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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患者往

往和精神 - 心理障碍

性疾病共存，近些年，

医生逐渐认识到，在关

注患者躯体健康的同

时，也要关注患者的心

理障碍。本期特邀美

国杜克医学院神经心

理心血管实验室主任

蒋蔚教授，为您剖析

双心医学的重要意义，

介绍美国的经验。

美国杜克医学院蒋蔚教授双心经验谈

双心医学：应大力“开垦”的领域
▲ 本报记者  董杰

医师报：您在大脑、

心理、心脏相互关联的医

学领域里发挥显著的领军

作用，被公认为是在研究

社会心理与心血管病风险

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请您

介绍一下心理因素与心脏

健康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为什么要强调关注双心？

蒋蔚教授：心理因素

和心血管之间的关系非常

复杂，是双向的。当遇到

一个外来事件时，人的大

脑把它转化成一种威胁时，

大脑里会产生很多自我防

御的物质。这些防御物质

在一眨眼这样的速度里就

转到了心血管系统里，实

际上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体

的自我保护行为。

为此，负面的东西相

对更多一些，早期可能表现

为心跳加快，但有很多患者

也可表现为血压增高，心跳

加快不明显，心脏射血分数

不但没增高，反而降低。

在这种负面的情况下，

患者就会发生很多疾病。

心血管可出现炎性病变、

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等，

这些病变不仅发生在心脏，

与心脏连接的血管包括大

脑血管都可能发生这样的

病变。长期发展下去，人

的心血管系统便会越来越

不健康。由于大脑血管也

受到影响，除了人体外界

威胁的刺激外，人体内继

发的病变也容易造成焦虑 /

抑郁。焦虑 / 抑郁本身又

给人体的心血管系统带来

负面影响。因此，这是一

个双向的过程，而且是负

面的轮回。

医师报：根据您的临

床经验，有哪些方法来排

解心理疾患？

蒋蔚教授：临床上有

很多方法可以应对患者的

心理疾患，如果方法得当，

均可取得很好的效果。

首 先， 需 要 帮 助 患

者认识到，人对于外来事

件的情绪反应和心血管之

间的这些互动哪些是有益

的？哪些相对来说对人体

是不健康的？

其次，可以采取一些

行为上的改善及药物的治

疗来抵抗负面的反应。在

行为上，各种形式的运动

都能很好地改善焦虑 / 抑

郁。此外，可以自我减压，

进行大脑活动，即通过自

我的思维，将负面情绪转

为正面，如打坐、冥想、

自我放松、按摩等。

药物方面，主要是应

用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

因为焦虑和抑郁往往是并

行的。在西方国家，过去

20 多年来，人们对心理问

题有了很高的认识。躯体

疾患的患者用抗抑郁 / 焦

虑的药已经不是靠精神科

专业的医生来处方，大多

为本专业的医生或家庭医

生。如果在服用两种药但

效果仍不理想的情况下，

才会转到精神科。而在中

国人看来，精神病似乎是

一个非常不可接受的疾病。

实际上，精神病就是大脑

的疾病，谁都可能患病。

医师报：您认为中医

药在抗焦虑 / 抑郁中有哪

些优势？

蒋蔚教授：我认为一

些中医药肯定有很好的抗

抑郁 / 焦虑的作用，因为

从中医对于人体健康的理

解角度来说，中医里没有

大脑的概念，只有“神”（即

大脑的活动），心和神紧

密地连接在一起。

中医有很多调节心神

功能的药，虽然通过现代医

学的手法来证实中医药如何

发挥作用、效果如何还需做

很多工作，但中医药的很多

功效不容质疑。因为中医经

过几千年一直传承至今，经

受了历史的检验。

医师报：美国的双心

医学发展状况如何？有哪

些可借鉴的经验？

蒋蔚教授：讲到临床

医学，在西方国家有三大

方向：临床实践、临床教

学和临床研究。

从心身医学 / 双心医

学来说，国外在这三个方

面都已做得很普遍。在临

床医疗方面，心血管医生

讲起双心问题都头头是道，

当然在具体的操作方面可

能会觉得有些棘手，会请

从事精神专业的医生来帮

忙。医生对双心问题有清

晰的认识，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请会诊，什么时候患

者应该去看心理健康专业

人员。此外，门诊会有专

业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

从医学教学来说，美

国的医学生从进校第一年

开始，就有常规的医患关

系交流课，因为他们意识

到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

要加强医学交流。

从研究方面来说，对

于双心医学，不仅进行了

流行病学调查，在机理上

已经讨论得非常深入了，

已进入到细胞水平，只有

如此才能真正地解决双心

问题。

以 上 这 三 大 方 向 也

是国内可以借鉴的三个方

面。中国的双心医学开展

了十几年，在临床研究方

面还很不足，还要加大力

量才能有很大的提高。国

人很习惯“穿别人的鞋，

走 别 人 的 路”， 缺 乏 创

新。希望我们能够在中医

药方面有突破，因为中医

药才是中国的优势。我认

为肯定有一些药物在调节

大脑功能和躯体之间发挥

作用。

教育方面，中国也相

差较远。没有真正地把身心

健康融入到医学教育中去，

仍然治标不治本。实际上，

中医讲标本兼治，我们应

该发扬传统医学的理念。

还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

真正地为公众带来益处。

从临床实践来说，中

国医生自己的心理健康

现在都是一个大问题，在

这种背景下，很难给患者

也带来心理健康的关护。

因此，应该“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要把心理健

康当成一件大事来做，这

样才能真正在本质上有

改善。

医师报：对于有身心

疾病的患者，您有什么样

的建议？

蒋蔚教授：目前，到

医院门诊看病的患者中至

少有 75% 的人合并心身

疾病。

几 年 前， 我 和 广 东

省人民医院耿庆山教授等

开展的调查显示，至少有

50%的患者合并身心疾病，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希望国家有更多的

医学科普教育，在众多的

电视频道中，能有两三个

以科普为主的电视频道，

而且以宣传心身健康为

主，因为电视节目能够较

快地渗透在大众中。当下

中国的公众太焦虑了，其

焦虑频率、程度要比很多

国家高得多。

在此背景下，加之在

一个不是特别推崇表现

自己焦虑心理状态的环

境中，心理异常一定会转

换成躯体症状。这种表现

为躯体疾病，实际上为心

理疾病的状态，可能导致

患者一遍遍寻求医生看

病，但最终仍得不到有效

解决。

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

要让公众了解心理疾病，

让他们知道焦虑是一个非

常正常的表现，是对外来

事件的反应，一种正常的

情绪，要学会掌控它。要

让患者清楚自己才是自己

健康的负责人。

心理疾患和躯体疾患可形成负面的轮回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心理疾患

中医药可在抗焦虑 / 抑郁中发挥作用

从临床、教育、研究
三方面发展双心医学

建议加强心身健康科普教育 

蒋蔚教授与患者进行交流

蒋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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