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组(研究组)和单用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组(对照组)各31例，治疗8周，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4、8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及治疗中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评定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 

应。结果 治疗后第 2、4、8周末两组 HAMD、HAMA及 CGI评分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1)；两组间 HAMD、HAMA及 CGI评分在治疗后第 1、2、4、8周末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 

0．01)；两组有效率分别为93．55％和 74．2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对酒依赖伴抑郁障碍的疗效优于单用艾司西酞普 

兰，且起效更快，不良反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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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th depression disorder DUAN Li-juan，WANG Wen一_厂Ⅱng．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f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sorder．M ethods 62 alcohol dependenc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sor- 

der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s for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herapy(research group)or single es— 

eitalopram(contrast group)treatment for 8 weeks．The curative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mihon de． 

pression scale(HAMD)，Hamihon anxiety scale(HAMA)，Clinical general impression(CGI)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respectively at baseline and 1，2，4，8week．Results The scores of HAMD，HAMA and CGI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2，4，8weeks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P<0．01)．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ere found in the research group at the end 

of flint week treatment(P<0．O1)，which suggest that the research group took effects faster．The scores of HAMD ，HAMA and 

CGI in the research group are significant than the contrast group after 1，2，4，8weeks treatment(P<0．05 or P<0．叭)，the re— 

search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rat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93．55％ and of the contrast group was 

74．20％，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尸<0．05)．The side effects were no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P>0．05)．Conc／u- 

sion Escitalopram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therapy can increase curative effect and shorten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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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依赖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我国居民中酒依赖患病率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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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依赖戒断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症 

状，文献报道 35％酒依赖患者符合抑郁症诊断标 

准 。国内研究表明用帕罗西汀合并认知疗法治 

疗酒依赖伴发抑郁，抑郁的改善和预防酒依赖复 

饮比单用帕罗西汀有效 。但艾司西酞普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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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疗法对酒依赖伴发抑郁的疗效及安全性的研 

究国内还鲜见报道。为此，本研究通过对酒依赖 

伴抑郁障碍患者采用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 

及单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比较分析其疗效。为 

临床治疗提供实践指导。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来自2010年 3月 一2012年 6月天津 

市安定医院的住院患者。人组标准：①符合《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 

orders，third version，CCMD一3)酒依赖和抑郁发作 

诊断标准；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 

sion Scale，HAMD一24项)评分 >24分；⑧18—65 

岁男性；④入组前 2周内未使用任何抗精神病药 

及抗抑郁药；⑤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严 

重的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共入组62例，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 

组(研究组)和单用艾司西酞普兰组(对照组)。 

研究组共 31例，平均年龄(35．8-4-8．9)岁，平均 

饮酒时间(15．3±4．6)年；平均日饮酒量(以酒精 

度为38％的白酒计)(410±98)ml；对照组 31例， 

平均年龄(34．9±9．2)岁，平均饮酒时间(14．9± 

4．8)年，平均日饮酒量(以酒精度为 38％的白酒 

计)(421±95)ml。两组以上各项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常规应用苯二氮革类药 

物地西泮替代递减、大剂量 B族维生素、对症支持 

治疗，两组均从躯体依赖症状消除当天开始给予 

艾司西酞普兰系统治疗，起始剂量 5mg／d，晨服，2 

周内根据病情调整至 20mg／d，可酌情使用苯二氮 

革类药物改善睡眠。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由经过培训的中级职称以上的心理治疗师进行认 

知治疗。认知治疗2次／周，每次40—50分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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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①识别临测负性 自动想法；②认识情感、 

行为和认知的关联；③检查负性自动想法的正反 

两方面证据；④用比较积极现实的解答替代曲解 

的认知；⑤学习识别和改善潜在的功能失调性信 

念，以改变患者容易发生认知曲解的易患倾向。 

采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CGI)及治疗中出现的症状量表(Treat。 

ment Emergent Symptoms Scale，TESS)评定临床疗 

效及不良反应，各量表均由两名经过一致性培训 

的中级职称以上的精神科医师评定，量表评定一 

致性检验 Kappa值为0．89。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后第 1、2、4、8周末各评定一次。以治疗 8周末 

HAMD减分率为疗效评定标准，≥75％为痊愈 、 

50％ ～75％为显著进步、25％ ～50％为进步、< 

25％为无效。治疗前与治疗后第4周、8周末对两 

组患者进行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检查。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软件分析，对计 

量资料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检验。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 8周末，研究组痊愈 

14例、显著进步 ll例、进步 4例、无效 2例、总有 

效率 93．55％；对照组分别为 10例、8例、5例、8 

例和74．20％，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4．29，P<0．05)。 

2．2 HAMD及 HAMA评分比较 研究组在治疗 

后第 1、2、4、8周末 ，HAMD及 HAMA评分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在 

治疗后的第2、4、8周末与治疗前比较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各期两组 HAMD及 

HAMA评分比较，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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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HAMA评分比较(分，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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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治疗前比较 P<0．O1 

2．3 CGI评分比较 研究组 自治疗后第 1周末 0．01)，且两组间 CGI评分在治疗后各时点比较差 

起CGI评分较治疗前下降(P<0．01)，而对照组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2。 

从治疗第2周末起 CGI评分较治疗前下降(P< 

表2 两组治疗前后CGI评分比较(分。 ±s)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 

2．4 不 良反应 研究组 出现不 良反应 4例 

(12．9％)，对照组 4例 (12．9％)，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研究组恶心 1 

例、头痛2例、便秘 1例；对照组恶心2例，头痛 1 

例、乏力 1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8周末，研究组与对 

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3．55％和74．20％，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艾司西酞普兰合 

并认知治疗对酒依赖伴抑郁障碍的疗效优于单纯 

使用艾司西酞普兰。酒依赖者对酒的依赖，主要 

表现为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对于躯体依赖，研 

究显示，5一HT功能低下与酒依赖密切相关 J， 

国内外许多临床治疗将5一HT能药物用于酒依 

赖相关的精神疾病的治疗，并取得较好的疗效，同 

时能减轻酒依赖的复饮率 7_。艾司西酞普兰是一 

种高选择性5一TH再摄取抑制剂(SSRIs)，通过 

抑制突触间隙5一HT再摄取而提高突触间隙的5 
一 HT浓度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对于心理依赖， 

大量研究证实，认知治疗具有减轻情绪症状，改善 

负性认知和消极行为表现，具有长期维持和预防 

酒依赖复发的作用 j。Moak等‘1。。研究发现认知 

疗法合并抗抑郁剂治疗酒依赖伴发的抑郁，抑郁 

的改善和预防酒依赖的复饮均比单用抗抑郁剂有 

效，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在治疗第 1周末即显效 

(P<0．01)，而对照组在治疗第 2周末显效(P< 

0．01)，治疗后各期两组 HAMD、HAMA及 CGI评 

分比较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或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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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唑酮对酒依赖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疗效观察 

叶海森 周旭辉 杨 俊 董轩萁 

【摘要】目的 探讨曲唑酮对酒依赖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有效性。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70例符合 

酒依赖伴发抑郁障碍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5例。对照组给予临床常规戒酒治疗，研究组合用曲唑酮 

治疗，疗程8周，分别于入组时、治疗后第2、4、6、8周末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饮酒问卷(ADS)和密西根酒精依赖调查表(MAST)评定。结果 自第 2周末起两组 HAMA、HAMD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第4周末起两组ADS、MAST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曲唑酮能有效治疗酒依赖伴发的焦虑抑郁症状，降低饮酒欲望，强化酒依赖治疗效果。 

【关键词】 曲唑酮 酒依赖 焦虑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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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患病率为3．428％o 。酒精依赖患者抑郁症 

状检出率为 56％，抑郁情绪对酒瘾的影响度达 

38．58％ 。目前酒依赖的治疗多采取常规戒酒 

治疗，对酒依赖伴发的焦虑抑郁症状效果较差，而 

这表明合并认知治疗起效较快，疗效优于单用艾 

司西酞普兰组。本研究还显示，两组不 良反应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两组不 

良反应相当。 

综上，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认知治疗对酒依赖 

伴抑郁障碍患者的疗效优于单用艾司西酞普兰， 

且起效更快，不良反应两组相当。本研究不足之 

处有样本量相对较小，观察时间不长，是未来研究 

应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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