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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病，是指由心理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引起的

躯体疾病。 心身疾病学是研究心理（精神）一社会因素

在放病中的作用，研究心理与躯体相关的医学问题的

学科。 中医心身疾病学，是依据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精

神因素的致病和t..JJ.并给以辩证论治的一门学科，也是

中医基础医学、中医峪床医学、中医预防医学、中医护

理医学、中医社会医学、中医行为（性格学说）医学与中

医心理学的交叉学科。 中医心身疾病学是中医学中的

一门特殊学科。

心身疾病为常见病、多发病。祖国医学对心身疾病

的认识与治疗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这些理论与

经验仍散见于中医古籍.＆.临床各科之中。鉴于中国走

现代医学中心身概念发源地之一；鉴于中医心身疾病

学思想中的许多虫也宝需要挖掘、整理、提高；鉴于心身

疾病呈患病率高、病种广，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的特

点；鉴于国内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中医心身疾病

专著的现状：鉴于心身疾病有其特有的生理、病理特点

和疾病防治规律；鉴于医学模式的转变.＆. 21 世纪疾病

谱的变化趋势，我们组织从事中医心身疾病治疗的有

关专家编著了这本书。

编著〈中医心身疾病治疗学｝的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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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有利于中医临床学科的建设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 ， 中医学逐步形成了内、外、

‘ 妇、儿、男、耳鼻喉、眼、；µ：.肠J.l 胃肠、肝胆、脾商、心肺、

。 血液、疼痛等学科，虽然中医学中乎有心身疾病学的内

容，但心身理论与临床体系未能形成，中医心身疾病科

。 未能建立。

近年来，由于对中医心身疾病丈献的不断挖掘整

． 理，中医心理咨询门诊、中医心身疾病门诊相继建立，

； 促进了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 尤其是国家级医学指导
期刊 《医学与哲学》对中医心身医学理论上的深化，为

中医心身疾病学科独立于其他分支学科创造了条件。

： 医学科学越发展，分科越细，专业研究就越精。 因吨，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医临床学科新的发

： 痪。
二、有助于丰富中医学术内容

我国是心身医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而且祖国医

； 学始终运用心身相关思想指导恪床实践。 中医心身疾
． 病学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范畴J.l 自身特点。 它包括

； 心身疾病的基本概念、生理特点、病理特征、病因研究、
； 病机研究、诊断研究及治疗、预防、护理研究等内容。
； 它不但对情志剌激为特异病因所数疾病进行研究，而

： 且对情志刺激为主阁、为诱因的疾病也进行研究。 它

． 涉及病种之广，涉及科别之多、证型之繁，不仅是中医
． 临床工作的迫切需要，而且将以其优势挑战现代医学，

。 为世界医学增添新的内容。

二、适应时代对未来医学发展的需求

挺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心理不使象者占人口总数

： 的 10% ，也就是说，我国有 1 亿多人患有心理疾病。 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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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报道， 60%-70%的人处于没有病却感觉不舒服的第

二状态。〈健康报》(1998 年 8 月 19 日 ）《心理导干吵公布，我

国目前死于心身疾病者占 70% 。 括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

医院赵志付教授统计，在中医院的住院病人中有 70'1岛的病

种是心身疾病。 中医心身医学是对现代医学根深蒂固的心

身分离观和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一种挑战，它促使人们用

整体观去看待疾病，认识疾病。 因中医治疗心身疾病的方

法是自然疗法，因而，未来最理想的医学是中医心身医学。

中医心身疾病学尚属初建阶段，由于既往对这方面的

文放缺乏系统整理，许多认识还有待深化，对一些疾病诊治

规律还需努力探索，因此，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傲。

万事开头难。《中医心身疾病治疗学｝的编写尚属初次

尝试，我们虽然作了较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还存

在不少缺点，在中医恪床实践的广阔领域中显得病种不会，

有些病症写得比较肤浅，论这也不够全面，衷心希望广大读

者本着完善中医心身疾病学说的愿望，提出批评和建议，以

便今后修订、提高，使它成为一本有生命力的中医心身疾病

治疗学专著，这正是我们所努力和希望的。

榻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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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基本概念、
学科特点、研究范畴与方法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基本概念第一节

. 

. 

. 

. 

心身疾病，是指囱心理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引起的躯体疾
病。现代医学称为“心身疾病”，中医称为“心形疾病”。心， RP精神

， 因素、心理因素；形，即形体、躯体之意。事实上，不论是心身疾病
． 学还是心形疾病学，都是研究心理与躯体相关的医学问题。从现
代医学角度讲，心身疾病学是研究心理一社会因素致病机理与

： 治疗的学科，也是l临床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基础医学与心

理学的交叉学科。 而中医心身疾病学，则是中医基础医学、中医

。 临床医学、 中医预防医学与中医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依据中医
。 基本理论研究精神因素致病机理并给以辨证论泊的学科，是中
’ 医学中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

“中医心身疾病学”这一概念过去没有正式提出，但它是自
： 成体系而客观存在的。 这是因为重视心理因素是中医学的基本
特征。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对“中医心身疾病学”概念的提出和
研究，是当前和今后中医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 



上篇基础理论 .. 
第二节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学科特点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学科特点是整体综合地认识心身疾病的

致病因素，整体综合地检查诊断心身疾病，整体综合地防治心身

疾病，整体综合地护理心身疾病。

心身疾病的病因，有内因、外因交错影响及联合作用的特

点，与生物、理化国萦具有同等重要的病因学意义。因此，在整体

综合地认识和分析心身疾病的致病因素过程中，对心理（精神）

因素、社会因素、生物因素、理化因素进行全面地病因学研究，整

体综合地考察分析，查找引起心身疾病的具体原因（辨证求因），

是中医心身疾病学的一个特点。

中医心身疾病的检查包括心理与生理（躯体）两个方面：一

方面要通过望、阅、问、切四诊合参，辅助以必要的体格检查和理

化检查；另一方面，还要针对病人的心理 （精神）问题，采用心理

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精神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特殊性检

查，如五态性格测试、情绪评定等。通过上述两方面综合地检查，

才能对心身疾病做出正确而全面的临床诊断。

中医心身疾病的防治特点是躯体、心理共同预防。 即采用多

角度、多途径相结合的整体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最大限度地调动

机体的自我心身再调整机制和作用，以最大限度地缓解或消除

病人心理、躯体两方面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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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回到魁畸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研究范畴： 一是心理活动与生理基础的

关系；二是心身失调的致病机制； 三是人格特点与疾病的关系；

： 四是心身疾病的转变规律；五是心身疾病的治疗；六是心身疾病
。 的预防与护理。

由于中医心身疾病学的概念刚刚提出，目前还没有公认的

： 中医心身疾病分类方法，所以这里只从狭义的概念出发，把心身
： 疾病局限于心理因素与情绪反应在病因中起特异、主要、诱发作
； 用的某些疾病上，包括内科、妇科、男科、五宫科、儿科、皮肤科、
外科的部分疾病。

内科心身疾病：黄瘟、服胀、胁痛、眩晕、颤证、呕吐、痞满、胃

J 痛、腹痛、呢逆、噎脯、便秘、胃缓、泄泻、心痛、心悸怔仲、不寐、百
合病、郁证、脏躁、血痕证、厥证、消渴、聚证、织证、瘦证、发热、咳

血、吐血、便血、水肿、尿血、头痛、癌症、咳嗽、失音等。

妇产科心身疾病：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元定期、闭
i 经、痛经、经行吐姐、月经前后诸症、恶阻、娃振腹痛、娃振肿胀、

； 胎气上逆、难产、恶露不下、缺乳、乳汁自出、瘤、不孕症等。
男科心身疾病：遗精、不射精、阳瘦、阳强、房事茎痛、房事昏

厥、子痛、子痛、精索囊肿、气痛、不育症、乳痛、淋病、阴茎硬结症

等。

外科心身疾病：癫癫、乳痛、乳胀、李L癖、乳瘸、气瘦、失荣、事L
岩等。

五官科心身疾病：耳聋、鼻魁、耳眩晕、慢喉暗、梅核气、目

痛、视物昏蒙、暴盲、绿风内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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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心身疾病：白驳风、摄领疮、屹床疮、挠、隐疮、 牛皮

癖、汹风等。

儿科心身疾病：夜惊、遗尿症、厌食、呕吐、哮喘、急惊风、瘸
证等。

研究宽法

中医心身疾病学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归纳为文献整理、理

论研究、临床观察、问诊调查、实验研究五个方面。

文献整理要从专题文献、专著、史料汇编方面进行整理。 理
论研究要从整理与提高两方面进行，如对七惰的研究、对气质学
说的研究、对性格与疾病的研究等。临床观察中个案观察是研究
心身疾病的一个重要方法， 它包括症状特征、 诊断依据、疗效判
定等内容。门诊调查，如张景岳的“十间歇”，喻嘉言的“议病式”
都是一种调查的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医心理学问卷调查和

中医五态性格测试袭。 实验研究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实
验室观察。中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建立自己的心理实验
室。 黑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黄柄山教授从 1978年以来， 一直对
肝郁气滞证进行研究．特别是在肝郁气滞证动态变化规律、肝郁

气滞证血液流变学、尿环核昔酸、尿儿茶盼胶测定方面取得了成
泉。 既突出了中医特毡，又结合了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这一方

法虽与心理实验方法有别，但对中医心身疾病的临床研究，有现
实意义。

中医心身疾病的研究方法，除上面谈及的内容之外，我们认
为还应从中西医综合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 根据中医七情学说探索病因学模型

中医七情学说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心身疾病产生的原因及过
程，为病因学模型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所以在病因学说方面，可
根据中医七情学说，制作“怒伤肝”、“恐伤肾”的动物模型。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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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伤肝”，即观察暴怒对肝生理功能和组织形态的影响，从中筛

选出典型的、稳定的、有一定特殊意义的指标，既反映暴怒致病

的病理学基础，又可阐发肝脏实证的内在机制。 据报道，国内有

分别采用钳夹鼠尾之激怒法、艾叶制成注射液注入小白鼠与束

缚大鼠四肢限制其自由活动等造模方法以塑造肝郁动物模型

者；有用皮下注射 10%CCL4糖油注射液方法塑造肝郁脾虚动物

模型者；有用大肠杆菌内毒素复制家兔实验性肝火证模型者i有

用乙酷苯阱造成大鼠溶血性贫血的血虚动物模型并认为多属于

肝血虚证模型者等。 虽然中医在情志动物模型的复制方面有了

初步成果，但忧、思、悲等情志变化在一定动物身上仍不易模拟，

这一点需开拓思路，进行深人研究。

二 应用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方法，探索心身疾病的致病特

点和规律

如观察分析负性情绪对冠心病、高血压、肿瘤的激发作用，

也可观察患病后的情绪变化。

三 研究体质学说

体质是中医心身疾病的内国之一。 前人早已观察到体质与

疾病的发生与传变存在某种关系。中国中医研究院薛崇成教授

对中医五态性格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至今临床医生却知

之甚少。因此，应广泛开展体质的群体调研，进行体质分型，应用

科学方法研究体质、个性的生理病理特征，以确立体质微观辨证

标准。开展体质与病因、个性与病因、个性与发病、体质与疾病转

归的深入研究，探讨不同体质、不同个性致病的特点。

四 开展精神因素对生理、生化影响的研究

如精神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精神因素对神经介质调节的影

响、精神因素对环状核昔酸调节的影响、精神因素对核酸蛋白合
； 成的影响、精神活动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内在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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