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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脑卒中后急性期抑郁的发生率及临床相关因素&方法
!

对
"'!

例住院并诊断为脑卒中的急性期患者采

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改良爱丁堡斯堪的纳维亚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表及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调查评分&结果
!

卒中后抑郁

"

?.W

%发生率为
#'$&"X

!抑郁的发生与性别'文化程度及病灶部位无明显关系!与神经功能缺损'日常生活能力依赖等密切相关&

结论
!

?.W

是脑卒中常见并发症!与神经功能缺损'日常生活能力依赖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卒中后抑郁$脑梗死$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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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

P

@03035@]I:I

P

5I002@6

#

?.W

&是脑血管疾病

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不仅导致躯体症状加

重和患者精神痛苦#使生活质量下降#而且也增加了患者住院

天数#使医疗费用和病死率上升)因此
?.W

一直是学者们普

遍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
"'!

例脑卒中患者的调查#探讨

?.W

的发生*相关因素及治疗对策)

=

!

临床资料

=$=

!

研究对象
!

选择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本科住院

诊断为脑卒中的急性期患者
"'!

例$发病后第
#

周#即起病第

!E

天至第
"!

天内&#均为首次发病)情感障碍符合中国精神

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修订本$

//-W>#><

&中的脑器质

性障碍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D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g!D$%

&岁)脑梗死
!%%

例#脑出血
!!C

例)本组病例按
!AAE

年第
%

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全部经头颅
/=

和$或&

-<_

扫描证实#全部为右利手)排除既往卒中病史或

其他引起神经功能缺损的脑炎*外伤*先天性疾病等#包括严重

痴呆*失语*耳聋*意识障碍而影响抑郁情况表达者)

=$>

!

评定方法

=$>$=

!

神经功能缺损评定
!

用改良爱丁堡斯堪的纳维亚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表$

...

&评定#最高为
%E

分)

!

$

!E

分为轻型#

!'

$

#&

分为中型#

#!

$

%E

分为重型)

=$>$>

!

抑郁评定
!

运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

$第
"

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TF-W

&

!C

项版本#

$

C

分为正

常#

C

$

!C

分为轻度抑郁#

!D

$

"%

分为中度抑郁#

%

"%

分为重

度抑郁)

=$>$?

!

日常生活能力评估
!

按日常生活能力评判$

FW9

&标

准#

FW9!

!完全恢复社会生活%

FW9"

!部分恢复社会生活或家

庭生活不需要帮助%

FW9#

!家庭生活需要帮助#拄拐可行走%

FW9%

!卧床不起#意识清晰%

FW9E

!植物状态)

=$>$@

!

一般情况调查
!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

个人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既往病史等)

=$?

!

统计学方法
!

对所有病例进行分组统计#计算抑郁发病

率#各组间比较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W

发生率
!

在
"'!

例脑卒中患者中
TF-W

评分大于

C

分
A%

例$

#'$&"X

&#轻度抑郁
EE

例#中度抑郁
#"

例#重度抑

郁
C

例)发 生
?.W

患 者 中 女
%E

例 $

%C$AX

&#男
%A

例

$

E"$!X

&#两者比较#差异不明显%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

#C

例$

#A$%X

&#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EC

例$

'&$'X

&)

?.W

组与非
?.W

组在性别*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L

%

&$&E

&)见表
!

)

表
!

!!

?.W

与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的关系#

-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文化程度

中学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W

组
A% %A %E EC #C

非
?.W

组
!'C A! C' AE C"

>$>

!

?.W

与神经功能缺损的关系
!

在
"!E

例神经功能不同程

度缺损者中出现
?.W

症状
DA

例$

%!$%&X

&#与神经功能正常

!'!"

重庆医学
"&!&

年
D

月第
#A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贵州省卫生厅基金资助项目$'

"&&E

(

!#D>%

&%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基金资助项目$'

"&&'

(

'C

&)



者$

!&$DCX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E

&#见表
"

)

表
"

!!

?.W

与神经功能缺损的关系#

-

&

组别 神经功能正常
神经功能缺损

轻度 中度 重度

?.W

组
E E" #E "

非
?.W

组
%! D! %" #

>$?

!

?.W

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

在
"#!

例日常生活能力不

同程度依赖的患者中出现
?.W

症状
A&

例$

#A$&&X

&#与日常

生活能力正常者$

!#$##X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E

&#见表
#

)

表
#

!!

?.W

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

&

组别
日常生活能力

FW9! FW9" FW9# FW9% FW9E

?.W

组
% "& '% ' &

非
?.W

组
"' EE C% !" &

>$@

!

?.W

与病变部位的关系
!

病变位于左侧和右侧者#其

?.W

发生率分别为
#C$C&X

和
#D$E#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E

&#见表
%

)

表
%

!!

?.W

与病变部位的关系#

-

&

组别 左侧 右侧 双侧

?.W

组
%' %" '

非
?.W

组
C' 'C "%

>$A

!

?.W

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

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
?.W

发生率分别为
!E$#DX

和
%A$#EX

#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E

)

表
E

!!

?.W

组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

&

组别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出血性脑卒中患者

?.W

组
C' !D

非
?.W

组
CD AA

?

!

讨
!!

论

脑卒中患者除有各种躯体症状外#还常伴情感障碍#其中

以
?.W

最多见#

?.W

的存在常常可以加重患者神经功能缺损#

直接影响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康复和生活质量#因此对
?.W

患

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有利于患者躯体功能恢复#改善预后)

?.W

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为与多种因素作用相关!$

!

&

生物学机制#该学说认为#

?.W

与脑卒中后神经递质改变有

关#去甲肾上腺素和
E>

羟色胺水平下降时#患者出现抑郁%$

"

&

反应性机制#该学说认为#家庭*社会*生理等多因素综合作用

导致卒中后生理和心理失衡产生反应性抑郁)在相关因素研

究中#内向不稳定个性是
?.W

最主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家庭关

系可预防其发生)脑卒中患者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有多种#如

对疾病的恐惧*认识的片面性*对治疗效果的忧虑及经济状况

的担心等)负性情绪反过来易引起躯体不适症状#严重影响患

者神经功能恢复)卒中严重程度与抑郁发生率呈正相关)躯

体功能的丧失*社会或家庭地位的改变等社会心理因素则可能

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在原有病理基础上可加速抑郁的发生或使

其程度加重)脑卒中患者常伴肢体功能障碍*语言障碍#导致

与人交流沟通障碍#自我评价降低#甚至产生自我羞辱感#认为

成了家庭的负担*累赘#情绪低落#兴趣发生改变#逐渐产生孤

独*焦虑*悲观等抑郁症状#加之家人及社区有关人员往往对脑

卒中患者的抑郁症状认识不足#使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治#误

诊率*病死率增高'

!

(

)

!A"!

年
[54I

P

IN26

首次描述了在其诊治

的患者中抑郁障碍与脑卒中的关系#此后#心境障碍是脑卒中

的一种特异并发症以及抑郁障碍是卒中后最常见的精神问题

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可)

?$=

!

?.W

的发生率
!

?.W

的发生率各家报道不一#

?@>

L

B

4;4454

等'

!

(研究
%D'

例脑卒中患者发现
%&$!X

患者在发病
#

个月时发生抑郁症#轻型为
!%$!X

#中*重型达
"'$&X

%

<@J>

260@6

等'

"

(报道脑卒中患者
'&X

在发病后
"

年内出现抑郁症

状#包锡卿和王庚鑫'

#

(报道卒中
!

个月后
?.W

发生率为

%A$EX

)本研究结果显示#

?.W

发生率为
#'$&"X

#其中轻度

为
"!$&CX

#中度为
!"$"'X

#重度为
"$'DX

#与其他研究结果

比较#总发生率及中*重度发生率均低#究其原因可能为!$

!

&本

文所选病例均为急性期发病
#

周后#而多数研究表明
?.W

在

恢复期发生率较高%$

"

&本组患者文化程度不高#小学及小学以

下文化程度者较多#这些患者容易忽视或否认心理症状#强调

躯体感受#很难用言语表达情感#使部分隐匿性抑郁患者漏诊)

?$>

!

?.W

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

本

组资料显示#神经功能缺损者与神经功能正常者
?.W

发生率

有明显差异#且中*重度神经功能缺损者发生率高于轻度神经

功能缺损者#日常生活能力依赖者与日常生活能力正常者比

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日常生活

能力下降直接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
?.W

发生有明显关系'

#

(

)

?$?

!

?.W

与病变部位的关系
!

?.W

与损害部位的关系可能

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张庆臣等'

%

(报道#左侧半球卒中患者

EEX

发生
?.W

#右侧
"DX

发生
?.W

#左侧大脑半球额叶皮层和

基底节区病灶与
?.W

发生有关)高政和刘启贵'

E

(认为前部病

灶更容易发生抑郁#而病灶在左*右部位与
?.W

发生无关)本

组资料显示#

?.W

发生与部位无关)

,G5;2NN

等'

'

(应用传统的

神经病学与放射学脑损害的定位方法#对首次脑卒中的脑损害

部位与
%

个月后发生
?.W

的关系进行探讨#也认为
?.W

发生

与部位无关)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一个决定因素可能是对

脑卒中后发生抑郁症的观察时间的不同'

C>A

(

)抑郁症的发生和

左侧大脑前极损害的相关联系目前只是通过脑卒中后急性期

$脑卒中发生后
#

$

'

个月&的研究得出的相关结论#脑卒中后

急性期抑郁症的发生与左半球或右半球大脑发生卒中而损害

了靠近额叶部位的脑组织有一定的相互关系#而脑卒中后较长

时间再发生抑郁症只与右半球大脑发生卒中并损害了枕叶部

位有着密切关系)目前
?.W

研究的趋势着重于大脑半球内各

个部位的重要性而不是偏向于哪侧半球损伤#关于这点#起源

于额叶部位下方损伤的
?.W

近来已经被许多研究所强调#而

不是去重视大脑半球的专属特异性'

!&

(

)

?$@

!

家庭关系及文化水平对
?.W

的影响
!

脑卒中患者在卒

中后特别需要家人的支持和照顾#如果这种支持低于某一临界

水平#则
?.W

的发生率会明显升高)很多研究者发现#学历越

高*接受教育越多的患者
?.W

发生率越低#这可能是由于文化

程度的差异造成对疾病的理解和对前途的看法不同所致)

?$A

!

社会心理因素
!

社会心理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脑卒中

"'!"

重庆医学
"&!&

年
D

月第
#A

卷第
!'

期



后患者的精神状态)一个健全的人由于突发疾病丧失了独立

生活能力#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秩序发生紊乱#患者无法正

视*接受这一事实#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如果家庭经济状况

较差#家人关怀和照顾不足#不能重返社会参加工作#患者就会

产生自卑感而产生外源性抑郁)

?$B

!

合并症与
?.W

发生的关系
!

在引起脑卒中的常见危险

因素中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最主要的相关疾病#特别是糖

尿病关系最大)并且合并的疾病种类越多#

?.W

发生率越高#

这提示所患疾病越多#症状越明显#则患者的应激反应越大#如

果应激水平超过了患者的应变能力#则容易导致情感障碍)

?$Q

!

卒中性质与
?.W

发生的关系
!

本组资料显示#脑缺血的

?.W

发生率明显高于脑出血#该类资料近年来未见文献报道)

可能与两组发生的病因不同有关#与局部脑血流灌注和细胞代

谢有关'

!!

(

#而且也与二者预后有关#一般脑出血发病年龄较

轻#合并症较少#预后较好#与患者心理社会因素影响较少也有

关系#尚需要更多的样本资料观察)

?$S

!

?.W

预防和治疗
!

从临床观察和治疗经验看#卒中患者

的神经功能障碍状态与
?.W

的发生明显相关#抑郁症的出现

对神经功能缺损和认知功能损伤的恢复也是不利的#将增加脑

血管病的病死率#降低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C

(

)因此应重视

对
?.W

的预防和治疗#多数学者认为一旦诊断
?.W

#就要进行

积极治疗#首选药物治疗#此外良好的个体化心理治疗和心理

护理应贯穿治疗全过程#唤起患者的积极情绪#正确发挥心理

防御机制#改善或消除抑郁症状#更有利于神经功能的康复)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心*脑血管疾病和老年期外科手

术等老年患者出现精神和认知障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特别是

综合医院更是明显'

!"

(

)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必须引起医务人

员的重视#及早处理#以期达到较好的康复效果)

?.W

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目前对其发病机制的

认识尚不完全明确#但有些学者从宏观角度上提出对于该病的

研究应摆脱单纯的生物模式#将其置入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

三维结构中去认识#这对进一步研究
?.W

提供了崭新的观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逐渐了解
?.W

的发病机制#并为其

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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