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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郁丸联合舍曲林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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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解郁丸联合盐酸舍曲林片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在沈阳市安

宁医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70 例，根据用药的差别分为对照组（35 例）和治疗组（35 例）。对照组口服盐酸舍曲林片，50 mg/次，

1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解郁丸，1.8 g/次，3 次/d。两组患者均经 4 周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同时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PSQI、HAMD、BDI 和 GQOLI-74 评分，白胞介素-2（IL-2）、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

同型半胱氨酸（Hcy）、5 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水平。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临

床有效率分别为 80.00%和 97.1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PSQI、HAMD、BDI 评分均

显著降低（P＜0.05），而 GQOLI-74 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且治疗组患者 PSQI、HAMD、BDI 和 GQOLI-74 评分明显

好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IL-2、IL-6、TNF-α、IL-1β、Hcy 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且治疗组患

者血清 IL-2、IL-6、TNF-α、IL-1β、Hcy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5-HT、NE、DA 水平均明显升

高（P＜0.05），且治疗组患者 5-HT、NE、D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解郁丸联合盐酸舍曲林片治疗抑郁症

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促进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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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Jieyu Pills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KANG Ying-mei, QU Li-xin 

Shenyang Anning Hospital,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Jieyu Pills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Methods  

Patients (70 cases) with depression in Shenyang Anning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35 cases) and treatment (35 cases)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treatment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50 mg/time, once daily.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Jieyu Pill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1.8 g/time, three times daily.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nd the PSQI, HAMD, BDI and GQOLI-74 scores, the IL-2, IL-6, TNF-α, IL-1β, Hcy, 5-HT, NE, 

and DA level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as 80.00%, and 97.14%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SQI, HAMD, and BDI score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but GQOLI-74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nd these scor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IL-2, IL-6, TNF-α, IL-1β, Hcy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and 

these serological indexes leve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5-HT, NE, and DA level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nd these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leve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Jieyu Pills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depression, promote the secretion of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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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常见的一种，临床以持久

的情感低落为主要表现，具有发病率高、治愈率低、

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1]。当前，随着人们生

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抑郁症的发病

率逐年增加，临床对其治疗尚无特效药物，常给予

两组以上机制不相同的药物共同治疗。盐酸舍曲林

能够增加中枢神经元中 5-羟色胺（5-HT）水平，提

高交感神经兴奋性，促使自主神经功能改善，最终

改善抑郁状态[2]。解郁丸具有疏肝解郁，养心安神

的功效[3]。因此，本研究对抑郁症患侧采用解郁丸

联合盐酸舍曲林片相进行治疗，获得了满意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在沈阳市安宁

医院治疗的 70 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符合抑

郁症诊断标准[4]。其中男 36 例，女 34 例；年龄 26～

65 岁，平均年龄（45.63±1.75）岁；病程 4～42 个

月，平均病程（18.93±1.47）年。 

排除标准：（1）正在接受其他方案进行治疗者；

（2）对研究药物过敏者；（3）酗酒、服用精神活性

药物、滥用精神类药物者；（4）伴有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者；（5）伴有其他精神疾病者；（6）中途退出

治疗者；（7）伴有恶性肿瘤者；（8）妊娠及哺乳期

妇女；（9）未取得知情同意者。 

1.2  药物 

盐酸舍曲林片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成，规格

50 mg/片，产品批号 180109；解郁丸由河南泰丰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成，规格40 g/瓶，产品批号180107。 

1.3  分组和治疗方法 

根据用药差别分为对照组（35 例）和治疗组（35

例）。对照组年龄 26～64 岁，平均年龄（44.73±1.65）

岁；病程 4～42 个月，平均病程（19.93±1.57）年。

治疗组年龄 26～65 岁，平均年龄（46.33±1.80）岁；

病程 4～42 个月，平均病程（18.13±1.37）年。 

对照组口服盐酸舍曲林片，50 mg/次，1 次/d；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解郁丸，1.8 g/次，3 次/d。

两组患者均经 4 周治疗。 

1.4  疗效评价标准[5]
 

治愈：经治疗，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较前减少 80%以上；显效：经治疗，HAMD 评分

较前减少 50%～79%；有效：经治疗，HAMD 评分

较前减少 25%～49%；无效：经治疗，HAMD 评分

较前减少不足 25%。 

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例数 

1.5  观察指标 

1.5.1  比较 PSQI
[6]、HAMD

[7]、BDI
[8]和 GQOLI-74

[9]

评分  PSQI：由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

其中第 19 条自评条目和第 5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

故 18 个条目组成 7 部分，按 0～3 等级计分，总分 21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HAMD：取值范围

为 0～100 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患者的抑郁越重。

BDI：由 21 项组成，总分越高病情越重。GQOLI-74：

包括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和物质生活，

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5.2  血清学指标  所有研究对象于治疗前后的清

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5 mL，立即送检，采用 ELISA

法测定白细胞介素-2（IL-2，武汉博士康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白细胞介素-6（IL-6，武汉博士康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上海钰

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白细胞介素-1β（IL-1β，武

汉博士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同型半胱氨酸（Hcy，

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水平。 

1.5.3  单胺类神经递质  5 羟色胺（5-HT）、去甲肾

上腺素（NE）、多巴胺（DA）的测定采用 ELISA

法，试剂盒购自美国 Rapidbio 公司，所有操作均严

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6  不良反应观察 

对药物相关的厌食、过敏、胃肠不适、头晕、

头痛等不良反应进行对比。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两组 PSQI、HAMD、BDI、

GQOLI-74 评分，IL-2、IL-6、TNF-α、IL-1β、Hcy

水平，血清 5-HT、NE、DA 水平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有效率比较采用 χ
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治愈 12 例，显效 11 例，有效

5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为 80.00%；治疗组治愈

20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

率为 97.1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两组 PSQI、HAMD、BDI 和 GQOLI-74 评分

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PSQI、HAMD、BDI 评分均

显著降低，而 GQOLI-74 评分均显著升高，同组治

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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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PSQI、HAMD、BDI 和 GQOLI-74 评分明显

好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2.3  两组血清学指标比较 

经治疗，两组患者血清 IL-2、IL-6、TNF-α、

IL-1β、Hcy 水平均明显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患者血清

IL-2、IL-6、TNF-α、IL-1β、Hcy 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4  两组单胺类神经递质比较 

经治疗，两组患者 5-HT、NE、DA 水平均明显

升高，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5-HT、NE、DA 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4。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治愈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35 12 11 5 7 80.00 

治疗 35 20 12 2 1 97.14*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患者 PSQI、HAMD、BDI 和 GQOLI-74 评分比较（x ± s ） 

Table 2  Comparison on PSQI, HAMD, BDI and GQOLI-74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观察时间 PSQI 评分 HAMD 评分 BDI 评分 GQOLI-74 评分 

对照 35 治疗前 15.46±3.56 23.79±5.42 20.68±3.49 65.86±7.58 

  治疗后 11.48±0.72* 15.49±0.85* 13.2±0.64* 83.14±13.15* 

治疗 35 治疗前 15.46±3.53 23.74±5.46 20.65±3.47 65.83±7.54 

  治疗后 5.37±0.64*▲ 4.38±0.72*▲ 7.36±0.53*▲ 92.75±13.28*▲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表 3  两组血清学指标比较（x ± s ） 

Table 3  Comparison on serological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观察时间 IL-2/(ng∙L−1) IL-6/(ng∙L−1) IL-1β/(pg∙mL−1) TNF-α/(ng∙L−1) Hcy/(ng∙mL−1) 

对照 35 治疗前 46.76±6.27 2.79±0.28  365.73±28.61 34.67±5.46 24.78±1.49 

  治疗后 38.83±4.52* 1.87±0.19* 197.86±1342* 28.78±4.34* 20.49±1.31* 

治疗 35 治疗前 46.73±6.24 2.76±0.24 365.76±28.63 34.64±5.43 24.75±1.47 

  治疗后 32.52±4.45*▲ 1.24±0.15*▲ 145.14±13.27*▲ 21.32±4.27*▲ 17.34±1.36*▲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表 4  两组单胺类神经递质比较（x ± s ） 

Table 4  Comparison on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观察时间 5-HT/(μg∙mL−1) NE/(μg∙mL−1) DA/(μg∙mL−1) 

对照 35 治疗前 674.95±73.72 167.58±16.31 115.72±13.87 

  治疗后 1 248.14±84.27* 326.53±18.68* 178.39±15.23* 

治疗 35 治疗前 674.93±73.65 167.54±16.27 115.76±13.84 

  治疗后 1 967.72±85.48*▲ 431.47±19.56*▲ 294.48±15.37*▲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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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治疗期间均无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抑郁症在临床上主要以认知功能损害、心境低

落、躯体症状、意志活动减退及思维迟缓等为主要

表现，严重的患者有自杀的倾向，不仅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还严重影响家庭和睦[10]。 

盐酸舍曲林片为一种选择性的 5-HT 重摄取抑

制剂，其可增加中枢神经元中 5-HT 水平，提高交

感神经兴奋性，促使自主神经功能改善，最终改善

抑郁状态[2]。抑郁症在中医上属于“郁证”范畴，

主要因气机郁滞、情志不舒引起，治疗上以疏肝解

郁为主要原则[11]。解郁丸是由当归、合欢皮、白芍、

小麦、茯苓、柴胡、大枣、郁金、百合、甘草、等

制成的复方制剂，具有疏肝解郁，养心安神的功效[3]。 

抑郁症的发生主要是因神经递质代谢异常和免

疫功能异常所引发的，最终致使机体内 IL-2、

TNF-α、IL-6 等细胞因子表达失衡[12]。研究显示，

抑郁症患者 IL-2、Hcy、TNF-α、IL-6 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人群，伴随症状改善其水平会逐渐降低[13]。近

年来，研究表明 IL-1β 等炎症因子同抑郁症的发生

有着密切关系，其能够作用于脑内 5-HT 系统，使

其功能下降，使得神经元再生受到抑制，诱发抑郁

症发生[14]。本研究中，经治疗治疗组 IL-2、IL-6、

TNF-α、IL-1β、Hcy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抑郁症采用解郁丸同盐酸舍曲林片相联合治疗可有

效改善机体炎症因子水平。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备受认

可，研究表明增加 5-HT、NE、DA 在神经间隙的降

解，会导致大鼠抑郁症加重[15]。本研究中，经治疗

治疗组 5-HT、NE、DA 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抑郁

症采用解郁丸同盐酸舍曲林片相联合治疗可促进神

经递质分泌。此外，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7.14%，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 80.00%。经治疗，治疗组 PSQI、

HAMD 、BD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降低，而

GQOLI-74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抑郁症采

用解郁丸同盐酸舍曲林片相联合治疗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解郁丸联合舍曲林治疗抑郁症可有

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降低机体炎症因子水平，促

进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有利于患者睡眠及生活质

量的改善，有着良好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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