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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 例

患者，男性，18 岁，学生，未婚。因凭空闻语、多
疑、孤僻懒散 14 个月于 2013 年 7 月 8 日入院。于

2012 年 5 月无明显诱因地出现妄闻，凭空听见有声

音与其说话，敏感多疑，同学在一起谈话，认为是在

议论他，认为自己想事不说别人都知道了，孤僻懒

散，不愿与人接触，个人卫生料理差，目光呆滞，学习

成绩明显下降，于 2012 年 9 月家人带其到当地某综

合医院就诊，诊断为“抑郁症”，取舍曲林( 100 mg /d) 、

舒必利( 0． 3 g /d) 治疗 1 月余，病情未见明显好转，

便自行停用。于 2012 年 12 月到某精神卫生研究所

就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取阿立哌唑、奋乃静、

苯海索治疗，逐渐加量至阿立哌唑 30 mg /d，奋乃静

12 mg /d，苯海索 4 mg /d，病情渐好转，但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出现口、唇、舌面部不自主运动，吸吮、舔

舌、转舌、噘嘴、咀嚼等动作，患者于 2013 年 3 月自

行停药，精神症状渐加重，但口、面部不自主运动逐

渐减轻，于 2013 年 5 月完全消失。由于精神症状加

重，于 2013 年 6 月在当地医院取“奥氮平 5 mg /d”

服用，未见明显效果，于 2013 年 7 月 8 日第一次入

院治疗。体格检查未见异常。精神检查: 意识清，定

向力佳。存在言语性听幻觉、思维松散，存在关系妄

想、被害妄想及内心被揭露感，情感平淡、意志活动

减退，无自知力。血常规、血生化、尿常规、心电图检

查未见异常。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给予氟哌啶

醇 5 mg 肌注，每日 2 次; 东莨菪碱 0． 3 mg 肌注，每

日 2 次; 奥氮平 5 mg，每日 2 次。至 7 月 14 日奥氮

平加量至 15 mg /d。于 7 月 20 日起氟哌啶醇减量至

5 mg 肌注，每晚; 东莨菪碱减量至 0． 3 mg 肌注，每

晚。7 月 22 日患者又开始出现口、唇、舌面部不自

主运动，吸吮、舔舌、舌头不自主在口中转动，噘嘴、

不自主咀嚼动作，情绪紧张时加重，睡眠时消失。异

常不自主运动量表 ( Abnormal Involuntary Movement

Scale，AIMS) 评分 6 分。头颅 CT 检查未见异常。于

7 月 24 日停用氟哌啶醇及东莨菪碱，口、唇、舌面部

不自主运动逐渐加重，AIMS 评分 8 分。于 8 月 4 日

起将奥氮平逐渐减量，并加用喹硫平 0． 2 g /d 治疗，

逐渐加量，于 8 月 12 日停用奥氮平，喹硫平增至 0． 6

g /d，口、唇、舌面部不自主运动逐渐减轻，8 月 30 日

AIMS 评分 2 分，至 9 月 18 日起患者口、唇、舌面部

不自主运动消失，AIMS 评分 0 分。患者精神症状渐

缓解，自知力恢复，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出院。出

院后患者继续服用喹硫平 ( 0． 6 g /d ) 治疗，随访 2

年，患者病情稳定，未再出现口面部不自主运动。

2 讨 论

本例患者在服用阿立哌唑 ( 30 mg /d) 、奋乃静

( 12 mg /d) 、苯海索( 4 mg /d) 2 个月后，出现口 － 舌

－ 颊三联征，表现口、唇、舌面部不自主运动，吸吮、

舔舌、转舌、噘嘴、咀嚼等动作，停药 2 个月后恢复。

符合迟发性运动障碍 ( Tardive dyskinesia，TD) 的诊

断。在应用奥氮平治疗 1 月余，合并氟哌啶醇、东莨

菪碱肌注 14 天后，又出现口 － 舌 － 颊三联征，提示

该患者对 TD 具有易患性。

关于 TD 的治疗，Albanese［1］提出了治疗规范，

首先是停用合用的抗胆碱能药物，评估是否需要长

期应用抗精神病药物，如有可能停用抗精神病药物，

但应缓慢减量，因突然停药可能会加重 TD。如果患

者确需继续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可选用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如喹硫平、氯氮平等。本例患者患精

神分裂症，考虑到需要长期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因而换用喹硫平治疗，发现在换用 40 余日后，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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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 － 颊三联征消失，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 Albanese

的观点。
TD 的发病机制未明，可能与长期应用抗精神病

药物导致纹状体多巴胺 D2 受体慢性阻滞，引起 DA

超敏，氧化应激及神经元损害有关［2］。喹硫平与纹

状体 D2 受体结合率低，从 D2 受体解离迅速，无抗

毒蕈效应，使其具有治疗 TD 的可能性。喹硫平及

氯氮平从 D2 受体解离速度是氟哌啶醇的 100 倍，使

其 D2 受体占有率低，从 D2 受体快速解离也意味着

抗精神病药物不在脑组织积聚，降低 TD 发生的危

险性［3］。

关于喹硫平治疗 TD 已有一些报道。Singh 等［4］

对 6 例年轻( 年龄 ＜ 30 岁)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应

用氟哌啶醇( 5 ～12． 5 mg /d) 或利培酮( 4 ～8 mg /d) 及

苯海索( 2 ～ 6 mg /d) 治疗 4 ～ 9 月，对发生 TD 的患

者应用喹硫平治疗，逐渐减少其他药物剂量，同时逐

渐加大喹硫平剂量，在 2 ～ 3 周停用其他药物，而喹

硫平增至 300 ～ 600 mg /d，应用 AIMS 评定疗效，结

果发现在应用喹硫平治疗 4 周及 8 周时，TD 明显减

轻。Emsley 等［5］进行的单盲随机试验，将 45 例 TD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应用喹硫平 400 mg /d、氟

哌啶醇 10 mg /d 治疗，结果显示，两种疗法对 TD 均

有效，喹硫平组疗效优于氟哌啶醇组，55%的患者临

床疗效总评量表(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CGI) 评

分减分 ＞ 50%，且喹硫平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少，合

用抗胆碱能药物少。

本例提示，喹硫平可用于 TD 的治疗，尤其是对

易患 TD 的 年 轻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可 选 用 喹 硫 平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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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四川精神卫生》杂志获得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 A 类学术期刊的认定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首批学术期刊名

单。《四川精神卫生》杂志以较高的学术质量、严谨的学术

规范和专业的编辑水平成功入选，并被认定为 A 类学术期

刊。《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创刊于 1988 年，是由四川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主办的精

神医学类学术期刊。立足于本地区精神医学研究的特点和

科技实力，面向全国交流精神医学经验与成果，以需求为

导向，以临床实用性为重点，努力提升精神医学的医、教、
研、防水平，为作者、读者提供精神 ( 心理) 卫生的高端

信息交流平台。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为双月刊，启用学术不端检测系

统和 网 上 审 稿 系 统 并 成 功 申 请 Ι 级 域 名 ( http: / /
www. psychjm. net. cn) ，开通微信公众号，成功申请 DOI 独

立编码系统及邮发代码 ( 62 － 283) 。
此次被认定为 A 类学术期刊，既是对 《四川精神卫

生》杂志的肯定，也是鞭策我们发展的动力。作为中国西

部唯一一本精神医学杂志，我们将继续努力，时刻谨记办

刊宗旨和理念，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精神 ( 心理) 医学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学术交流平台。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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