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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长期群体健身锻炼对药物治疗老年抑郁症患者疗效的影响

樊卫星

　 　 现代医学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情感障碍性疾病ꎬ也称为心境

障碍ꎬ反映了身体某种功能异常ꎬ所以研究者多把抑郁症界定

为是一种因自身心理活动不畅等因素所致的心理性疾病[１￣２] ꎮ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ꎬ老年人身体机能及心理往往受自身健康

状况、家庭及社会等因素影响较大ꎬ故老年人属于抑郁症多发

人群ꎻ该病若不能得到及时治疗ꎬ随时间延续病情将日趋加重ꎬ
会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及日常生活质量ꎬ不仅给患者、家属

带来较大痛苦ꎬ也不利于后期治疗及康复ꎬ所以尽早发现及治

疗抑郁症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社会意义[３] ꎮ 临床对于抑郁症患

者多给予药物口服、心理疏导、调换生活环境等干预ꎬ近年来康

复运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正日益受到医患双方关注和认可ꎮ
相关报道指出ꎬ针对早期轻度抑郁症患者不必采用药物治疗ꎬ
通过心理疏导、改变生活环境及运动锻炼等物理手段往往也能

取到满意效果[４] ꎮ 基于上述背景ꎬ本研究在口服药物“多虑

平”基础上辅以广场舞锻炼治疗老年轻中度抑郁症患者ꎬ并观

察长期广场舞锻炼对药物治疗抑郁症患者后期疗效的影响ꎬ发
现能明显巩固药物疗效ꎬ降低患者复发率ꎮ 现报道如下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期间从我校心理中心及附属

医院精神科获取患者第一手资料ꎬ从中筛选 ６０ 例老年抑郁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男、女各 ３０ 例ꎬ年龄 ５５~７５ 周岁ꎬ病程

１~６ 个月ꎮ 患者入选标准包括: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

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５] ꎻ采用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ＨＡＭＤ)２４ 项版本进

行评定ꎬ入选患者 ＨＡＭＤ 评分要求介于 ２０~ ３５ 分区间ꎬ抑郁症

病情属于轻中度且为初发ꎬ无其他明显身体疾病ꎬ无明显痛苦

或激越行为ꎬ无典型自杀倾向等ꎮ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

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ꎬ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详

见表 １ꎬ表中数据经统计学比较ꎬ发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表 １　 入选时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平均年龄
(岁ꎬｘ－±ｓ)

平均病程
(月ꎬｘ－±ｓ)

观察组 ３０ １５ １５ ６４.８±５.４ ３.２±０.６
对照组 ３０ １５ １５ ６５.４±５.３ ２.９±０.５

组别 例数 ＨＡＭＤ 评分
(分ꎬｘ－±ｓ)

抑郁症病情程度
轻度 中度

观察组 ３０ ２９.２±４.３ １０ ２０
对照组 ３０ ２８.７±４.２ １１ １９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均口服“多虑平”药物[上海一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出品ꎬ批号 ＥＹ￣(ＲＡ)￣００５８ꎬ剂量标准 ２０ ｍｇ /片]ꎬ严格遵照医

嘱(由医师根据药物说明书并参照患者病情制订)进行服用ꎬ每
次剂量约 １０ ｍｇꎬ每日早、晚各服用 １ 次ꎬ治疗 ４ 周为 １ 个疗程ꎮ
２ 组患者在上述药物治疗基础上还辅以广场舞健身锻炼ꎬ具体

干预方法如下:①首先介绍广场舞锻炼的趣味性及对老年人身

心健康的重要性ꎬ从心理方面疏导、鼓励患者参与这种群体活

动项目ꎻ②引领患者观摩广场舞锻炼 １ 周左右ꎬ让患者充分感

受群体娱乐活动的愉快氛围ꎬ同时指派专业老师指导患者学习

广场舞基本步法及动作要领ꎻ③待患者掌握基本步法及动作要

领后ꎬ将患者编入广场舞锻炼队伍中ꎬ每天下午或晚上进行 １
次广场舞锻炼ꎬ每次锻炼 １ ｈ 左右ꎬ每周锻炼 ５ ~ ６ 次ꎮ 当每个

疗程结束后ꎬ对照组患者如达到治愈标准则停止服药及广场舞

锻炼ꎻ观察组患者如达到治愈标准仅停止服药ꎬ仍继续进行广

场舞锻炼ꎻ２ 组未治愈患者仍按照既定方案继续治疗ꎬ最长治疗

３ 个疗程ꎮ
三、疗效评定标准

于治疗前及每个疗程结束后采用 ＨＡＭＤ 量表对 ２ 组患者

进行疗效评定ꎬ该量表评定内容共包括 ２４ 项ꎬ总分≤８ 分表示

正常ꎬ总分 ８~２０ 分表示可能有抑郁症ꎬ总分 ２０ ~ ３５ 分表示确

定患有抑郁症ꎬ总分>３５ 分表示患有严重抑郁症ꎬ本研究采用

减分率指标评判每位患者疗效ꎬＨＡＭＤ 减分率 ＝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治疗前评分×１００％ꎮ 如 ＨＡＭＤ 减分率≥７５％且

患者抑郁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为治愈[４] ꎮ 本研究对 ２ 组

治愈患者均跟踪随访 ３ 个月ꎬ在治愈第 ３ 个月后对患者进行复

查ꎬ如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且 ＨＡＭＤ 评分≥２０ 分则认为病情

复发[６] ꎮ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ꎬ选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在 ３ 个疗程干预期间ꎬ对照组共治愈 ２３ 例(７６.７％)ꎬ观察

组共治愈 ２１ 例(７０.０％)ꎬ２ 组患者治愈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ꎻ但对 ２ 组治愈患者随访 ３ 个月后ꎬ发现对照组复

发 ５ 例ꎬ复发率为 ２１.７％ꎬ而观察组有 ２ 例复发ꎬ复发率仅为

９.５％ꎬ经统计学比较发现ꎬ观察组患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水平(Ｐ<０.０５)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讨　 　 论

众所周知ꎬ治疗抑郁类药物往往会使患者产生药物依赖等

副作用ꎬ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体质较弱ꎬ长期口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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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无形中会给老年人身心健康带来二次伤害ꎬ所以非药物

治疗手段(如理疗等)更易被老年抑郁患者接受ꎮ 目前康复运

动干预已获得研究者重视ꎬ该疗法不仅易于患者实践操作ꎬ而
且无费用支出ꎬ同时在运动锻炼过程中不仅可调节负性心理ꎬ
还可使身体各项技能得到有效训练[７] ꎮ 如相关文献报道ꎬ运动

疗法对抑郁症患者心理及自主神经功能具有明显调控作用ꎬ不
仅能改善患者情绪ꎬ增强其与他人沟通交流能力ꎬ同时也有利

于提高神经系统调节功能、促进神经再生ꎬ从而在整体上改善

患者抑郁病情[８] ꎮ 另有报道指出ꎬ抑郁发病与社会支持及是否

积极参与群体活动具有密切联系ꎬ可根据患者爱好让其加入一

些社团ꎬ多跟人交流ꎬ对放松其心情、改善病情大有益处[６] ꎮ
基于老年抑郁症患者生理病理特点及相关疗效分析报道ꎬ

本研究在采用药物“多虑平”治疗老年抑郁症患者基础上选择

当前较为流行的广场舞进行辅助干预ꎬ根据患者疗效情况持续

治疗 １~３ 个疗程ꎬ治愈患者及时停药ꎬ并且对照组治愈患者也

同时停止广场舞锻炼ꎬ但观察组治愈患者仍继续广场舞锻炼ꎮ
通过跟踪观察 ２ 组治愈患者 ３ 个月后的复发率ꎬ发现观察组复

发率(９.５２％)明显低于对照组水平(２１.７４％)ꎮ 究其原因包括

以下方面:广场舞是一种节奏简单明快、动作舒展大方、融自娱

性与表演性为一体ꎬ以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的群体性健身舞

蹈ꎬ因习练者多在广场聚集而得名ꎬ参与对象以老年人居多ꎬ所
以广场舞这种锻炼方式易于被老年患者接受ꎮ 习练者通过在

优美动听旋律中舞动肢体ꎬ有利于消除身心疲劳、陶冶心灵ꎬ使
其身心得到愉悦ꎬ不良心理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良性调节ꎬ
对习练者开朗、乐观性格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ꎬ而开朗、乐观性

格是避免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９￣１０] ꎮ 另外老年人往往特别关

注自己身体健康情况ꎬ而通过长期广场舞锻炼ꎬ可加速机体新

陈代谢过程ꎬ促进心血管及呼吸系统得到良好锻炼ꎬ有利于增

强体质及提高机体活动能力[１１] ꎬ尤其是老年人经长期锻炼后ꎬ
会自觉食欲、睡觉、精神状态改善ꎬ能显著缓解其心理负担ꎬ从
而抑制抑郁发生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老年抑郁患者在病情治愈停

药后ꎬ应引导治愈者继续参与以娱乐身心为主、类似于广场舞

的群体性健身活动ꎻ习练者在身心得到娱乐与放松同时ꎬ会对

其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ꎬ从而有利于抑郁症患者前期治疗效

果巩固ꎬ避免病情复发ꎻ所以本研究认为ꎬ无论抑郁症患者治愈

与否ꎬ均应长期参与类似于广场舞的群体性健身活动ꎬ以促进

抑郁病情进一步改善ꎮ

参　 考　 文　 献

[１] 杨君建ꎬ徐季果.集体康复训练治疗轻中度抑郁症患者的疗效观

察[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１):５７￣５８.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５.

[２] 黄洁云.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与治疗进展[ Ｊ] .中国疗养医学ꎬ２０１３ꎬ
２２(３):２３３￣２３５.ＤＯＩ: １０.１３５１７ / ｊ.ｃｎｋｉ.ｃｃｍ.２０１３.０３.０５６.

[３] 王婷ꎬ张艳秋ꎬ谷多.长春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１１):３１２０￣３１２１.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４.

[４] 任天平.老年花式团体操干预治疗中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４( ５):１１９３￣１１９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７.

[５]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Ｍ].
第 ３ 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ｌ:８７￣８８.

[６] Ｙａｎｇ ＷＬꎬＺｈａｉ ＦꎬＧａｏ ＹＭꎬｅｔ 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Ｊ] .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８(６):９９４９￣９９５４.

[７] 李高.肌力训练联合水中步行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

复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３７(１２):９４２￣９４３.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４.

[８] Ｓｏｎｇ ＱＨꎬＸｕ ＲＭꎬＺｈａｎｇ ＱＨꎬ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ｅｎ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Ｊ] .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Ｍ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６(６):９７９￣９８４.

[９] 邵丽华ꎬ赵阳.广场舞对老年人的健身价值及社会意义的研究

[ Ｊ] .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９ ( １１): １３９￣１４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０８３ / 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１５８０.２０１３.１１.０７１.

[１０] 杨建全ꎬ冯锁民ꎬ卢红元.大众健身广场舞改善中老年女性抑郁症

的疗效[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４(２０):５８２４￣５８２６.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４.２０.０９５.

[１１] 张新安ꎬ倪晓梅ꎬ刘峰.广场舞蹈运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及情绪影

响的研究[Ｊ] .中外医学研究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２８):４￣５.ＤＯＩ: １０.１４０３３ / ｊ.
ｃｎｋｉ.ｃｆｍｒ.２０１２.２８.１０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０)
(本文编辑:易　 浩)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和卫生部 １９９８ 年颁布的«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则»ꎬ«中华物理

医学与康复杂志»对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的描述ꎬ要求写清楚以下事项:①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ꎻ②遗传背景或其来源ꎻ③
微生物检测状况ꎻ④性别、年龄、体重ꎻ⑤质量等级及合格证书编号ꎻ⑥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ꎻ⑦健康状况ꎻ⑧对实验动物的处理

方式ꎮ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ꎻ二级为清洁级ꎻ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ＳＰＦ)级ꎻ四级为无菌级ꎮ 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

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ꎮ

０８７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