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精神卫生 2013年第 26卷第 2期 

西酞普兰致迟发性运动障碍 1例 

于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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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 例 

患者，女，60岁，农民，已婚。因心烦不宁、走坐不安 3 

年 ，于2011年7月 13日人院。患者于 3年前无明显诱 因 

起病，失眠，心烦意乱 ，很少有心情安稳的时候，经常担心 

有什么不幸将要来临，走坐不安，紧张，出汗，发作性心慌， 

曾到当地医院做多种检查，未见异常。未经治疗，于3天 

前加重，入院治疗。发病来无兴奋话多、自伤自杀言行。 

既往身体健康，无重大躯体疾病史及药物过敏史，病前性 

格内向，家族史阴性 ，体格检查未见异常。神经系统检查： 

十二对颅神经检查未见异常。眼底检查：视乳头边界清， 

动静脉比例为 2：3，无动静脉压迹。四肢肌力、肌张力正 

常，无肌肉萎缩及肌束震颤，无不 自主运动 ，角膜反射 、腹 

壁反射正常，双指鼻试验及跟膝胫试验正常，双侧肱二头 

肌、肱三头肌、膝腱反射、跟腱反射正常，巴彬斯基征、脑膜 

刺激征阴性。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力佳。无感觉障碍， 

未引出错觉、幻觉及感知综合障碍。无思维联想障碍 ，未 

引出妄想。注意力、记忆力、智能正常。情绪焦虑，意志活 

动未见异常，求治心切，自知力存在。血、尿常规、血生化、 

心电图检查未见异常。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给予西酞普 

兰治疗，首剂 20mg／d，2011年7月 17日增至 40mg／d。病 

情渐改善，2011年 8月22日出现口一唇 一舌不自主运动， 

表现咀嚼样动作，舔舌头、咬牙、撅嘴等，情绪紧张时加重， 

安静时减轻，睡眠时消失。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未见 

异常。脑电地形图示：低功率脑电地形图。头颅 CT检查 

未见异常。加用苯海索 4mg／d无效 ，又加用硫必利 0．3 

d治疗，焦虑症状缓解，口一唇 一舌不 自主运动仍存在 ，于 

2011年 9月 3日出院。出院后坚持服药 ，于 2011年 10月 

11日复诊 ，患者未再出现焦虑症状，但 口一唇 一舌不 自主 

运动依然存在。头颅 MRI检查未见异常。考虑为西酞普 

兰所致，改用丁螺环酮15mg／d治疗，2011年11月20日复 

诊，焦虑症状未再出现，口一唇 一舌不自主运动仍存在，但 

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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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131 

迟发性运动障碍(taidive dyskinsia，TD)是一种严重的 

锥体外系不良反应 ，通常发生在长期大剂量使用高效价抗 

精神病药物后 J。一般认为，抗抑郁药物不会引起TD的 

发生 。近年来，国内有数例帕罗西汀、氟西汀引起 TD 

的报道 。J，但未见西酞普兰引致 TD的报道，国外 Biahi 

等 报道西酞普兰引起 TD及静坐不能 1例。本例患者 

系女性，40岁以上，为 TD的易感人群 ’ ，应用西酞普兰 

40天后出现明显的口 一唇 一舌不 自主运动，表现咀嚼样 

动作，舔舌头、咬牙、撅嘴等，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查及头 

颅 MRI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其临床表现符合TD。 

西酞普兰引起 TD的机制可能是：通过阻断 5一HT再摄 

取而拟5一HT能，通过激动5一HT2 受体而抑制黑质一纹状 

体通路上的多巴胺(DA)释放，引起锥体外系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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