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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oxiping,	as	a	widely	used	antidepressant	drug,	has	shown	key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harma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uoxip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rdiovascular, digestive, 
respiratory,	and	other	internal	medicine	fields,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its	beneficial	effects	on	patients’	emo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through its antidepressant and anti anxiety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Duoxiping and its potential 
harm to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key points for attention and monitoring planning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ere provided to 
ensure patient safety and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Through systematic exploration,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Duoxip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l	medicin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cover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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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虑平在内科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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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虑平作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抗抑郁药品近些年来于内科病症的医治中呈现出关键的临床意义。论文梳理了多虑平的药理
特点以及其在心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与其他内科并整理得运用情况，着重探究了其抗抑郁与抗焦虑的功效对患者情
绪以及生理状况的有益作用。与此同时，剖析了多虑平的不良反应以及其对患者的潜在危害，给出了在临床运用时的注意
要点和监测规划用以保障患者的安全和治疗成效。经由系统的探究，期望给多虑平在内科范畴的合理运用给予理论支撑推
动患者的整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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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虑平作为一种在精神科被广泛运用的药物具备突出

的抗抑郁和抗焦虑功效，近些年来鉴于对心理因素和内科疾

病关联的认知不断深化，研究人员开始着重留意其于内科范

畴的临床运用情况。多虑平不但能够优化患者的心理状况还

有可能凭借对神经递质的调控，给多种内科疾病的治疗带来

有益作用。此文意在归纳总结多虑平在内科里的应用现况以

及潜在意义，深入探究其在心血管、消化、呼吸系统等病症

中的临床成效以便为后续的研究给予参照。

2 多塞平的药理特性

2.1 药物的作用机制
多虑平属于一种有着显著抗抑郁和抗焦虑效用的药物

其主要依靠抑制去甲肾上腺素与 5 - 羟色胺的再摄取来达成

自身的治疗效果。此种机制致使神经递质于突触间隙的浓度

提升进而强化神经传导的功能优化患者的情绪状态与心理

健康。相关研究显示，使用多虑平的患者大都体会到情绪的

明显好转，焦虑和抑郁的症状获得了切实的减轻。于临床实

践里多虑平被大量运用于医治和焦虑相关的病症特别是在

内科患者当中。众多研究显示，此药物不但能够降低患者的

心理负担还能够凭借改进整体的生理状态推动疾病的痊愈。

借由优化焦虑情绪和抑郁症状多虑平给内科疾病的综合医

治给予了全新的抉择。这一特质让其在治疗进程中格外关

键，尤其是在需要同步管控生理和心理症状的情形下呈现出

优良的临床应用远景。

2.2 生物学效应
研究指出该药物可以有效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里的神

经递质平衡，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和 5 - 羟色胺。这种调控

机制不但有益于减缓抑郁和焦虑的症状，还对内科疾病的医

治带来了积极作用。在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运用当中多虑平呈

现出凭借优化患者心理状态进而推动疾病恢复的潜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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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抑郁往往会加重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表现，而多虑平的使

用能够明显减轻这些心理压力以此改进生理症状。另外，该

药物还有可能通过提升睡眠质量和缓和身体紧张状态，更进

一步推动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3 多虑平在内科疾病中的应用

3.1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不单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

而且患者于疾病演进期间，常常伴有不同水平的心理状况像

焦虑与抑郁。此类心理要素广泛存在相关研究表明其不但会

极大地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还有可能使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及病程加剧。故而对于这些心理障碍的医治极为关键，而多

塞平身为一种高效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恰好为这一需求

给予了有利的解决办法。多塞平借由调控神经递质的均衡能

够优化患者的情绪状况，此种机制于临床实践里获取了广泛

的证实。有研究指出运用多虑平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呈现出显

著的情绪好转，这种情绪方面的积极转变有益于削减由焦虑

导致的生理反应，诸如心率增快和血压上升。经由减缓这些

生理反应，患者的心脏压力也随之降低有利于推动心脏的健

康以及功能的复原。

3.2 消化系统疾病
多虑平凭借其在抗抑郁以及抗焦虑方面的效用，能够

切实舒缓患者的心理压力进而推动病情的好转。通过临床观

测可知，应用多虑平的消化性溃疡患者于症状减轻层面呈

现出良好的转变。此积极成效重点在于该药物借助对神经递

质，像是去甲肾上腺素与 5 - 羟色胺的调控助力达成心理的

平衡状态。高效的神经递质调控不单减缓了患者的焦虑及抑

郁状况，而且推动了胃肠功能的复原，由此提升了整体的生

活品质。此外多塞平于缓解和消化系统疾病关联的心理症状

层面也施展了关键作用。研究显示在治疗进程中的情绪优化

能够极大程度地降低患者对于疼痛的感受，强化其应对疾病

的水平。优良的心理状况促使患者在面对消化系统疾病时更

为踊跃主动，能够更优地遵循医生的治疗提议进而提升了治

疗的依从性。

而多虑平也有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很多消化系统疾

病的病人都有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困扰，而良好的睡眠对身

体的康复以及心理卫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优质睡眠

的重要程度非同小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多塞平治疗消

化系统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病人的实际状况进行个体化

的治疗，在药物治疗期间，对病人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进行持

续监测是十分关键的，这样既有利于对治疗方案进行优化，

又能使疗效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而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降

到最低限度，通过定时评价病人的情绪变化和生理状况来适

时地调整药物剂量和治疗策略，使之与病人的身体健康需求

相契合，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3.3 呼吸系统疾病
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显示焦虑与抑郁情绪于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中极为常见，此类心理因素不但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产生影响，还有可能致使病情的恶化。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以及哮喘患者往往由于焦虑和抑郁而出现呼吸困

难的状况进而构成了恶性循环。多塞平身为一种有效的抗抑

郁与抗焦虑类药物，给这些患者带来了有效的治疗途径。在

哮喘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管控中，运用多塞平可以切实降低

患者的焦虑程度。焦虑往往致使患者产生呼吸急促以及心率

加快之类的生理反应，进而造成更多的身体不适感，这不单

让患者承受更多痛苦还对其日常活动造成影响。而多虑平的

使用凭借优化心理状况，能够助力患者在遭遇呼吸困难时更

为沉着，降低焦虑引发的生理反应。此种积极的心理情形不

但增强了患者的心理调适能力，也有益于他们更有效地投身

于治疗和自我管理当中进而提升治疗成效。

3.4 其他内科疾病
除开在心血管、消化和呼吸系统疾病里的运用多虑于

其他多种内科疾病的治疗中也呈现出积极的成效。众多内科

疾病患者往往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这些心理要素不

但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还可能致使病情的恶化。所以针对这

些心理问题的医治显得格外重要，能够为患者的整体健康给

予有效支撑。在慢性疼痛、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管控中

多塞平借由优化患者的心理状态，给综合治疗给予了有效的

协助。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的优化能够协助患者更优地应对疾

病带来的生理痛楚进而提升对治疗的依从性。这种积极的心

理转变不但能够降低疼痛感，还能够切实降低血糖和血压水

平推动疾病的控制。比如在糖尿病患者里减轻焦虑和抑郁情

绪能够助力他们更好地管理饮食和监测血糖提升治疗成效。

多虑平所具有的抗抑郁、抗焦虑的功效，在长期管理

和控制有关慢性病患者的领域，为患者创造了更为积极的治

疗感受。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平衡，多层次的调节，可以帮助

病人在处理疾病的过程中，维持较好的情绪状态，进而加强

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生活质量。心理状态的优化，不仅对患者

在平日生活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境有益，而且在遇到各种挑

战时，也能提高应对疾病的技巧，使患者心态更加平和，处

变不惊。例如，优秀的心理状况能够有效地降低患者在慢性

疼痛或其他疾病中的感知疼痛程度，进而改善整体的生活质

量。并且乐观的情绪可以促进病人遵从治疗计划的程度，增

强主动参与康复活动的积极性。尽管仍需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展开个性化的调节，但在真正的治疗过程中，尽管许多

内科疾病表现出良好的应用状况。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心

理状况都有差异，因此定期评估病人的心理状态和用药阶段

的生理反应是极为关键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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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塞平的副作用与安全性

4.1 多虑平的副作用及其对内科患者的影响
多塞平作为一种常用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品在临床运

用中呈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然而其副作用也不可轻视特别

是在内科患者当中或许会引发一些不良的反应。知晓这些副

作用以及其对患者的作用，对于合理运用多塞平、保证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极为关键。起初多塞平的常见副作用涵盖

但不限于嗜睡、口干、便秘、恶心以及体重增加等等。这些

副作用的产生或许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疾病管理造成影

响。比如嗜睡或许会让患者在进行日常活动或者治疗时感到

疲倦对其自我管理能力造成影响降低治疗的依从性。口干和

便秘则或许会让患者感觉不适从而影响饮食和生活品质。在

某些情形下，这些副作用甚至有可能加重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情绪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对于慢性病患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患者

而言，多虑平的副作用或许会对其疾病管理带来直接作用。

体重增加是多塞平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副作用，而在糖尿

病患者里体重的增加也许会致使血糖控制愈发艰难。另外慢

性病患者自身就面临着多重健康难题，药物的副作用或许会

让其病情更加繁杂增大了治疗的难度。同时心理健康问题与

身体健康问题彼此作用，内科患者因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或

许对副作用的敏感性更强进而更易出现不良的反应。所以在

治疗进程中医务人员应当定期监察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状况

及时调整药物用量以降低副作用的发生概率。

4.2 使用多塞平时的注意事项和监测方案
提议从相对较低的剂量起始，逐步依据患者的耐受性

以及治疗成效予以调整。如此操作能够切实降低副作用的出

现概率，特别是针对那些具有慢性病背景的患者而言，他们

的药物代谢或许和健康人群有所不同。其次在患者运用多虑

平的过程中，应当定期针对其心理与生理状态予以评估。对

心理状态的监测涵盖了对患者情绪变动、焦虑以及抑郁症状

的改善情形还有副作用的产生状况。而对于生理状态的评估

则要留意患者的体重改变、血糖水平、血压等相关指标。这

类监测不但有益于及时察觉潜在的副作用，而且能够给药物

剂量的调控给予参照。另外在使用多虑平的时候患者需要被

告知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同时应当维持良好的沟通途径，

从而在产生不适的时候能够及时反馈给医疗人员。

在治疗进程里定期的随访极为重要，提议在治疗起始

的前几周当中医疗人员应每周开展一次随访，其后能够依照

患者的具体状况逐步拉长随访的间隔时长。这种紧密的监测

有益于在治疗的初期阶段发觉和处置副作用，保证患者于安

全的环境里接受治疗。另外患者的整体健康情形以及用药过

往也应当被归入考虑范畴。在启用多塞平之前全方位评估患

者的以往病史和正在服用的其他药品，能够切实避免潜在的

药物相互作用削减不良反应的风险。最终患者在接受多虑平

治疗的时期，还应当踊跃投身于自身的健康管理之中。这涵

盖了健康的生活模式像是适度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以及良好

的睡眠习性，这些要素均能对药物的治疗效果产生积极的 

作用 [3]。

5 结语

多虑平在针对内科疾病的医治里呈现出了突出的临床

成效，其具备的抗抑郁和抗焦虑的性能，给患者的情绪好转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给予了关键支撑。不过该药物的副作用

以及对患者健康存在的潜在威胁不能被轻视，所以在运用之

时应当充分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别拟定具有个性化的治疗规

划。借由构建科学的监测体温按时评测患者的心理与生理状

况，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多虑平的治疗作用保障患者的安全

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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