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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后抑郁(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ＰＳＤ)是脑卒中后常

见的一种精神障碍性疾病ꎬ我国发病率为 ３０％ ~５０％ [１] ꎬ与国外

发病率基本一致[２] ꎮ 王尊等[３]认为ꎬ年龄是脑卒中抑郁的主要

因素之一ꎬ老年人发病率为 ６０％左右ꎬ发生脑卒中后抑郁的风

险高于其他年龄ꎬ其症状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拒绝进食、不主

动参与康复治疗、肢体疼痛、自理能力明显下降等ꎬ少数严重者

具有自杀倾向ꎮ 目前ꎬ药物疗法是治疗老年人脑卒中后抑郁的

主要手段ꎬ但长期使用会产生明显不良反应ꎬ存在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和加重抑郁的可能性[４] ꎮ 本研究在常规药物治疗的

基础上采用早期康复训练联合心理干预治疗老年人脑卒中后抑

郁ꎬ取得了较好的疗效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与分组

入选标准:①符合 １９９５ 年全国第 ４ 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

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５] ꎬ并经头颅 ＣＴ 或 /和 ＭＲＩ 检查证实ꎻ
②年龄≥６０ 岁ꎬ为首次发病ꎻ③符合国际疾病分类法第 １０ 版

(ＩＣＤ￣１０)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６] ꎻ④病情稳定、意识清楚ꎬ能理

解并配合治疗者ꎻ⑤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者ꎮ
排除标准:①脑卒中患病前曾诊断为抑郁症ꎻ②病情加重或

复发脑卒中ꎻ③心、肺、肝、肾功能不全和恶性高血压等其它限制

活动的合并症ꎻ④存在严重认知及交流障碍无法配合者ꎻ⑤存在

脑肿瘤等其他脑器质性疾病及既往精神异常者ꎻ⑥无明确的心理

治疗合作意向或拒绝心理治疗者ꎻ⑦语言交流受限制(构音障碍、
失语和可疑失语者)ꎻ⑧因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住院治疗者ꎮ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

中心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老年人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９６ 例ꎬ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药物组、康复训练组、心理干预组和联合

干预组ꎬ每组 ２４ 例ꎮ ４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脑卒中类型及发病

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比较ꎬ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４ 组患者的一般临床情况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平均年龄
(岁ꎬｘ－±ｓ)

脑卒中类型(例)
脑出血 脑梗死

发病时间
(ｄꎬｘ－±ｓ)

常规药物组 ２４ ８ １６ ７５.２５±８.４１ １５ ９ ４.１０±１.６１
康复训练组 ２４ １０ １４ ７３.８１±８.１６ １４ １０ ４.２３±１.８１
心理干预组 ２４ ６ １８ ７２.４６±７.４６ １５ ９ ４.１６±２.０５
联合干预组 ２４ ７ １７ ７２.６４±８.１１ １５ ９ ４.１９±１.６３

(二)治疗方法

１.常规药物治疗组:患者进行常规药物治疗ꎬ给予神经阻滞

剂与三环类抗抑郁剂的复方制剂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商品名

黛力新ꎬ丹麦灵北制药有限公司ꎬ批号:进 ２０１３０１２６)早晨口服ꎬ
１ 片 /次(每片含氟哌噻吨 ０.５ ｍｇ 和美利曲辛 １０.０ ｍｇ)ꎬ１ 次 /日ꎬ
连续治疗 ４ 周ꎮ

２.早期康复训练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ꎬ给予早期康复

训练ꎬ在生命特征平稳、神经功能缺损不再发展 ４８ ｈ 后即开始ꎬ
康复内容主要包括良肢位摆放、关节的被动或主动运动、肌力训

练、针灸、按摩、平衡功能训练、协调性训练及物理因子等ꎬ每次

康复训练治疗 ９０ ｍｉｎꎬ２ 次 /日ꎬ６ 日 /周ꎬ共康复训练 ４ 周ꎮ
３.心理干预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ꎬ给予心理干

预ꎬ干预内容包括健康知识教育(脑卒中及抑郁症相关知识的

学习、预防策略及应对方式)、专业心理疏导和行为认知治疗ꎮ
①指导家属关心、体贴、安慰患者ꎬ提高患者独立生活能力ꎻ②听

音乐、看电视、下棋等文体疗法ꎻ③每次治疗前进行心理评定ꎬ及
时发现抑郁行为诱发和改善因素ꎻ④了解患者的潜在能力ꎬ制订

相应康复目标和方案ꎻ⑤进行专业行为认知治疗ꎬ减轻其情绪障

碍和无效行为ꎻ⑥适当降低患者的期望值ꎬ使其认识身体恢复的

切实可能性ꎬ稳定情绪配合康复训练ꎻ⑦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采

取支持疗法、合理情绪疗法和认知疗法ꎬ使其有效地适应和面对

困难ꎬ渡过危机ꎮ 每次心理干预治疗 １ ｈꎬ隔日 １ 次ꎬ３ 次 /周ꎬ共
治疗 ４ 周ꎮ

４.联合治疗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早期康复训

练同时给予心理干预治疗ꎬ治疗方案同上ꎮ
(三)评定标准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４ 周后(治疗后)ꎬ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ＨＡＭＤ)评定各组患者的

抑郁程度[７] ꎬ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ꎻ采用改良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ａｒｔｈｅｌ ｉｎｄｅｘꎬＭＢＩ)评定各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ꎬＡＤＬ) [８] ꎬ满分为 １００ 分ꎬ分值越

高表示患者 ＡＤＬ 能力越好ꎮ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版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ꎬ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多组间的均数比

较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ꎬ两组间比较采用 ＬＳＤ 法ꎬ组内治

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一)各组患者治疗前后 ＨＡＭＤ 评分比较

治疗前ꎬ各组患者的 ＨＡＭＤ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治疗后ꎬ各组患者的 ＨＡＭＤ 评分较组内治疗前明显

减低ꎬ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治疗后ꎬ联合干预组的

ＨＡＭＤ 评分最低ꎬ与其余各组治疗后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２ꎮ
(二)各组患者治疗前后 ＭＢＩ 评分比较

治疗前ꎬ各组患者的 ＭＢＩ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ꎻ治疗后ꎬ各组患者的 ＭＢＩ 评分较组内治疗前显著增高ꎬ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治疗后ꎬ联合干预组的 ＭＢＩ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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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高ꎬ与其余各组治疗后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３ꎮ

表 ２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 ＨＡＭＤ 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药物组 ２４ １８.２９±４.４８ １０.４１±３.２１ａｂ

康复训练组 ２４ １７.６３±３.０９ ９.７２±３.０１ａｂ

心理干预组 ２４ １８.８３±４.５６ ９.７１±２.９０ａｂ

联合干预组 ２４ １８.４３±４.８４ ９.０３±２.７２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 ａＰ< ０.０５ꎻ与联合干预组治疗后比较ꎬ ｂＰ<
０.０５

表 ３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 ＭＢＩ 指数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药物组 ２４ ４４.２７±１１.９１ ５９.３４±１３.６９ａｂ

康复训练组 ２４ ４１.５３±１３.２６ ６１.２５±１１.３８ａｂ

心理干预组 ２４ ４３.９１±１２.８９ ６３.４１±１０.１４ａｂ

联合干预组 ２４ ４１.６２±１０.７２ ６７.５６±９.０８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 ａＰ< ０.０５ꎻ与联合干预组治疗后比较ꎬ ｂＰ<
０.０５

三、讨论

抑郁症是老年人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ꎬ多发生在脑

卒中后 １ 年以内[９] ꎬ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康复进程和生活质

量[１０] ꎮ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老年患者对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ꎬ认
为自己会永久丧失自理能力ꎬ担心成为家庭及儿女的负担ꎻ另一

原因是由于缺少家庭及社会支持缺乏安全感ꎬ从一个熟悉的环

境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情绪低落[１１] ꎮ 本研究发现ꎬ老年女

性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ꎬ与 Ｂｒ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等[１２] 的统计结果一

致ꎬ这可能与女性情感丰富ꎬ情绪多变有关ꎬ也与其传统的家庭

角色、较少参加社交活动相关ꎮ
有研究表明[１３] ꎬ早期康复训练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

体化治疗方案ꎬ充分调动患者治疗的积极性ꎬ达到每次训练的最

佳效果ꎬ逐步实现康复目标(阶段目标与最终目标)ꎮ 定期向患

者提供心理干预ꎬ使患者及其家属了解脑卒中及脑卒中后抑郁

等方面的相关知识ꎬ鼓励家属多给予患者安慰、关怀ꎬ减轻患者

心理负担及生活顾虑ꎻ根据患者的兴趣爱好提供相应的娱乐活

动ꎬ舒缓患者的心理压力ꎬ将有助于治疗脑卒中后抑郁ꎬ提高患

者的康复效果和生存质量[１４] ꎮ
本研究对老年人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采用早期康复训练与心

理干预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治疗是一种有益尝试ꎬ利用 ＨＡＭＤ 和

ＭＢＩ 评分指标评估治疗效果ꎮ 结果显示ꎬ４ 组患者在入院时

ＨＡＭＤ 和 ＭＢＩ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治疗 ４ 周后ꎬ联合治

疗组的 ＨＡＭＤ 和 ＭＢＩ 评分显著优于其余三组ꎬ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说明早期康复训练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抑郁

状态ꎮ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加强肢体等功能训练ꎬ可增强患者战

胜疾病的信心和提高患者 ＡＤＬ 能力相关ꎻ心理干预可以帮助患

者积极寻求一切可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ꎬ使其获得积极乐观的

心态和安全感ꎬ学会控制情绪和改善脑功能[１５] ꎻ而联合治疗是

把机体训练康复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ꎬ既能通过早期康复训

练ꎬ促进躯体功能的康复ꎬ间接改善患者脑卒中后的抑郁状态ꎬ
又能通过心理干预治疗直接改善患者脑卒中后的抑郁情绪ꎬ提
高康复训练的积极性ꎬ从而形成良性循环ꎬ提高 ＡＤＬ 能力ꎬ最终

回归社会[１６￣１７] ꎮ
综上所述ꎬ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ꎬ采用早期康复训练联

合心理干预治疗老年人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显著ꎬ有利于提高

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ꎮ 该方法简单易行ꎬ比较容易被临

床医生和治疗师掌握ꎬ适宜在康复治疗中推广应用ꎮ

参　 考　 文　 献

[１] 徐平ꎬ肖波ꎬ郭桂香.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观察

[Ｊ] .卒中与神经疾病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２):１０９￣１１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０４７８.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３.

[２] Ｓｃｈｍｉｄ ＡＡꎬＫｒｏｅｎｋｅ ＫꎬＨｅｎｄｒｉｅ ＨＣꎬ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７６(１１):
１０００￣１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２ / ＷＮＬ.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１０４３５ｅ.

[３] 王尊ꎬ陆晓ꎬ王彤.脑卒中后胰岛素抵抗与有氧训练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ꎬ２００９ꎬ２４(５):４６７￣４６９.

[４] Ｃａｒｏｄ￣ＡｒｔａｌꎬＪａｖｉｅｒ Ｆ.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Ｊ]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５:５６９￣５８０. ＤＯＩ:１０.２２１７ / ｆｎｌ.１０.２７.

[５] 中华神经科学会ꎬ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１９９６ꎬ２９(６):３７９￣３８０.
[６] 范肖冬. ＩＣＤ￣１０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７０￣７９.
[７] 姚传芳.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Ｍ].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５５７￣ ５５８.
[８] 南登崑.康复医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０３:４２￣４３.
[９] Ｅｌｌｉｓ ＣꎬＺｈａｏ ＹꎬＥｇｅｄｅ Ｌ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ａ￣

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 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Ｒｅｓꎬ２０１０ꎬ６８(６):５４５￣５５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ｐｓｙｃｈｏｒｅｓ.２００９.１１.００６.

[１０] Ａｙｅｒｂｅ ＬꎬＡｙｉｓ ＳꎬＷｏｌｆｅ ＣＤꎬｅｔ 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Ｂｒ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２ ( １):１４￣２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２ / ｂｊｐ. ｂｐ.
１１１.１０７６６４.

[１１] Ｌｅｗｉｎ Ａꎬ Ｊöｂｇｅｓ ＭꎬＷｅｒｈｅｉｄ Ｋ.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ꎬ ｐｒｅ￣
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２０１３ꎬ２３(４):５４６￣５６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９６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７９４７４２.

[１２] Ｂｒ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ＮＭꎬＱｕｉｎｎ ＴＪꎬ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 ＡＨ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 ＴＩＡ: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Ｊ] . ＢＭＣ Ｎｅ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１４:１９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８８３￣０１４￣０１９８￣８.

[１３] 朱玉莲ꎬ吴毅ꎬ郭丽萍ꎬ等.健康教育结合康复训练对原发性帕金森

病患者运动功能和平衡功能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

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２(８):６０９￣６１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０.
０８.０１３.

[１４] Ｔｅｏｈ ＶꎬＳｍｉｓ ＪꎬＭｉｌｇｒｏｍ 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Ｔｏｐ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６ ( ２ ): １５７￣１６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１０ /
ｔｓｒ１６０２￣１５７.

[１５]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ꎬＷｙｎｎｅ￣Ｊｏｎｅｓ ＧꎬＤｕｎｎ ＫＭ.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Ｅｕｒ Ｊ Ｐａｉｎ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５):４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ｊｐａｉｎ.２０１０.０９.０１１.

[１６] 夏颖华ꎬ苏薇薇ꎬ齐颖.心理康复对老年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免疫功

能的影响[Ｊ]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３(１０):１０５６￣１０５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９０２６.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５.

[１７] 李新辉ꎬ周立春ꎬ许兰萍ꎬ等.卒中后抑郁诊断及治疗的进展[ Ｊ] .中
华老年多器官疾病ꎬ２０１０ꎬ９ ( ５): ３９５￣４０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５４０３.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８)
(本文编辑:汪　 玲)

２２６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８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