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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体方法与过程分析

方法：遴选时间在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合计确诊

脑卒中患者 165 例展开观察，依据入院病例号为分组根据，对

照组中有 82 例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手段；治疗组中有 83 例患

者，采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手段治疗，收集 2 组的临床数

据，以便于日后的对比分析。结果：治疗之前与治疗后 30 天

2 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没有任何差异性，P跃0.05 无统计

学意义。而在患者治疗后当天，治疗组中的 HAMD 评分却显

著低于对比组的 HAMD 评分，组间数据对比有临床比较的意

义（P跃0.05）。展开临床治疗后对比组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8 例、

中度抑郁症患者 5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为 3 例，抑郁率

19.51%（16/82）；治疗组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1 例、中度抑郁症

患者 1 例，抑郁率 2.41%（2/83）。对比组抑郁率比治疗组高，P<
0.05 有比较性。结论：对脑卒中抑郁患者的治疗而言，采用高

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的治疗效果更加显著，且其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可展开临床推广与应用。

如今在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更

加的丰富，随之各种疾病也会出现，其中危害较大的便是脑血

管疾病，有代表性的就有脑卒中，其发病人群多是老年人。当

处于发病期间的时候，患者会出现恐惧、焦虑抑郁的情况发

生，让患者的正常治疗受到影响，同时也对患者的生存质量产

生不良影响[1,2]。论文则是摘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合

计确诊脑卒中患者 165 例展开观察，分析其应用高频重复经

颅磁刺激联合高压氧治疗后，患者的抑郁情况有怎样的改变。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遴选时间在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合计确诊脑卒

中患者 165 例展开观察，所有患者与国际疾病分类抑郁发作

诊断标准相符合，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的 24 项评分

均超过 20 分，影响学检查（CT）也进一步确诊为脑卒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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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抑郁率

治疗组 83 1 1 0 2（2.41）
对比组 83 8 5 3 16（19.51）

字2 14.0545
P 0.0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当天 治疗后 30 天

治疗组 83 31.28依7.81 16.92依5.01 15.81依4.38
对比组 82 32.61依5.62 22.37依3.73 15.95依4.27

t 0.9649 5.8426 0.8135
P 1.8352 0.0067 2.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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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将有癫痫病史的患者排除，将有精神病史的患者排

除，将体内有金属植入的患者排除。依据入院病例号为分组根

据，对比组中有 82 例患者，入组男性 40 例，入组女性 42 例，

最低年龄 52 岁，最大年龄为 83 岁，中间值（62.1依4.2）岁；治疗

组中有 83 例患者，入组男性 50 例，入组女性 33 例，最低年龄

50 岁，最大年龄为 89 岁，中间值（65.7依3.8）岁。不论是性别，

还是年龄，2 组患者均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即 P跃0.05 具有统

计性。

2.2 方法

对比组给予患者基础抗抑郁治疗，即服用舍曲林、西酞普

兰等抗抑郁的药物，同时辅助音乐疗法以及中医针灸疗法等，

以帮助患者缓解抑郁的心理。

治疗组给予患者基础抗抑郁治疗+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高压氧治疗，其中基础抗抑郁治疗与对比组相同；高频重复经

颅磁刺激治疗依据的仪器为：武汉依瑞德公司产 CCY-I 型磁

场刺激仪，其组成为圆形线圈，主要是对患者的左侧背外侧前

额叶区展开刺激，同时使得线圈和头皮呈现为切线，相应的刺

激参数需要根据患者情况展开调整，通常其频率为 10耀15Hz，
强度设置在 90豫运动阈值，每隔 10s 刺激一次，一次时间是

1s，总的脉冲串为 1200 次辕d，治疗周期是 10 天；高压氧治疗，

当患者的病情较为稳定之后，其将压力控制在 0.2耀0.3Mpa，加
压 15min 左右展开治疗，当高压氧压力维持稳定后，患者需要

吸入纯氧治疗 0.5h，治疗间歇为 10min，随后展开 2 次高压氧

吸入治疗，共治疗 0.5h，当治疗完成之后需进行减压工作，时

间则控制在 25min 左右，一天治疗一次，10 天为一个周期，合

计治疗 3耀5 个周期。

2.3 统计学处理

录入软件是 SPSS28.0 统计软件，将文中患者的抑郁数据

实施分析，各计量数据选择 x依s 表示，组间数据以 t 检验，计数

资料选择 n/%表示，以 字2 检验，P约0.05 代表各数据间对比存在

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 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评分比较

治疗之前与治疗后 30 天 2 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比较没

有任何差异性，P跃0.05 无意义（表 1）。而在患者治疗后当天，

治疗组中的 HAMD 评分却显著低于对比组的 HAMD 评分，组

间数据对比有临床比较的意义（P跃0.05）。

3.2 2组患者治疗后抑郁情况说明

展开临床治疗后对比组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8 例、中度抑

郁症患者 5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为 3 例，抑郁率 19.51%（16/

82）；治疗组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1 例、中度抑郁症患者 1 例，抑

郁率 2.41%（2/83）。对比组抑郁率比治疗组高，P<0.05 有比较

性。

3.3 患者神经缺损功能比较

治疗之前，治疗组与对比组的平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是

（25.17依4.02）分、（26.02依3.99）分，P跃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之后治疗组与对比组患者的平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是

（7.55依1.37）分、（10.28依2.06）分。对比组评分高于治疗组，具有

临床不均衡性（t=5.0945，P=0.0037）。

4 讨论

脑卒中一旦发病，病情发展就非常快，需要及时就医，若

是得不到有效治疗，则会出现较高的致残率与致死率，给患者

的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脑卒中抑郁便是较为显著的心理

不良情绪之一，其体现在心境低落、兴趣下降以及社会适应能

力降低等方面，这一综合征可发生在脑卒中疾病的各个阶段

中，同时此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是同患者的年龄、

性别以及教育程度等没有关联，主要是同其脑卒中的部位与

神经缺损情况相关联[3,4]。论文中基础治疗具有一定的短期效

果，但是长期效果不明显；采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与高压氧

治疗后，患者治疗后当天，治疗组中的 HAMD 评分却显著低于

对比组的 HAMD 评分，组间数据对比有临床比较的意义（P跃
0.05）。治疗之前，治疗组与对比组的平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是

（25.17依4.02）分、（26.02依3.99）分，P跃0.05 没意义；治疗之后治

表 1 对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HAMD 评分比较[n/ 分 /x±s]

注：t 为 2 组数据相似度大小的参数，P为 字2 检验中假设为真时的

概率。

表 2 2 组患者护理干预后抑郁情况对比分析（n/%）

注：字2 为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P 为假设为

真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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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与对比组患者的平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是 （7.55依1.37）
分、（10.28依2.06）分；对比组评分高于治疗组，具有临床不均衡

性（t=5.0945，P=0.0037）。

得知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是利用时变磁场作用于大脑皮

质产生感应电流，从而使神经细胞的膜电位进行改变，以引起

去极化，使得脑内代谢和神经电活动产生变化的生物刺激技

术，患者的局部脑血流量明显增加，进而能够大大改善其抑郁

症状；同时展开高压氧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增加血氧含量，使

得脑组织的血管供氧得到提高。改善脑部氧代谢及微循环，有

利于患者脑细胞的修复和神经功能的重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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