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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老百姓对生活追

求不再是满足日常的吃饱穿暖，精神上的富

足逐渐成为大部分人目标，但是有一种俗称

“精神上感冒”也像病毒那样在人群中传播，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压力也随

之越来越大，作息的失衡、饮食不规律、信

息时代裹挟着电子产品，导致集体焦虑和情

绪不得正常舒缓、减负，从而这种“感冒”

发病率也在逐年提升。这种“感冒”其实就

是西医定义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中医定义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有一个更加宽泛

的定义，我们称它为“郁证”。中医学对“郁

病”的描述最早可追溯到《黄帝内经》，首

次将“郁”的概念引入医学。明代医家虞抟

的《医学正传》首先用“郁证”作为病证名称，

包括情志、外邪、饮食等因素导致的广义

郁病。“郁证”是中医对一种情志病的描

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有相

似之处。它主要由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

引起，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不安、失眠、

疲乏无力等症状，同时伴有各种躯体不适，

如头痛、胸闷、消化不良等。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郁证”是一

种慢性病，患者长期受疾病和情绪、心理

问题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其

发病机制复杂，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

统等多方面的失调有明显相关性。长期的

情绪压抑和焦虑会导致体内神经递质失衡，

进而引发一系列生理症状。治疗“郁证”

需要综合方法，除药物治疗外，心理治疗

和行为干预也起重要作用。近年来，针灸、

中药等中医治疗方式因其调节全身功能、

缓解症状的效果而受到重视。针灸通过刺

激特定穴位，调节气血、疏通经络，能够

有效缓解情绪和躯体症状，具有较好的临

床疗效。

中医针灸治疗“郁证”具体依据

中医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项重要

疗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针灸通过针刺、

艾灸等多种有效刺激方法，刺激人体的特定

穴位，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疏通经络，达

到防治疾病、维护患者健康的目的。针灸治

疗的基本原理是基于中医的经络理论。人体

内有着经络连接着脏腑、四肢、百骸，运行

气血，调节阴阳。疾病的发生通常与经络气

血不通、阴阳失调有关。针灸通过刺激穴位，

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恢复人体平衡。针刺

是针灸的主要方法之一，医生用对应病症的

各种针具刺入患者体表特定穴位，以产生治

疗作用。

艾灸则是用艾草制成的艾条或艾炷，在

体表穴位上熏烤，通过热力和药力的作用，

达到治疗效果。针灸在治疗多种疾病方面有

显著疗效，包括疼痛、神经系统疾病、消化

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一些慢性病等。

此外，针灸还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缓解压力、

改善睡眠、提升整体健康的作用。而在现代

医学领域，慢性病中的“郁证”及其相关的

躯体化障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那么，

针灸能否在缓解这些心理和生理症状方面发

挥作用呢？

传统中医针灸疗法在治疗“郁证”方

面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同时现代医学理论

研究还发现，针灸能对患者的神经系统和

精神功能紊乱状态有效缓解，使患者的脑

周围血管压力下降显著，对血管内皮细胞

的延展性和弹性均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机制，

使颅内血流恢复稳定，达到镇静安眠的功

效，是中医治疗“郁证”不可缺少的手段。

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调节经络气

血，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对于郁证，针灸的主要作用机制包括：

一是调节神经系统，针灸可以影响中枢神

经系统，促进大脑释放内源性阿片类物质，

缓解痛苦和压力，改善情绪。二是调节内

分泌系统，针灸能够影响体内激素水平，

如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等，从而帮助患

者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三是改善微循环，

通过刺激穴位，针灸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组织营养与代谢，从而缓解躯体症状。

大量研究表明，针灸在治疗郁证方面有

显著效果。许多患者在接受针灸治疗后，情

绪明显改善，躯体症状减轻，生活质量显著

提升。一些临床试验还发现，针灸结合心理

治疗、药物治疗，比单一疗法效果更佳。针

灸治疗的优势有哪些？安全性高：针灸属于

非药物疗法，副作用较少，适合长期治疗。

个体化治疗：中医讲究辨证施治，针灸治疗

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穴位

和针法，个体化治疗效果显著。全面调理：

针灸不仅治疗症状，更注重调理整体身体机

能，达到身心同治的效果。

由于国人日趋多元化饮食、不良的生

活习惯、快节奏的工作等压力下导致人们

亚健康状态；牵延导致胃肠道消化功能障

碍逐渐增多，长期的消化不良极容易引起

患者焦虑不安、抑郁的情绪。这种不良的

精神状态称之为躯体化障碍。躯体化障碍

是指患者以各种躯体不适症状为主诉，虽

然经过各种医学检查证实无器质性损害或

明确病理生理机制存在 , 但仍不能打消患

者疑虑的一类神经症。

笔者在临床上工作近三十年，也治疗

过无数患者，观察到患有两年以上慢性病（尤

其是慢性胃炎或者慢性肠炎）患者的均有类

似躯体化障碍疾病，大量患者经作者本人中

药联合针灸治疗后，患者失眠焦虑、轻度抑

郁等精神障碍明显改善，为此有不少患者慕

名来此治疗。其中作者发现中医针灸在治疗

郁证及其相关的躯体化障碍方面展现出了明

显的疗效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针灸调节

神经、内分泌系统及改善微循环，能够有效

缓解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症状。然而，针灸治

疗需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确保安全和疗

效。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针灸

在治疗慢性病中的独特优势，为广大患者带

来福音。

中医针灸对话慢性病“郁证”：解开躯体化障碍的迷雾
▲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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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疾病是指影响神经系统及其组

成部分，如大脑、脊髓、神经元和神经胶质

细胞的疾病。这些疾病可涉及神经系统的各

种功能，包括运动、感觉、认知、自主神经

系统的调节等，从而影响到个体的日常生活

和健康。

神经内科疾病概述

神经内科疾病的种类繁多，症状各异，

严重程度不一，从轻微的头痛到危及生命

的疾病，如中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

多发性硬化症等，都在神经内科疾病范畴

之内。

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液循

环障碍导致的脑部细胞损伤或死亡。中风可

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缺血性中风（由于血管

阻塞）和出血性中风（由于血管破裂）。其

症状包括突然出现的面部下垂、肢体无力、

语言不清、视力模糊和平衡障碍等，如果不

及时救治，可能会导致永久性残疾或死亡。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如震颤、肌肉僵直、

运动迟缓和姿势不稳。随着病情的发展，患

者还可能出现认知和行为问题。帕金森病的

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确，但与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损失相关。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

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认知能力下降、日

常活动能力减退以及性格和行为变化。其病

理特征包括 β- 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和神经纤

维缠结。尽管全球范围内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病因研究投入巨大，但至今仍无根治方法。

疾病预防与早期发现

神经内科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发现是降低

疾病负担的关键。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健

康教育、定期体检和风险因素的管理，患者

可以有效地减少患病风险，而早期识别疾病

的信号则有助于及时诊断和治疗，从而避免

病情恶化。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预防神经内科疾病的

重要手段。健康饮食，比如摄入富含全谷物、

水果、蔬菜和鱼类的饮食，能降低中风和痴

呆症的风险。同时，保持规律的体育活动，

如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可以

降低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的发病率。

健康教育是提高公众对神经内科疾病认

识的关键。通过科普讲座、健康宣传手册和

线上教育资源，公众可以学习到疾病的早期

症状、危险因素和预防策略，从而在出现早

期警告信号时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神经内科疾病的有

力工具。专业医生可以通过神经系统检查，

如神经功能测试、肌电图、脑电图或影像学

检查（如 CT、MRI），发现可能的异常。对

于特定疾病，如帕金森病，可以通过血液中

的特定标志物检测，以及对运动症状和体征

的评估，来早期识别。

疾病治疗与管理

治疗神经内科疾病是一个系统性的过

程，涉及多种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心理支持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过

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患者、家属、医

生和专业护理团队的长期协作。

药物治疗是神经内科疾病管理的核心

部分。针对不同疾病，药物的作用机理各异，

如抗癫痫药物用于控制癫痫发作，抗帕金

森病药物如左旋多巴可以帮助补充多巴胺，

以改善运动障碍。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

药物在处理神经精神症状方面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物理治疗在神经内科疾病中不可或缺。

针对中风患者，物理治疗师会设计康复计

划，帮助恢复肌肉力量、协调性和平衡，

以便患者能够重新进行日常生活活动。对

于帕金森病患者，特定的运动锻炼可以提

高灵活性和运动控制，延缓疾病进程。对

于周围神经病变，如糖尿病神经病变，物

理治疗可以帮助减轻疼痛和麻木，促进血

液循环。

心理支持和教育是疾病管理的另一个支

柱。心理咨询师和神经心理学家能够帮助患

者和家属理解疾病的性质，学习如何应对症

状，减轻焦虑和抑郁。定期的疾病管理教育，

例如疾病自我管理课程，可以教会患者如何

监测病情变化，识别可能的药物副作用，以

及如何在家中进行简单的自我治疗。

结语

总之，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与管理是一

个综合性的过程，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

心理支持、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与

医疗团队的紧密合作，以及社区资源的有效

利用，将共同促进疾病管理的优化，减轻疾

病负担，让健康真正触手可及。

神经内科疾病防治手册：让健康触手可及
▲ 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陈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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