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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身疾病是指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的躯体疾病。肠易激综合征作为一种典型的消化系统心身疾病，严

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中医心身医学对肠易激综合征的病因病机、治疗方法有着独到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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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somatic diseases refer to physical diseases in which psychological factors play an impor-
tant role. As a typical psychosomatic disease of digestive system,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se-
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TCM psychosomatic medicine 
has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irritable bowel syn-
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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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BS)指一种以反复腹痛为主要症状，伴随排便异常或排便习惯改变的临床常见消化系

统功能性疾病[1] [2] [3]。IBS 病因尚未明确，目前认为其可能的致病因素有精神心理因素、遗传因素、

肠道感染因素、食物或药物因素、神经内分泌因素及不良生活习惯等等[4]。根据患者排便异常的不同，

可将 IBS 分为 4 个亚型，即 IBS 便秘型、IBS 腹泻型、IBS 混合型、IBS 不定型[5]。 
综合研究显示，近年来 IBS 的发病率在全球高达 20%，而我国 IBS 发病率约为 6.5%，多见于 30 至

59 岁的中老年人群[6] [7]。IBS 病程可长达十几年，甚至可持续终生，在一定时间内症状反复发作，可合

并上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烧心等，还可能出现心悸、呼吸不畅、尿频尿急、性功能障碍等其他系统

症状，长此以往易加重患者的精神负担，部分 IBS 患者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焦虑倾向，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1] [6]。 
心身医学——即心理生理医学(Psychophysiological Medicine)指着重于研究心身疾病——即心理生理

疾患(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的病因、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的一门学科，而心身疾病则是

指心理因素起重要作用的躯体疾病[8] [9]。随着心身医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发现精神心理因素对 IBS
的发生发展有着易感、促进、维持的作用[1] [10]。我国传统医学对心身医学的认识可追溯至先秦，多位

医家如孔、老、荀诸子将心身关系概括为“形”与“神”的对立统一关系，可将其总结为“形神相即”、

“形质神用、神可御形”、“心整合形神”三大思想[11]，从中医心身医学角度对 IBS 进行论述有利于

进一步加深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为临床治疗 IBS 提供新的思路。 

2. 从心身医学角度中医对 IBS 病因病机的认识 

IBS 在中医属“便秘”、“泄泻”、“腹痛”、“郁证”等范畴，历代医家普遍认为 IBS 的发病与

先天禀赋不足和(或)后天失养、情志失调、感受外邪、饮食不洁等诱因有着密切联系。我国传统医学相关

文献对情志因素在 IBS 发病中的相关作用早有记载，如《万密斋家藏妇科》云：“忧愁思虑则伤心，心

气受伤，脾气失养，郁结不通，腐化不行。胃虽能受而谓长养灌溉流行者，皆失其令矣。”；《灵枢·素

问》云：“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百疾问对辨疑》云：“心是脾之母，脾是

心之子。”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主、精神之舍，主宰着人的精神活动，五志过极则会伤及心神，进

而导致脾胃运化、受纳功能失司，出现 IBS 相关症状。此外，情志失调导致的肝失疏泄、肝脾不和、气

滞血瘀亦是 IBS 的主要病机，《素问·举痛论》有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飱泄。”；《景岳全书·泄

泻》云：“气滞而痛泻之甚者”及“气泄证，凡于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时夹食，致伤脾胃，此肝

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克土，脾气受伤而然。”；又《丹溪心法》有云：“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当

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所以传化失常而病见矣。”肝主疏泄，能够调畅情志、气机，促进脾胃的运化

功能和肠腑的传导功能。长期的情志抑郁、忧虑不安则会导致肝气郁结，疏泄失调，脾失升降，肝气不

疏，气机闭阻则会导致便秘，而疏泄太过，则导致腹泻，肝郁日久，气机不利，血亦会随之郁结，致使

IBS 症状反复发作，经久不愈。 
如《青囊秘篆·大医正流》有云：“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古代医家早已提出过心

理治疗在疾病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情志因素为重要病因的心身疾病，除了针对疾病本身常用的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2.1120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蔻 
 

 

DOI: 10.12677/tcm.2022.112033 210 中医学 
 

药方剂、针灸疗法之外，还需采取如情志相胜、移情易性、五行胜复等中医特色的心理治疗方法，以达

到心身同治的目的。 

3. IBS 的心身医学治疗 

3.1. 中医情志治疗 

中医情志疗法指一种立足于从心治身病，通过非药物疗法来控制、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以达到治

疗的效果的重要方法。IBS 患者的情志治疗大致可分为调畅情志疗法、修身养性疗法、气功静默疗法。 
首先，调畅患者情志是治疗 IBS 的必由之路，医者需通过与患者的交谈，帮助疏导患者的消极情绪，

使患者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此外，IBS 病程较长，病情易反复，许多患者易产生恐病、恐癌心理，

以致病情进一步加重，医者需向患者进行 IBS 相关知识宣教，使其能正确认识 IBS 的良好预后，以消除

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和担忧情绪，减轻患者的思想负担，建立治疗信心。医者还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采

取以情胜情、移情易性、顾情顺欲等方法来达到调畅情志的效果。其次，古语有云：“恬淡虚无，真气

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修身养性亦是情志疗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医者需指导 IBS 患者遵

循自然和社会规律，养成合理的生活作息、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形成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以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气功，又称导引、吐纳，指由意念引导动作，主导体内之气的运

行，配合呼吸吐纳的一种疗法。医者通过指导 IBS 患者摒弃杂念，放松身心，意守丹田，调整呼吸，配

合八段锦等气功功法，可达到自我调控，纠正心身失调状态的目的。 

3.2. 中医辨证治疗 

根据病因病机的不同，可将 IBS 分为不同的中医证型来辨证论治，并结合 IBS 腹泻型、便秘型、混

合型及不定型各自的特点与证型的变化来制定治则治法，佐以养心调神、疏肝解郁之品，以达到心身同

治，标本兼顾之功。 

3.2.1. 脏腑论治 
1) 从心胃论治 
心为“生之本”，主宰着五脏六腑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精神活动，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云：“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周福生教授提出的心胃相关理论认为心主藏神与胃肠主受纳、腐熟、运

化水谷的功能在病理生理上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情志失调，心神失养时，则会导致胃肠功能失司，出现

腹胀、便溏等症状。临床上多以疏肝健脾，安神和胃的中药组方治疗此证，例如周福生教授研制的顺激

合剂就由白术、白芍、木香、合欢皮等组成[1] [12] [13] [14]。 
2) 从肝脾论治 
肝为刚脏，五行属木，肝气主生发，喜条达而恶抑郁。而脾五行属土，脾主运化，主升清，与胃统

称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血证论》有云：“肝性主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疏

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泻中满之证在所难免”。若肝气的疏泄功能

失常，则无法正常输布气血津液，以致脾胃之气升降失调。若肝气乘脾，可导致脾不升清、脾失健运，

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 IBS 常见症状；若肝气犯胃，可导致胃不降浊、胃失通降，出现嗳气、便秘等

IBS 常见症状。如古代医家叶天士曾有云：“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克脾则腹胀，便或溏或不爽”，

肝气郁结、肝木乘土导致的脾胃虚弱即为 IBS 的重要病机。因此，调肝理脾为 IBS 中医治疗之主流治法，

还可根据肝脾失调、肝郁脾虚、肝脾湿热等不同证型，分别施以痛泻要方、逍遥散、柴胡疏肝散、芍药

汤等常用方剂加减[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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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脾肾论治 
肾主藏精，肾精以先天之精为基础，得脾所运化之水谷精微等后天之精充养而成，最后化为肾气，

分为阴阳，因此肾被称为“先天之本”、“五脏阴阳之本”。同时，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能够推动和

激发脏腑的各项生理功能，脾阳根于肾阳，故脾之健运也有赖于肾阳的推动。当 IBS 患者因素体虚弱、

形体劳役、思虑过度而损伤脾胃，导致脾失健运、运化不足时，也会渐损及肾中所藏之精。IBS 病程较

长，缠绵难愈，日久则会导致肾中真阳亏虚，不能温煦脾阳，若湿从中生，则湿邪下注为泻，故《景岳

全书·泄泻》曰：“肾为胃之关，二便之开闭，皆肾脏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阴气盛极

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若寒从中生、阳气不通，则肠道失于传导为秘，如《杂病源流犀烛·大

便秘结源流》曰：“大便秘结者，肾病也。”[1] [16] [17]。临床多采用温补脾肾为主要治法，常见有四

神丸、附子理中汤、济川煎等方剂加减。 

3.2.2. 针灸疗法 
古代文献中早有针灸治疗 IBS 的相关记载，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有云：“飱泄取三阴。”；《针

灸甲乙经》曰：“腹中不便，取三里。”针灸疗法可通过疏通经络，扶正驱邪、调和阴阳来达到治病、

防病的作用[18]。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云：“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针灸也将治神作为重要的

治则，强调先治神以调形，形神相调，疾病得愈，常用于心身疾病的临床治疗。据 2017 版 IBS 专家共识，

针灸治疗 IBS 腹泻型常取足三里、天枢、三阴交为主穴，脾虚湿盛者可取脾俞、章门为配穴，脾肾阳虚

者可加灸肾俞、关元、命门；便秘型取大肠俞、支沟、丰隆、天枢为主穴，气滞者可取中脘、行间为配

穴，阳虚者可加灸神阙[2]。 

4. 展望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理–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也渐渐被大众了解并接受，人们对心理因

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视。研究发现许多精神因素如愤怒、抑郁、焦虑都可能通过脑–肠

轴使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影响胃肠道功能，从而诱发 IBS，而 IBS 的胃肠症状亦可反作用于认知情感中

枢，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1] [19] [20]。从中医心身医学的角度来认识和治疗 IBS 不仅能获得比西医对症

给药治疗更好的疗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而且还能指导危险人群防病于未然，帮助确诊患者降低复发

几率。未来如有机会，应开展基于心身医学治疗 IBS 的多中心、大样本 RCT 研究以证实其对患者身心的

确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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