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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图影响的系统评价和
G-/1

分析!

王嘉佳$

#

%

#陈奕晨%

#

P

#马艳红#

#谢
#

鹏$

#

%

"

!

$H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

#'''$U

%

%H

重庆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

#'''$U

%

PH

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
#

#'''$U

%

#H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北京
#

$'''T#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系统评价和
G-/1

分析方法对比不同研究中快速色氨酸耗竭!

([

"试验对经选择性
&6

羟色胺!

&6Z(

"再摄

取抑制剂!

LL5<.

"药物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心境和睡眠脑电图的影响#以研究
([

试验在该类抑郁症患者中作用的有效性&方法

#

计算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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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国内外数据库#全面搜集将
([

试验用于经

LL5<.

药物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研究的所有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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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b1:1:

标准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分析#并使用
5-,G1+

#H%

软件进行
G-/1

分析#对不能合并的数据结果进行系统评价&结果
#

最终纳入
%

篇高质量
5M(

研究#

b1:1:

评分均在
P

分以

上&系统评价结果显示#

([

组研究对象体内色氨酸浓度明显降低#达到了色氨酸耗竭的标准&

G-/1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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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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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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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证明
([

试验能够诱导经
LL5<.

药物

治疗后的抑郁症患者出现抑郁情绪及迷惑情绪#同时能影响该类患者的睡眠周期相关参数#包括缩短快动眼潜时'增加快动眼期

比例'增加快动眼期内动眼频率等&而对于其他检测指标#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组间差异性&受纳入研究质量限

制#上述结果还有待开展更多高质量的临床
5M(

试验来进一步证实&

关键词!快速色氨酸耗竭%抑郁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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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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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精神科自杀率最高的疾病*随着社会急速发展

以及竞争压力的加剧#抑郁症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目前已成为

全球疾病中给人类造成严重负担的第
%

位重要疾病*近年来

的研究证明
&6

羟色胺$

&6Z(

&直接或间接参与调节人的心境#

其功能活动减低与抑郁症患者的抑郁心境.食欲减退.失眠.昼

夜节律紊乱.内分泌功能失调.性功能障碍.焦虑情绪.不能对

T"'%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T!P

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TMIT$"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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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应激.活动减少等密切联系(

$

)

*因此#从抑郁症患者体内
&6

Z(

变化角度来研究抑郁症发生的病理生理过程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色氨酸耗竭$

/4

O>

/)

>

31+:-

>

9-/*)+

#

([

&试验是研究
&6Z(

系统功能紊乱在精神疾病发病机制中的重要而可靠的技术方

法#

%'

世纪
!'

年代首次应用于临床研究(

%

)

*色氨酸是
&6Z(

的前体物质#经耗竭后可安全.快速.可逆地造成中枢神经系统

&6Z(

水平显著减低#故
([

试验适用于大部分伴有
&6Z(

减

少的神经精神疾病的活动性研究(

P

)

*最新的研究结果证实#

([

对健康人群具有负向影响#能够诱导受试对象出现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记忆(

#6&

)

*然而#

([

试验是否能使缓解期和

治疗期抑郁症患者病情复燃尚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对于应

用选择性
&6Z(

再摄取抑制剂$

LL5<.

&类药物治疗有效的抑郁

症患者*有研究报道指出#

([

试验能使经
LL5<.

药物治疗后

的抑郁症患者出现负向情绪#并认为该类患者病情复燃的概率

要高于服用其他药物的患者(

U6!

)

*而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截

然相反#认为
([

试验并不能使经
LL5<.

类药物治疗后的抑郁

症患者出现抑郁情绪加重或负向情绪(

"6T

)

*

针对上述
[(

试验应用于经
LL5<.

药物治疗后的抑郁症

患者中出现的争论#作者系统性搜索了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高

质量随机对照试验$

41+:)@*A-:7)+/4)99-:/4*19

#

5M(

&研究#并

采用
b1:1:

评分方法对其质量进行评估%同时采用系统评价和

G-/1

分析的方法#对这些
5M(

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探

究
([

试验对经
LL5<.

药物治疗后抑郁症患者作用的有效性*

同时综合分析
5M(

研究中
([

试验患者的睡眠情况和脑电图

的变化情况#达到研究
([

试验对患者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的

目的*

C

#

资料与方法

CHC

#

资料来源及筛选
#

按照
M)7341+-

协作网工作手册的要

求制定检索策略*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包括'

K8;G-:

$

$TUU

年至
%'$$

年
P

月&.

M)7341+-

图书馆$

$T"T

年至
%'$$

年

P

月&.

-̀;)?L7*-+7-

$

$TT#

年至
%'$$

年
P

月&.

=@;1.-

$

$T"#

年至
%'$$

年
P

月&*检索格式为',$

/4

O>

/)

>

31+:-

>

9-/*)+

&

DR[

$

:-

>

4-..*)+

&-*同时检索了相关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

$T!T

年至
%'$$

年
P

月&.中国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

C<K6

维普#

$T"T

年至
%'$$

年
P

月&.

MR̂ <

数

据库$

$T!T

年至
%'$$

年
P

月&.万方数据库$

$T"U

年至
%'$$

年

P

月&*检索格式为',$色氨酸耗竭&和$抑郁症&-*检索到相

关文献后进行初筛#只纳入
5M(

*初筛结果后根据纳入标准

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复筛#剔除不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文献.

合并重复文献*最后查找原文#并再次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确

定最后研究的文献*

CHD

#

纳入标准
#

纳入文献所需满足的标准为'$

$

&文献必须是

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

&语言是英文或者中文%$

P

&研究对象是

被精神疾病专科医师诊断为抑郁症发作期或缓解期的患者#至

少有
$

次抑郁发作的病史%$

#

&目前正在服用
LL5<.

药物进行抑

郁症治疗#同时未服用其他抗抑郁药物%$

&

&

([

试验前
Z5LD6

$T

量表得分小于
!

分或
LL5<.

药物治疗后得分降低未超过

#']

%$

U

&无其他精神方面疾病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疾病*

CHE

#

排除标准
#

排除标准包括'$

$

&文献为非
5M(

研究%$

%

&

语言是英语或中文以外的研究%$

P

&研究对象是非抑郁症患者%

$

#

&未使用
LL5<.

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

&

&

([

试验前
Z5LD6

$!

量表得分大于或等于
!

分或
LL5<.

药物治疗后得分降低未

超过
#']

%$

U

&研究对象患有其他精神方面疾病或可能影响研

究结果的疾病*

CHF

#

文献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
#

文献质量评价由本团队
%

名

评价员分别独立进行*采用
b1:1:

等设计的
P

项质量评价标

准进行评价#主要对纳入文献的随机对照设计进行评分(

$'

)

*

其中包括'$

$

&随机方法是否正确和充分%$

%

&是否采用盲法%

$

P

&有无失访或退出*总分为
&

分#评分为
P

分及以上者被认

为是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在方法学上没有严重的错误*如

果研究中采用了分配隐藏或意向性分析#则
b1:1:

得分更高#

该研究的设计也就越合理*纳入文献的数据提取也由
%

名评

价员独立进行*采用预先设计的表格提取资料#包括纳入文献

的一般情况.干预措施以及结局指标*数据提取完毕后
%

名评

价员进行资料比对#结果不一致的部分双方讨论协商解决*对

纳入文献中资料缺失或报道不完全的结局指标尽量与作者联

系补充*

CHG

#

检测指标
#

纳入文献的检测指标包括'$

$

&血清学指标'

包括
([

前后不同时间患者血清中总色氨酸和游离色氨酸浓

度%$

%

&心境及抑郁量表评分'包括
([

前后不同时间患者的心

境量表$

KBGL

&评分和
Z5LD

抑郁量表评分*其中
KBGL

心

境量表包括'紧张$

/-+.*)+

&.抑郁$

:-

>

4-..*)+

&.愤怒$

1+

0

-4

&.

疲乏$

?1/*

0

8-

&.迷惑$

7)+?8.*)+

&.精力$

,*

0

)4

&.欣快$

-91/*)+

&.

友善$

?4*-+:9*+-..

&%$

P

&患者睡眠质量检测'检测手段包括了脑

电图.双侧动眼电图.颌肌电图.心电图.睡眠调查问卷等*检

测指标包括'总体睡眠时间$

/)/19.9--

>

/*@-

#

(L(

&.快动眼潜

时$

41

>

*:-

O

-@),-@-+/91/-+7

O

#

5E

&.入睡潜时$

.9--

>

91/-+7

O

#

LE

&.快速眼球运动$

41

>

*:-

O

-@),-@-+/

#

5=G

&.快速动眼运

动密度$

5=G:-+.*/

O

#

5[

&.入睡后觉醒时间$

21J-?89+-..1?6

/-4.9--

>

)+.-/

#

`DLB

&.睡眠后
$

期.

%

期.

P

期.

#

期$

./1

0

-$

"

./1

0

-%

"

./1

0

-P

"

./1

0

-#

#

L$

"

L%

"

LP

"

L#

&.睡眠效率$

.9--

>

-??*7*-+6

7

O

#

L=

&%$

#

&

([

前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CH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7341+-

协作网提供的
5-,G1+#H%

软件进行结局指标的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采用加权均数差

$

2-*

0

3/-:@-1+:*??-4-+7-

#

`G[

&及其
T&]

可信区间$

7)+?*6

:-+7-*+/-4,19

#

M<

&进行统计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比值比

$

)::.41/*)

#

B5

&及其
T&]M<

进行统计分析*

(

% 检验$以
I

$

'H'&

为检验水准&#当
<

%

%

&']

时#异质性较大#应尽可能找出

来源#并行亚组分析#即将临床同质性研究归为各亚组进行统

计学分析*若亚组异质性不大时$

<

%

$

&']

#亚组内
I

%

'H$

#

亚组间
I

%

'H'&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假设检验采用
F

检验#用
A

值和
I

值表示#显著性水平定

为
'H'&

#即
I

$

'H'&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假设检验的结

果在森林图中列出#存在低质量研究时进行敏感性分析*

D

#

结
##

果

DHC

#

文献纳入和质量分析
#

文献初筛检索到相关文献
%"!

篇#其中临床研究文献
$$!

篇*阅读标题.摘要排除重复发表

及非
5M(

研究的文献#最后剩余
"!

篇文献*

"!

篇文献中排

除非
LL5<.

药物治疗后的抑郁症研究后剩余
$!

篇文献*阅读

$!

篇文献全文#排除同一临床研究的不同报道以及与本次研

究内容不符合的文献#最后共纳入
%

篇高质量临床
5M(

文献

进行本次研究(

$$6$%

)

*

%

篇文献均为英文文献#未发现中文相关

文献*

%

篇文献共纳入研究对象
$"

例#男女比例为
$%fU

#均

为经
LL5<.

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

前
Z5LD6$T

得分
'

%

$$

分#平均
$H"

%

UH"

分*

%

篇文献均测量了本次研究的主要

检测指标*

%

篇文献均发表在高质量
LM<

杂志#影响因子分别

为
$%H%&!

和
UHTTP

*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

%

篇文献均为

双盲.自身对照
5M(

研究#对研究中患者失访或退出的情况进

行了清楚的报道#

%

篇文献的
b1:1:

得分为
P

分和
#

分#都属于

'T'%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高质量的临床
5M(

研究*

DHD

#

血清学检测结果
#

([

试验后对血清中色氨酸浓度进行

检测以确定色氨酸耗竭的程度*

%

篇文献均报道了
([

试验

后血清中色氨酸浓度明显下降*

G))4-

等(

$$

)的研究结果显

示#

([

后
"3

治疗组患者体内总色氨酸浓度从$

#"cT

&

"

@)9

"

E

下降到$

$Tc#

&

"

@)9

"

E

#下降率为
U$H#]

%游离色氨酸

浓度从$

&c$

&

"

@)9

"

E

下降到$

%c$

&

"

@)9

"

E

#下降率为
&%]

*

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色氨酸浓度的下降率明显低于治疗组#其

中总色氨酸仅下降
#]

#游离色氨酸仅下降
&HU]

*

=,1+.

等(

$%

)研究对比了
([

前
P'@*+

.

([

后
"3

.

([

后
$U3P

个时

间点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游离色氨酸浓度*发现治疗组

患者血浆游离色氨酸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其中
([

后
"3

游

离色氨酸浓度达到最低谷$

$

$'

"

@)9

"

E

&#

([

后
$U3

游离色

氨酸浓度逐渐恢复到
([

前水平*

DHE

#

心境及抑郁量表评分结果
#

%

篇文献均采用
Z5LD6$T

量表和
KBGL

量表对
([

前后患者的抑郁情绪和心境指数进

行评分#具体见表
$

*

G))4-

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

([

组患

者的
Z5LD6$T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分别为$

PH%c$H$

&分

和$

$H#c'H"

&分*而
KBGL

心境量表评分在
([

组和对照组

之间仍有差异#其中抑郁评分为$

%H!c$H#

&分和$

PHPc$HU

&

分%迷惑评分为$

&H#c'HT

&分和$

#H$c'HT

&分%精力评分为

$

UH!c$H&

&分%欣快评分为$

&HUc'H!

&分和$

UH%c$H'

&分%友

善评分为$

$&H#c$HT

&分和$

$&H%c%H#

&分*

=,1+.

等(

$%

)的研

究结果显示#在抑郁情绪方面
Z5LD6$T

评分
([

组为$

&H'c

$H'%

&分#而对照组为$

#H$%c'H"$

&分*在心境量表
KBGL

评

分方面#

([

组的紧张评分为$

&H'c'HUP

&分%抑郁评分为

$

PH$%c$HP!

&分%愤怒评分为$

%H$%c'H"P

&分%疲乏评分为

$

#H$%c$H'#

&分%迷惑评分为$

UH'c$H!%

&分%精力评分为

$

&H""c$H#P

&分%欣快评分为$

&H'c$H%"

&分%友善评分为

$

$&H!&c%HUU

&分*对照组的紧张评分为$

#H$%c'H!#

&分%抑

郁评分为$

PH&c$H"

&分%愤怒评分为$

$H%&c'H%&

&分%疲乏评

分为$

PHP"c$H$U

&分%迷惑评分为$

&H$%c$H%!

&分%精力评分

为$

&H!&c$H!!

&分%欣快评分为$

#H%&c$HU!

&分%友善评分为

$

$UH$%c%H"U

&分*对
%

篇文献中
([

组和对照组上述数据进

行
G-/1

分析#发现
Z5LD6$T

评分和
KBGL

中的迷惑评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评分指标无差异*其中
Z5LD6$T

评分

的
G-/1

分析结果为'

`G[$HP!

.

T&]M<

$

'H!U

#

$HTT

&.

I

$

'H''$

%

KBGL

心境量表中迷惑评分的
G-/1

分析结果为'

`G[

$H$!

.

T&]M<

$

'H##

#

$HT$

&.

Ig'H''%

*异质性检验并未发现明

显的异质性*

表
$

##

纳入
5M(

实验的检测结果"

'c9

#

项目
G))4-K

$

$TT"

&

基线组 对照组
([

组

=,1+.E

$

%''%

&

基线组 对照组
([

组

睡眠测量结果

#

(L(

$分&

P#$H'c$TH' PU'H'c%%H' P!"H'c$!H' P#PH''c%% P!!H''c$"H'' P"!H''c$PH''

#

5E

$分&

$&$H'c$TH' $%$H'c%#H' U#H'c$$H'

#

h h h

#

LE

$分&

#$H'c$'H' P'H'c"H' %PH'c#H' P$H''c$PH'' %#H''c"H'' $&H''c#H''

#

5=G

$分&

&UH'cUH' !UH'c$%H' $'!H'c$'H'

#

h h h

#

5=G] $UHUc%H' %'H$cPH' %"H'c%H'

#

h h h

#

5[ $H"c'H% %H&c'H$ %H!c'H% %H%'c'H%' %H%'c'HP' %HP'c'HP'

#

L$

$分&

P"H'c!H' #$H'cUH' #$H'c!H' %'H''c%H'' $TH''c#H'' %%H''c%H''

#

L$] $%H'cPH' $%H&cPH' $$H&c%H' UH''c$H'' &H''c$H'' UH''c$H''

#

L%

$分&

%$$H'c$#H' %''H'c$$H' $T&H'cTH' %'&H''c$#H'' %#%H''c%PH'' %$PH''c$UH''

#

L%] U%H'c#H' &UH'cPH' &%H'c%H'

#

h h h

#

LPa#

$分&

P!H'c$UH' ##H'c$%H' P&H'c$'H' PTH''c$%H'' PPH''c$PH'' #$H''c$UH''

#

LPa#] TH'c#H' $$H'cPH' TH'c%H' $$H''c#H'' TH''c&H'' $$H''c#H''

#

`DLB

$分&

P&H'cUH' &UH'c"H' #&H'c!H' #&H''c$PH'' %PH''c#H'' P$H''c#H''

#

L= "'H'cPHP !"H'cPH% "PH'c%H% "$H''c&H'' "!H''c%H'' ""H''c%H''

心境测量结果

#

Z5LD6$T $H!c'HT $H#c'H" PH%c$H$ #HP"c$H%$ #H$%c'H"$ &H''c$H'%

KBGL

#

紧张
h h h #H%&c$H$P #H$%c'H!# &H''c'HUP

#

抑郁
PH'c$HP PHPc$HU %H!'c$H#' &H%&c$HU% PH&'c$H"' PH$%c$HP!

#

愤怒
h h h %H!&c'H"' $H%&c'H%& %H$%c'H"P

#

疲乏
h h h #H''c$H%! PHP"c$H$U #H$%c$H'#

#

迷惑
PHTc'HT #H$c'HT &H#c'HT &H""c%H'U &H$%c$H%! UH''c$H!%

#

精力
$%H'c%H% &HTc$H& UH!c$H& $'H''c%H%& &H!&c$H!! &H""c$H#P

#

欣快
TH&c$H$ UH%c$H' &HUc'H! !H&'c$HT& #H%&c$HU! &H''c$H%"

#

友善
$TH!c$H! $&H%c%H# $&H#c$HT $"HU%c%HU# $UH$%c%H"U $&H!&c%HUU

##

([

'色氨酸耗竭实验$

/4

O>

/)

>

31+:-

>

9-/*)+

&%

(L(

'总体睡眠时间$

/)/19.9--

>

/*@-

&%

5E

'快动眼潜时$

41

>

*:-

O

-@),-@-+/91/-+7

O

&%

LE

'入睡潜

时$

.9--

>

91/-+7

O

&%

5=G

'快速眼球运动$

41

>

*:-

O

-@),-@-+/

&%

5[

'快速动眼运动密度$

5=G:-+.*/

O

&%

`DLB

'入睡后觉醒时间$

21J-?89+-..1?/-4

.9--

>

)+.-/

&%

L$

"

L%

"

LP

"

L#

'睡眠后
$

期.

%

期.

P

期.

#

期$

./1

0

-$

"

./1

0

-%

"

./1

0

-P

"

./1

0

-#

&%

L=

'睡眠效率$

.9--

>

-??*7*-+7

O

&%

Z5LD6$T

'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
6$T

$

Z1@*9/)+41/*+

0

.719-?)41+X*-/

O

6$T*/-@.

&%

KBGL

'心境量表$

>

4)?*9-)?@)):./1/-.

&*

$T'%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对各个影像结果的
G-/1

分析

睡眠测量结果
T&]

可信区间
`G[ A I

(

%

I <

%

$

]

&

(L(

$分& (

$H&

#

%PHT

)

$%H! %H%% 'H'P

!

'H## 'H&$ '

LE

$分& (

h$%H%#

#

hPHT"

)

h"H$$ PH"& 'H'$

!

'H%% 'HU# '

5[

(

'H'#

#

'HP$

)

'H$! %H&U 'H'$

!

'H#$ 'H&% '

L$

$分& (

h'H'%

#

&H'!

)

%H&% $HT& 'H'&

!

'H!$ 'H#' '

L$]

(

h'H'&

#

$HU$

)

'H!" $H"& 'H'U %H$T 'H$# &#H#

L%

$分& (

hPTHP$

#

!H&P

)

h$&H"T $HPP 'H$" &H&& 'H'% "%

LPa#

$分& (

h$!H&

#

$&H!T

)

h'H"& 'H$' 'HT% PHTU 'H'& !#H!

LPa#]

(

h#H$"

#

PH&U

)

h'HP$ 'H$U 'H"" %H!T 'H'T U#H%

`DLB

$分& (

h$TH"%

#

$!H#'

)

h$H%$ 'H$P 'HT' %'H"#

$

'H'$ T&H%

L=

(

h$H'&

#

UH!"

)

%H"U $H## 'H$& &HTU 'H'$ "PH%

DHF

#

患者睡眠质量检测结果
#

%

篇文献均采用脑电图.双侧

动眼电图.颌肌电图及心电图对检测对象的睡眠相关指标进行

检测#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

*对表
$

中的睡眠相关指标进行

G-/1

分析*

5E

.

5=G

.

5=G]

及
L%]

等指标仅在
G))4-

等的

研究中报道#故无法进行数据合并*

G-/1

分析前首先进行异

质性分析#异质性参数
I

$

'H$

说明异质性较小#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
G-/1

分析%异质性参数
I

%

'H$

说明异质性较大#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G-/1

分析*

G-/1

分析结果见表
%

*

统计学指标中
I

$

'H'&

说明
([

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

#

讨
##

论

近年来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

其研究也不断深入#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以及多种精神

疾病.情绪障碍均与
&6Z(

系统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6Z(

系

统相关实验方法不断涌现#其中快速
([

试验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试验方法#其安全.快速.可逆地造成中枢神经系统
&6Z(

水

平下降#混杂因素少#适用于大部分伴有
&6Z(

减少的神经精

神疾病的活体动态性研究#尤其因为其安全.可逆的特点#为伦

理委员会所接受#被广泛应用于健康志愿者及相关疾病患者情

绪.认知等高级活动的动态研究*因此#通过
([

试验诱发抑

郁症患者抑郁情绪的复燃#进而对抑郁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病理

生理机制.药物作用等相关方面进行分析#成为目前研究抑郁

症的一种重要手段(

$P6$#

)

*

([

试验以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内
&6Z(

为特点#基于减少

血浆中的色氨酸含量可使大脑中
&6Z(

合成和释放减少的假

说*其基本原理为'一方面通过减少色氨酸摄入%另一方面通

过增加色氨酸转运载体竞争性抑制作用#以达到减少色氨酸进

入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中枢
&6Z(

水平的目的*

([

试验用于

抑郁症方面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6$U

)

#包括'$

$

&干预效

果显著*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

([

试验使研究对象体内血浆

及大脑特定区域色氨酸含量显著降低#外周血浆中色氨酸水平

下降
!#]

%

"T]

%中枢神经系统色氨酸水平也相继下降#如脑

脊液中下降
"']

%

T']

.海马中下降
PP]

.纹状体"前额叶皮

质中下降
&']

*$

%

&相应效应明显*

([

试验可导致一系列与

&6Z(

功能相关的行为学改变#如'提高疼痛敏感度.听觉过

敏.增加焦虑行为.抑郁行为.冲动行为.增加攻击性.影响认知

和记忆*$

P

&安全可逆*

([

试验后恢复色氨酸饮食#中枢
&6

Z(

水平恢复正常#行为学改变恢复正常*$

#

&混杂因素少*

([

试验几乎只影响色氨酸
6&6Z(

代谢#对于中枢其他神经递

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

NDID

的影响很小*

尽管
([

试验对于抑郁症患者干预的相应效果已经被大

量的文献所证实#但对于经
LL5<.

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而

言#

([

试验的有效性却备受争议*

[-9

0

1:)

等(

U

)将
([

试验用

于经氟西汀或脱甲丙咪嗪治疗后的抑郁症患者的相关研究#发

现
([

试验能够一过性地引起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的复燃#并

认为该类患者病情复燃的概率要高于服用其他药物的患者*

I))*

S

等(

!

)通过对
!$

例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进行
([

试验后发

现#复发患者.女性.

LL5<.

药物治疗史.严重自杀倾向等因素

均为
([

试验中瞬时情绪恶化的独立预报因子*而
K4*7-

等(

"

)

和
R-8@-*./-4

等(

T

)的研究结果则认为
([

试验对经
LL5<.

药

物治疗后的抑郁症患者而言作用并不明显#在
([

试验中该类

患者并未出现明显的情绪变化*本次研究对搜集到的相关文

献进行了
G-/1

分析和系统性评价#发现
([

组患者在
Z5LD6

$T

抑郁量表及
KBGL

心境量表的迷惑评分中较对照组具有明

显的统计学差异*在
KBGL

心境量表的其他方面#如愤怒.疲

乏.友善等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综合上述
G-/1

分析

及系统评价结果#作者认为
([

试验能够影响经
LL5<.

药物治

疗后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变化#且情绪变化主要表现为抑郁和

迷惑
%

种情绪*而对于其他如愤怒.疲乏.友善等情绪类型#目

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

试验能够诱导经
LL5<.

药物治

疗后的抑郁症患者出现上述情绪类型*

&6Z(

系统功能紊乱可引起抑郁症患者睡眠中快速动眼

运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对抑郁症患者睡眠进行监测后发

现#其睡眠周期表现为快动眼潜时缩短.快动眼期比例增加.快

动眼期内动眼频率增加等特点(

$!

)

*而采用
LL5<.

药物治疗抑

郁症后#患者的睡眠周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表现为快动眼潜

时延长.快动眼期比例降低(

$"

)

*而采用
([

试验对抑郁症患

者进行情绪干扰#由于患者体内色氨酸浓度变化引起
&6Z(

功

能相应的变化#因此#

([

试验可引起受试对象出现与抑郁症

相似的睡眠特点#如快动眼潜时缩短.快动眼期比例增加

等(

$T

)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文献结果类似*通过对纳入文献进

行
G-/1

分析和系统评价#证明了
([

组患者在
L(L

.

LE

.

5[

.

L$

等睡眠相关指标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了
([

试验可诱导抑郁症患者在睡眠周期中出现快动眼潜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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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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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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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缩短.快动眼期比例增加.快动眼期内动眼频率增加等变化*

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中纳入的文

献相对偏少#后期还需要加大文献纳入量#扩大研究对象样本

量#以增加论证强度*其次#由于各研究中纳入的研究对象在

基础情况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统计分析中各个研究

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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