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哌醋甲酯治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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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ＤＨＤ）患儿接受药物治疗与
否及服药依从性好坏的影响因素。方法　以１８８例符合ＤＳＭⅣ诊断标准的首诊 ＡＤＨＤ儿童为研究对象，完成相
关症状评定及认知功能测试，评估哌醋甲酯治疗的依从性。结果　情绪状态好、较少逆反和多动行为的患儿及有
精神疾病家族史、数字划消测验得分低者更倾向服药和（或）有更好的服药依从性。其中，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患
儿不好动、逆反少、数字划消测验得分低是愿意接受药物治疗的预测因素，情绪状态得分高是服药依从性好的预测

因素；注意缺陷为主型患儿较混合型患儿接受服药比例更高且服药依从性更好；而性别、年龄、症状严重程度等因

素则并不影响是否接受治疗和（或）服药依从性。结论　要特别重视提高伴多动冲动及逆反行为ＡＤＨＤ患儿的服
药依从性，改善患儿长期的社会功能。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５（５）：３４３－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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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ＤＨＤ）是儿童及青少年常见的精神行为障
碍，一般发病于７岁前，全球儿童青少年患病率约为
５．２９％［１］，易共患破坏性行为障碍、焦虑障碍、心境障

碍、学习困难等［２］。ＡＤＨＤ患儿成人后约５０％～６０％
仍有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冲动症状和社会功能问

题，１０％～１５％出现明显的精神问题或反社会问题，
仅１５％～３０％患儿成人后社会功能良好［３］，给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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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社会造成负担。哌醋甲酯是治疗 ＡＤＨＤ的
常用中枢兴奋性药物之一，由于它的疗效确切，使用

相对安全，在大多数 ＡＤＨＤ使用者身上能有效改善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的核心症状，在临床使用

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４］。哌醋甲酯治疗儿童ＡＤＨＤ
需要长期服药，涉及药物副反应、药物疗效、家庭经

济负担、就医时间消耗等问题，服药依从性不容乐

观。既往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考察家庭因素对

ＡＤＨＤ患儿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尚未见到 ＡＤＨＤ临
床症状特点对服药依从性影响的研究，故本研究拟

探索包括患儿症状特点在内的诸多因素对哌醋甲酯

速释剂治疗ＡＤＨＤ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以期为提
高患儿服药依从性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８８例ＡＤＨＤ受试儿童均来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７月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精神科门诊，所有
试验均由父母签署知情同意书。１８８例ＡＤＨＤ患儿
中，男１６５人，女 ２３人；年龄 ５～１６岁，平均年龄
９．４±２．２岁。混合型（ＡＤＨ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ｙｐｅ，ＡＤＨＤ
Ｃ）１３７人（７４．５％），注意缺陷为主型（ＡＤＨＤｐ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ｔｙｐｅ，ＡＤＨＤＩ）４３人（２３．４％），
多动冲动为主型（ＡＤＨＤ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ｔｙｐｅ，
ＡＤＨＤＨＩ）４人（２．２％）。合并对立违抗性障碍（ｏ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ｉａｎ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ＯＤＤ）９８人（５３．０％）；合
并品行障碍（ｃｏｎｄｕ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Ｄ）１０人（５．４％）。
共１４０人（７４．５％）接受药物治疗，其中 ２２人
（１５．７％）于服药２周内脱落，仅完成２周末评定的
患儿１４人（１０．０％），仅完成４周末评定的患儿６人
（４．３％），完成６周末评定的患儿９８人（７０．０％）。
１．２　诊断和排除标准

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４版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Ⅳ，ＤＳＭⅣ）的ＡＤＨＤ诊断标准，经一名副高
职称儿童精神科医师接诊，通过询问病史、体检、量

表初筛及智力和认知检查作出临床诊断，再经另一

名主治医师与家长通过儿童临床诊断性会谈量表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ＣＤＩＳ）［５］进行半
定式访谈核实 ＡＤＨＤ诊断及分型，并明确 ＯＤＤ、ＣＤ
等共病诊断。

排外标准：（１）儿童青少年期的其他发育、精神
与行为障碍，如精神发育迟滞（ＩＱ＜７０分）、特殊发育
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等；（２）共患情绪障碍；（３）存

在哌醋甲酯治疗的禁忌症：如抽动障碍、青光眼，或

患有高血压、哮喘、心功能不全、快速心律失常、癫
!

等疾病者。

１．３　研究方法
所有患儿在基线时均由父母填写自编调查表和

症状评定量表，并对患儿进行体检及认知评测，对同

意药物治疗的患者给予速释哌醋甲酯治疗（利他

林，江苏苏州第一制药厂生产），参照陶国泰等［６］药

物以每日０．２ｍｇ／ｋｇ体重起始，１周后滴定至每日
０．６ｍｇ／ｋｇ。并于服药第２、４及６周末进行症状和
药物不良反应评定。

１．４　研究工具
１．４．１　自编调查表　　自编调查表由患儿父母在
基线时填写，包括一般情况、现病史、目前主要症状

（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冲动、脾气大、逆

反、行为问题、情绪问题，采用是／否二级评分）、精
神或心理问题家族史等。此外，由家长主观打分对

患儿４个方面的总体功能进行评价（包括学习成
绩、同伴关系、亲子关系、情绪状态，采用０～１００分
评分制，得分越高越好，表中含指导性的打分区

间）。

１．４．２　认知测评　　（１）韦氏儿童智力测试：采用
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评定被试儿童的计算言

语智商、操作智商、智力商数以及注意／不分心因子。
（２）注意力持续操作测验：采用注意力持续操作测
验软件（长沙日日新电脑软件实业有限公司）进行

视觉注意力持续操作测验，测验指标：错误数、遗漏

数、反应时间以及相应常模中百分位数（Ｔ分）。测
量被试视觉注意力、冲动性、警觉性水平和认知加工

速度。（３）数字划消测验：采用数字划消测验（ｎｕｍ
ｂｅｒ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ＮＣＴ）测查注意的指向性和集中
性、注意的转移力和注意的选择性。分３个阶段，阶
段一为划掉数字３、阶段二为划掉数字３前面的数
字、阶段三为划掉数字３前面的７字，每阶段计时
３ｍｉｎ，检测指标：数字划消净分 ＝划对 －划错 －划
漏／２，失误率＝（划错±划漏／２）／划对×１００％。
１．４．３　ＡＤＨＤ症状评估表　　ＡＤＨＤ症状分级父
母评估量表（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Ⅳ Ｈｏ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ＤＨＤＲＳⅣ Ｈｏｍ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根据 ＤＳＭⅣ中 ＡＤＨＤ的诊断标准编制而
成，由患儿父母填写，共１８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法
（“无”记０分、“偶尔”记１分、“常常”记２分、“非
常多见”记３分），１～９项得分总和为注意缺陷分；
９～１８项得分总和为多动冲动分［７］；同上根据 ＤＳＭ
Ⅳ标准自编９个项目的ＯＤＤ症状量表，反映患儿过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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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１周在家中对立违抗情况。
１．４．４　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量表　　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
状量表（Ｃｏｎｎｅｒ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ＳＱ）
采用１９７８年修订的４８条目版本，由患儿父母填写。
４８条可归纳为６个因子：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
障碍、冲动－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基本上概括了
儿童常见的行为问题［８］。

１．４．５　中枢兴奋剂副作用量表　　中枢兴奋剂副
作用量表（Ｂａｒｋｌｅｙ，１９９１）包括了常见的１４种副反
应，症状从无到严重为１０级评分，由治疗者向家长
询问，根据家长的主观印象评定［９］。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对数据进行双录入核对，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不同数据进行随机四格表或行 ×列表
卡方检验，随机区组秩和检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等。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资料填写
漏项者不计入统计。

２　结果

２．１　接受治疗与否患儿间的临床特征比较
将１８８例患儿按是否选择进行药物治疗分为两

组，了解不同临床特征对患儿及家庭是否愿意接受治

疗的影响。在分类变量中发现：ＡＤＨＤＩ较 ＡＤＨＤＣ
的患儿更倾向接受药物治疗，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症

状表现中无逆反和不好动的患儿更倾向接受药物治

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接受治疗与否患儿间分类变量特征的比较
［例（％）］

条目 例数 接受 不接受 χ２值 Ｐ值

ＡＤＨＤ类型
　ＡＤＨＤＩ ４３ ３８（８８．４） ５（１１．６）

５．３８８ ０．０１４
　ＡＤＨＤＣ １３７ ９７（７０．８）４０（２９．２）
　ＡＤＨＤＨＩ ４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目前症状

　好动 １４２１０２（７１．８）４０（２８．２） ３．８１１ ０．０３６
　不好动 ４４ ３８（８６．４） ６（１３．６）
　逆反 ８５ ５５（６４．７）３０（３５．３） ９．３８３ ０．００２
　无逆反 １０１ ８５（８４．２）１６（１５．８）
父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７１ ５６（７８．９）１５（２１．１）

０．９６５ ０．６１７　中学 ５３ ３８（７１．７）１５（２８．３）
　小学及以下 ６０ ４４（７３．３）１６（２６．７）
精神疾病家族史

　有 ５５ ４７（８５．５） ８（１４．５） ４．３５２ ０．０２６
　无 １３１ ９３（７１．０）３８（２９．０）

　　由于ＡＤＨＤＨＩ型患儿例数较少未参与比较。

　　在连续变量中发现，父母评总体功能评价中情
绪状态得分高、精神疾病家族史频率高、基线 ＯＤＤ
症状量表对立违抗得分低、ＰＳＱ品行问题因子分低、
数字划消测验阶段一和阶段三净分低、失误率大的

ＡＤＨＤ患儿更倾向接受药物治疗，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接受治疗与否患儿间连续变量特征的比较　
（平均秩次）　　　

条目 接受 不接受 Ｚ值 Ｐ值

精神疾病家族史发生率 ９７．５４ ８１．２０ －２．２３０ ０．０２６
总体功能评价之情绪状态 ９７．５１ ７９．３６ －２．００３ ０．０４５
ＰＳＱ基线评分
　量表总分 ８３．６１ １０７．４４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８
　品行问题因子分 ８５．６７ １０３．６９ －１．９９０ ０．０４７
ＮＣＴ基线
　阶段一净分 ８７．５４ １０６．９７ －２．１６０ ０．０３１
　阶段一失误率 ９７．３９ ７８．２４ －２．１２８ ０．０３３
　阶段三净分 ８７．０７ １０６．２７ －２．１４５ ０．０３２
　阶段三失误率 ９７．０１ ７７．５１ －２．１７９ ０．０２９

２．２　服药依从性好坏的患儿之间临床特征的比较
将１８８例受试患儿分为两组，完成６周滴定治

疗的患儿９８人（５２．１％）归为依从性好组，其余９０
例患儿归为依从性差组（４７．９％），了解不同临床特
征对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在分类变量中发现，

ＡＤＨＤＩ患儿较 ＡＤＨＤＣ患儿依从性好，父母评价
无逆反及不好动表现者较有逆反及好动者依从性

好，报告有药物副反应者较无药物副反应者依从性

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依从性好坏患儿分类变量特征之间的比较　［例（％）］

条目 例数 依从性好 依从性差 χ２值 Ｐ值

目前症状

　好动 １４２ ６９（４８．６） ７３（５１．４） ４．０４１ ０．０３２
　不好动 ４４ ２９（６５．９） １５（３４．１）
　逆反 ８５ ３７（４３．５） ４８（５６．５） ５．２６７ ０．０１６
　无逆反 １０１ ６１（６０．４） ４０（３９．６）
ＡＤＨＤ类型
　ＡＤＨＤＩ ４３ ３１（７２．１） １２（２７．９） ８．４５７ ０．００３
　ＡＤＨＤＣ １３７ ６４（４６．７） ７３（５３．３）
　ＡＤＨＤＨＩ ４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药物副反应

　有 ５４ ４３（７９．６） １１（２０．４） ３．８８２ ０．０３６
　无 ８６ ５５（６４．０） ３１（３６．０）

　　由于ＡＤＨＤＨＩ型患儿例数较少未参与比较。

　　在连续变量中发现，总体功能评价中情绪状态得
分高、母亲生育年龄和父母平均生育年龄大、报告副

反应发生次数多的患儿依从性更好，ＰＳＱ品行问题因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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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多动冲动因子分以及多动指数得分低者依从性

更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４）。

表４　依从性好坏患儿间连续变量特征的比较　（平均秩次）

条目 依从性好 依从性差 Ｚ值 Ｐ值

总体功能评价

　情绪状态 １０４．９２ ７９．５７ －３．２３１ ０．００１
母亲生育年龄 １００．７１ ８２．１８ －２．３７３ ０．０１８
父母平均生育年龄 ９８．８８ ８２．３０ －２．１３０ ０．０３３
副反应发生 ７４．４５ ６１．２７ －２．０４４ ０．０４１
ＰＳＱ基线评分
　品行问题因子分 ８１．３８ ９９．７５ －２．３７０ ０．０１８
　多动冲动因子分 ８３．５３ ９９．４４ －２．０５１ ０．０４０
　多动指数分 ８１．３５ ９７．６７ －２．１１９ ０．０３４

２．３　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分别以接受治疗与否及依从性好坏为因变量，

以上述相应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

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患儿不好动、不逆反、

ＮＣＴ阶段三净分得分低是接受药物治疗的预测因
素，见表５。情绪状态得分高是患儿服药依从性好
的预测因素［Ｂ＝０．０３４，Ｓ．Ｅ．＝０．０１５，Ｗａｌｄ＝５．１３７，
Ｐ＝０．０２３，Ｅｘｐ（Ｂ）＝１．０３５］。

表５　ＡＤＨＤ儿童接受药物治疗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自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Ｅｘｐ（Ｂ）

好动 －１．１９８ ０．５８８ ４．１５１ ０．０４２ ０．３０２
逆反 －１．１９５ ０．４０５ ８．７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３
阶段三ＮＣＴ净分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５ ５．１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９０４

３　讨论

ＡＤＨＤ患儿常伴发情绪及行为问题［２］，中枢兴

奋剂哌醋甲酯可改善 ＡＤＨＤ核心症状，并有效减少
对立违抗及其他行为问题［４］。既往研究显示，存在

对立违抗障碍的患儿往往社会交往能力较单纯

ＡＤＨＤ患儿差［１０］，并有更高风险罹患情绪障碍、人

格障碍、物质滥用等，可持续影响至成年［１１］。为改

善患儿长期的社会功能，对这类合并对立违抗行为

的ＡＤＨＤ患儿及时进行系统诊疗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 ＯＤＤ量表评分高、ＰＳＱ

品行问题因子分高、存在逆反行为以及情绪状态不

稳定的患儿不仅更少接受治疗，且治疗依从性不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与分类比较中所得结论较为一
致。分析这类患儿治疗依从性差的可能原因是：本

研究纳入患儿的年龄为９．４±２．２岁，此年龄阶段的

孩子一般不愿意服药，但大部分尚能顺从父母意愿

接受治疗，而伴有对立违抗的患儿则会表现出明显

的对抗和不顺从行为，更强烈地拒绝服药，使得父母

难以说服患儿而放弃治疗。目前国内外尚未见类似

的结果报道，有必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但

该结果已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引起高度重视，提示在

接诊这类患儿时更需要加强和患儿的沟通，改善医

患关系，从而说服患儿依从治疗。此外，相关研究表

明合并家长教育或参加父母培训后的家庭服药依从

性更佳［１２１３］，所以，针对上述这类治疗依从性较差

的患儿必要时可先进行父母培训，待亲子关系改善

以及父母和患儿的沟通水平提高后再劝说患儿

服药。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ＡＤＨＤＩ型患儿显示出比
ＡＤＨＤＣ型患儿更好的服药依从性，可能与 ＡＤＨＤ
Ｃ型患儿合并破坏性行为障碍及其他情绪和行为问
题者较多有关［１４］，与本研究结果中伴逆反和多动行

为的患儿药物依从性差一致；此外，ＰＳＱ中品行问题
因子分、多动冲动因子分、多动指数分值高的儿童亦

显示更差的服药依从性，提示临床医生在处理这部

分患儿时也需想方设法保证患儿的治疗依从。

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家庭更愿意接受药物治

疗，可能与家长对精神疾病及精神科药物认识程度

高有关。国外相关报道显示，家长对于 ＡＤＨＤ药物
治疗的看法是持续药物治疗的导向因素［１５］，并建议

医生在给予 ＡＤＨＤ儿童药物治疗前可先普及疾病
及药物知识，提供管理儿童行为的建议和方法，帮助

教师在课堂管理儿童，促进家长、教师和患儿之间的

关系；同时研究也提示，临床医生应尽可能增加医患

沟通、改善医患关系，从而说服患儿及其家长依从药

物治疗［１６］。

既往研究显示父亲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显示更好

的服药依从性［１７］，可能因为家长受教育程度高者对

药物治疗的认知水平也较高，也可能与教育程度高

者一般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关，而经济状况好的家

庭更能承担孩子长期服药的医疗支出［１８］。在本研

究中未能重复这一结论，可能与样本量偏小有关，有

必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还发现，报告药物副反应多的患者依从

性好，可能与依从性好的家庭观察时间长、也乐于向

医生反映不良反应有关。此外，本研究未显示性别、

年龄、智力水平以及 ＡＤＨＤ症状严重程度对服药依
从性的影响，由于本研究观察时间短（仅６周），且
女性样本量少，无法代表长期药物治疗中上述相关

因素对依从性的影响情况。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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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邓芳明）

·消息·

新生儿颅脑超声诊断学习班通知

为提高对围产期脑损伤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水平，充分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推广颅脑超声检查诊断

技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按计划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至３１日举办为期５天的新生儿颅脑超声学习班。本班属国
家级教育项目，授课教师为本科及北京市著名专家教授。学习结束授予１０学分。主要授课内容包括：中枢神经系统
解剖；新生儿不同颅脑疾病超声诊断；新生儿颅脑疾病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比较与选择；超声见习。招收学员对象：儿

科新生儿专业医师、超声专业医师及技师。学费：１２００元。欲参加者请与我们联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邮编
１０００３４）王红梅、周丛乐。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７３４６１或８３５７３２１３。Ｅｍａｉｌ：ｂｄｙｙ２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如果需要，我们将寄去正
式通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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