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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证的中医药治疗优势

"

!赵瑞红"

!杨强#

!!" 天津中医药大学 #$$% 级硕士研究生!天津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消化科!天津 &$$"'&#

摘要!通过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及抑郁证的病机理论和现代研究的认识!提出着重从肝"脾"心三脏!以疏肝"健脾"养心"调情志

为法!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证的患者进行辨证论治!体现中医药对本类疾病的治疗优势#

关键词!功能性消化不良$抑郁证$中医药疗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功能性消化不良!-./0123/456789:9824;<#是功

能性胃肠病 ! -./0123/45=481>32/1:812/456283>6:>8$

;?@<8#的一种$属于消化内科心身疾病范畴$多表

现为反复%持久发作的餐后饱胀不适%早饱%上腹痛%

上腹烧灼感%嗳气%恶心%呕吐等$或伴情志障碍而单

纯消化专科用药难以缓解症状& 本病发病率高$据

统计占我国总人群 "AB CD)B$约占消化科门诊病

人的 D$B左右"女性发病多于男性& 本病易受社会

环境%不良生活事件及个性特征的影响$常可伴有焦

虑%抑郁等情志障碍$这种以焦虑%抑郁为主的心理

障碍者约占胃肠门诊中的 D#B C*"B

'"(

& 抑郁证

属于情感性疾病$又称神经症性抑郁$以持久的心境

低落为主要特征$患者常伴有焦虑%躯体不适和睡眠

障碍& 消化系统症状可表现为食欲改变%进食减少%

便秘%肠胃胀气%咽部不适等& ;<的某些症状常与

抑郁表现相重叠或二者合并存在$加大了本病的诊

疗难度& 对于 ;<伴抑郁证的患者$西医目前尚缺

乏满意的治疗方案$而大量的临床报道显示$中医药

在此类疾病的治疗和调节上具有较好的效果$体现

出了一定的优势&

"!中医对;<与抑郁证病因病机的认识

中医学将;<归属于)痞满*%)胃痛*%)反胃*%

)呃逆*等范畴& 认为本病的病位在脾胃$与肝%脾

两脏功能失调关系最为密切$基本病机为肝气郁结

和脾失健运& 抑郁证则与中医所论述的)郁证*%

)癫证*%)脏躁*% )不寐*等病相类似& 关于二者的

病因病机古今医家多有论述$+景岳全书,心腹痛-.

)胃脘痛证$多有因食%因寒%因气不顺者$然因食因

寒$亦无不皆关于气"盖食停则气滞$寒留则气凝$所

以治痛之要$但察其果属实邪$皆当以理气为主&*

+证治汇补,痞满-.)大抵心下痞闷$必是脾胃受亏$

浊气夹痰$不能运化为患&* +古今医统大全,郁证

门-说.)郁为七情不舒$遂成郁结$既郁之久$病变

多端&*卜平'#(认为 ;<基本病机为肝郁犯土$胃失

和降$脾运无权"其中脾虚是基础$肝郁是发病的条

件& 李丰衣'&(等强调指出$情志致病在 ;<的发病

机制中表现为气机失调%脏腑损伤和神志变化& 而

情志者心所主$情志致病多乃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

所致& 关于郁证$马欢'D(认为郁乃始病于肝$及于

心脾& +推求师意,郁病-论.)郁病多在中焦*$说明

郁之为病$一由它脏累及脾胃$一由脾胃自病$而发

为郁& 可见$伴抑郁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不

外与肝%脾!胃#%心!情志#三脏密切相关$病机不离

肝郁气滞$脾胃虚弱$情志失调%心神失养$中医辨治

应围绕疏肝%健脾%养心%调情志为主$从整体观念出

发$辨证施治$方显著效&

#!;<伴抑郁证的中医药治疗策略及现代研究

;<与抑郁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发病机

理和类似的证候$根据中医)异病同治*理论$采取

证同治亦同的治疗原则$对本病多从以下三方面着

手&

#+"!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素问,宝命全形论-

说.)土得木而达&*+血证论-说.)木之性主于疏泄$

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

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泻中满之证$在

所不免&*肝主疏泄$既可调节气机$畅达情志$又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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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脾胃的运化功能$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是脾胃正常

升降的重要条件$也是保持情志舒畅的关键所在&

此类患者临床多由不良情绪刺激而诱发$久之情志

不舒而肝气郁结$肝失疏泄$乘脾犯胃$除有精神抑

郁%情绪不宁%多疑善虑%悲忧善哭等精神情志异常

外$常见不思饮食%嗳气%脘腹胀闷%痞满不适%腹泻

等$与;<消化不良症状伴抑郁证的临床表现相符&

在中医脏象学说中$肝脏的功能包括生理%心理等方

面$与应激有联系& 胃肠道是心身相关最敏感的器

官$长期的心理应激可直接影响消化系统功能& 凌

江红')(等通过研究证实疏肝理气法能够增强大鼠

的抗应激能力$从而认为本法有)心身同治*的治疗

作用$这就为以疏肝解郁法治疗伴有抑郁证的 ;<

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消化系统心身疾病的治疗有重

要指导意义& 现代关于肝郁证实质的研究$有学者

提出肝主疏泄功能与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有关的假

说$研究发现肝郁患者脑内去甲肾上腺素!EF#含量

显著降低'*(

$且多巴胺!<,#含量也较正常偏低&

逍遥散作为疏肝健脾名方$主用于肝郁脾虚证$刘文

娟'%(等研究证实$本方对肝郁大鼠的行为!情志异

常%兴趣缺乏%活动度降低等#有显著改善作用$可

明显提高肝郁大鼠脑内 EF与 <,含量& 詹程罞'A(

等通过临床观察表明柴胡疏肝散加减通过疏肝理

气%镇静安神的作用$明显减轻 ;<患者症状的同

时$也可有效改善 GHIJ'$!症状自评量表#%K,L<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K,L,!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评分$优于单纯西药对照组& 朱清静''(等研究认

为$柴胡疏肝散通过降低应激导致的大鼠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HMK#及
!

J内啡肽!

!

JFN#$提高皮质激

素水平$从而对不良情绪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以上

研究均用现代理论证实了肝脏促进脾脏运化的同时

又可调节情志$疏肝理气法可同时改善患者这两方

面的症状&

#+#!抑木扶土!健脾疏肝!)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木疏土健$土疏木荣*$肝脾关系密切&

古书也有)郁在中焦*说& ;<伴抑郁证的发病$肝

郁是条件$脾胃虚弱是关键$脾胃功能的强弱直接关

系本类疾病的改善与预后& 调理脾胃气机不仅对

;<肯定疗效$后世也逐渐重视调理脾胃气机对郁证

的治疗作用& 脾主升$胃主降$乃气机升降之枢纽$

脾气升则水谷精微得以输布$胃气降则水谷及其糟

粕才得以下行$以保持肠胃的虚实更替和升降气机

的平衡$气机畅达则病自向愈& +脾胃论,脾胃虚实

传变论-指出.)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

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因此

有)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说法&

现代研究证实$脾虚可使机体胃肠道激素%神

经J内分泌调节发生改变而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

临床表现& 脾失健运可表现为胃泌酸功能减低%小

肠传递时间延长和胃肠电机械运动减低'"$(

& 同

时'""(脾虚时存在多部位%多种胃肠激素的异常$在

脾虚的不同阶段$胃肠激素如生长抑素!GG#%胃动

素!L31#%缩胆囊素!HHO#异常可表现出不同的综

合效应& 邓月娥'"#(等研究发现$大黄泻下联合劳倦

过度法致脾虚型大鼠脑组织乙酰胆碱水解酶

!,0PF#明显升高$从而使乙酰胆碱!,0P#大为减

少& 而,0P是胃肠道重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可兴

奋胃肠平滑肌$增加胃肠蠕动& 贺娟'"&(等认为不同

的调理脾胃方药对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有着

不同的影响$其中补中益气汤和归脾汤可以升高皮

层EF含量& 许多临床报道也证实了健脾益气方药

对脾虚型;<有较好疗效& 冷贵兰'"D(等用健脾和胃

汤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脾胃气虚证 )$ 例$总有效率

A*B$优于吗丁啉对照组& 邱健'")(重用益气健脾法

治疗脾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A 例$总有效率 '*+

))B& 因此健脾益气方药能够促进胃肠动力%调节

胃肠激素分泌$同时可以提高脑内儿茶酚胺类递质

的活性$对伴有抑郁情绪的脾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患者$进行多部位%多靶点%多环节的综合调节用$从

而有效改善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和不良情绪&

#+&!养心安神!调畅情志!中医病因学理论认为情

志因素即心理因素可导致疾病$持久性情志失调可

引起气血失和%脏腑功能紊乱而发病$如思则气结$

气结不行则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出现呕吐%反胃%

胃痛等症"思虑过度$耗伤心神$兼见多思善疑%心悸

胆怯%失眠健忘%头晕神疲等心脾两虚症候& 对此又

宜健脾养心安神%调畅气血& 古云.)善医者必先医

其心而后医其身&* +灵枢,口问-曰.)心者$五脏六

腑之大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

摇*$指出了各种情志刺激都与心脏有关$心神受损

可涉及其他脏腑& 说明了安心神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的重要性& 因此对 ;<伴情志障碍者$主张在药物

治疗的同时辅以精神心理疗法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正如张介宾所提倡的)以情病者$非情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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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不良生活方式以及

心理应激因素的增加$现代研究也越趋重视心理%社

会因素在 ;<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相关研

究'"* C"%(表明$;<患者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

并对;<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K(QRI#有明

显影响$抗抑郁药治疗能明显改善患者精神和躯体

两方面症状$同时显著提高患者的 K(QRI& 并且

;<患者多有负性生活事件和生活应激事件的经历$

其个性特征和应对方式导致患者表现出较多的心理

障碍和消化道症状$出现异常就医行为'"A(

& 郑嘉

岗'"'(等即以养心安神中药归脾合剂治疗功能性消

化不良伴抑郁证患者$收到较好效果& 临床多在辨

证论治基础上$结合疏肝%健脾%养心安神的治疗方

法$可使症状得到有效缓解& 对伴抑郁证的 ;<患

者)从心论治*$同时辅以心理疏导%精神安慰$帮助

患者消除思想顾虑$保持心情舒畅$往往可以取得较

好的疗效&

&!总结

;<是消化系统的主要心身疾病之一$其发病机

理尚未明确$目前一般认为其病因主要有胃肠运动

异常%内脏高敏感性%HEGJFEG 的脑肠交互作用%粘

膜炎症以及精神心理社会因素等$其中精神心理因

素对;<的发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伴

焦虑%抑郁证的研究也成为目前讨论的热点之一&

临床本类疾病多以对症治疗为主$主要采用促胃肠

动力%抑酸%抗焦虑抑郁%心理疏导和安慰等综合疗

法& 然症状时有反复$远期治疗效果尚不理想$且病

人长期服药$随之产生的药物副作用%耐药性和医疗

开支的加大$往往又加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给

治疗本病带来一定困难& 中医学注重在整体观念的

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灵活施

治$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因此$在今后的临床

研究及治疗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优势$开

拓中医药治疗的新领域$也将为此类疾病的治疗开

辟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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