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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肤疾病的发病过程中，心理因素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有些患者认为他们所暴露因素可以诱发皮肤

病，甚至在没有实际的过敏或者刺激性的情况下，他们

也会表现出一些皮肤上的症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皮肤病与心理学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心理因素

在皮肤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因

此，临床上应重视病人的精神状况，给予相应的心理干

预，对疾病的诊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皮肤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皮肤病不仅是一种生理疾病，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

有重大的影响。(1)自我形象与自尊：人的外貌对自我
形象和自尊心有重要影响。长久的皮肤问题对自我美观

发生消极改变，让你觉得自卑，对你的外表感到不满意

或羞耻。比如，由于皮肤问题，一些人觉得自己不能穿

戴自己喜爱的服装，或是不能展示出自己的美，这会使

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下降。(2)社会焦虑与孤立感：慢性皮
肤疾病使人们对他人的美感评估和注意过于敏感，害怕

被别人嘲笑，被排斥，被孤立。社交忧虑和隔离感觉让

人们回避社交，一些人由于皮肤问题而回避社交，或觉

得不愿与他人亲密交往，这样就会造成社交不安，孤独

和沮丧。(3)心理压力与情绪困扰：慢性皮肤病会造成精
神紧张及情感上的痛苦。这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皮肤问

题没有办法掌控，而且不能预见将来的皮肤问题。个人

对于他人的评价，社会期待，以及自身的外表都会有过

分的担忧和紧张。这样的紧张会引起情感上的痛苦和失

眠，包括消极的情感，如焦虑，沮丧，愤怒，抑郁等。

(4)身体形象扭曲：慢性皮肤病会使人产生对自身体型印
象的偏差。有些人会过于注意自己的皮肤问题，而忽略

了其它生理及精神上的好处与价值。这些对人体意象的

歪曲认知会加剧人们对自身外表的不满意，并过分担心

自己的皮肤问题。(5)皮肤病耻感：在某些国家里，皮肤

病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缺点，或是一种污名，进而引起一

种皮肤病的羞耻心理。这样的羞耻心不仅会让人们感到

羞耻，尴尬，不安，而且还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

状态产生不良的影响。

2 皮肤病与精神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心身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皮肤疾

病与心理疾病的相关性。从生理学角度讲，人体基本的

神经—激素通道（下丘脑—垂体—靶器官轴)能够调节
激素的变化。在长期的压力、焦虑、抑郁等情况下，影

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屏障功能破坏，使皮肤对外来的刺

激更加敏感，进而诱发或加剧疾病。李黎、刘盼盼等分

析了影响慢性手部湿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因素，他

们发现慢性手湿疹患者性格偏内向，焦虑、抑郁评分较

高。比如，神经性皮炎和精神神经有很强的关系，而银

屑病在高强度的精神刺激下常会更加严重。另外，皮肤

分泌的汗腺和毛细血管收缩受到植物神经的调控，所以

神经功能失调、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也会对皮肤产生作

用。如消极的情绪会导致荨麻疹，焦虑和沮丧等情绪改

变会导致黄褐斑的出现。临床观察中发现2/3白癜风患
者的发病和加重与精神创伤、焦虑过度有关。从心理层

面：皮肤疾病不但会给病人带来容貌上的困扰，也会引

起一些心理问题，如自卑、焦虑和抑郁等。由于皮肤疾

病的复发与不确定，使病人产生了一种无助、抑郁的感

觉，他们害怕自己的健康状况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比如，银屑病患者长期反复出红斑鳞屑，使病人觉得自

己的容貌受损，因而变得更加自卑。另外，在疾病的诊

治中，也会增加病人的精神压力。因皮肤病的病程反复

性和漫长的治疗过程，而且效果不理想，给病人造成了

持久的精神负担。如果长时间受到皮肤问题的影响，还

会出现抑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

国内外均有报道，罹患皮肤疾病患者更易产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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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皮肤病作为一类常见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对其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皮肤病的发病

机制和病因较复杂，可以是单因素作用，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其中精神心理因素可引起皮肤表现为主的

皮肤病，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加心理健康问题引起的皮肤病越来越多，在疾病诊治中发现评估病情

时应重视对生活质量和社交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给予有效心理干预和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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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理疾病。紧张焦虑相关皮肤病主要发于在初中和高

中的学生，因该年龄段的孩子激素水平较高，情绪不

稳定，加上学习压力大，易出现皮肤问题，如拔毛癖，

还有一些是因为精神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比如斑秃、白

癜风等。中年的寡妇，或性格内向的人，还有一些青少

年，比如吸毒者等，长期焦虑、性格孤独、偏执，可能

故意抓伤自己的皮肤，或者感觉有虫子在自己的身体上

爬行、咬伤等引起的人工皮炎或者寄生虫妄想症等。疑

似性病或性病恐怖者：他们大多存在婚前性行为，对性

传播疾病存在恐惧心理，对性病的临床特点缺乏认识。

也有可能是已经治好了一种或多种性病，但是总是会有

一些顾虑。他们总是想从网络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往往事与愿违。网络上的东西让她们愈思愈惊，愈疑

愈恐，尤其是私处有不舒服或有异常之处，往往以为是

得了某种皮肤疾病或性传播疾病，于是要求到医院去做

个检查。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一些强迫性表现，需要经常

去看医生，或反复做相关检测。

皮肤病的发病多数与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导致变应

原和刺激物进入皮肤，遇到表皮层的朗格汉斯细胞和真

皮层树突状细胞，释放细胞因子，作用到炎症因子，

引起皮肤病理改变。有研究显示焦虑障碍患者皮质醇水

平低于正常值，而干扰素、白介素水平高于正常值。抑

郁症患者的血液中炎症因子水平通常会升高，尤其是

TNF-α 和 IL-6，这些炎症因子的升高可能与抑郁症的
情绪症状（如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有关。患有皮肤

病，因病情反复发作易产生烦躁不安、焦虑或信心不足

等心理问题。近日银屑病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分析

结果显示，患病时间长、皮损暴露、有家族史的患者，

症状困扰时间长，暴露在外的皮损改变了患者的自我形

象，导致患者缺乏对待生活的自信热情，产生自卑、耻

辱等负性心理。因银屑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有家族史

的患者担忧该病可能会遗传给子女，导致心理社会适应

更消极。复发、非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其病情往往更严

重，患者的症状负担更重。生活和精神压力更大，导致

其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更差。有研究报道，一些新型抗抑

郁药物（尤其是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已被证
明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生产来减轻抑郁症的症状。

在银屑病的治疗过程中发现阿达木单抗、依那西普、乌

司奴单抗、依奇珠单抗、古塞奇尤单抗治疗银屑病的同

时还能改善抑郁症状。有抑郁症和/或自杀意念史的患者
应谨慎使用布罗达单抗，如果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建议

停止治疗；对有精神症状或正使用/打算使用可能导致精
神事件的药物的患者，应仔细评估阿普米司特治疗的风

险和益处。长期的这种疾病和心理的相关恶性循环提示

我们医务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健康知

识宣教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提高心理社会适应水平。

3 心理干预在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

（1）促进个人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自我接纳和自
我价值肯定：通过对皮肤问题的接受，建立患者对自身

的认知及对自身的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认知重

建，自我关怀，自我同情，建立正面的躯体意象等几个

方面着手。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提高患者的精神卫生

水平，提高的社会素质十分必要。家庭成员，朋友，精

神卫生专业人员能够在情绪上、信息上以及在行动上给

予支持，从而使个人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困难时

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心理疏导和情绪调节：通过疏导与

调整自己的情绪，帮助个人克服紧张与消极情感。其中

包括放松训练，冥想，认知重建，问题解决等，这些都

能使个人的情绪，思考和行为得到平衡。心理教育和认

知干预：通过对个人外表及皮肤问题的认识及评估，进

行心理辅导及认知介入，有助于个人了解及转变自我形

象及皮肤问题。通过认知重建、现实评价、身体意象重

构等手段，使人们能够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自身的外

表及肌肤问题进行评价，从而降低不必要的自卑感与注

意力。长期存在的肌肤问题会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精神

状态。所以，除了要重视肌肤问题的处理与处理外，更

要重视自己的精神卫生。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的身体

和心理都得到健康和幸福。

（2）应对皮肤问题带来的负面情绪:寻求专业帮助,如
果皮肤病患者的情绪问题较为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和工作时就需要及时咨询专科医生。心理学医师可以运

用专业的方式，协助病人辨识与应对消极情感，并为病

人进行有效的心理疗法。建立支持网络,把自己的感觉与
经验分享给家人朋友，可以让你心里轻松一些。支援网

路不但能为病患提供精神上的支援，也能让病人在面对

各种皮肤病时，能有更好的面对困难。参与到相应的支

援小组中，和病人进行沟通，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培养

正面思维。正面的思考风格有利于提高人的精神弹性。

病人可以试着把日常发生的事情记下来，把注意力集中

在那些愉快的事情上，慢慢地养成一种乐观的心态。通

过对自己的信心训练，让自己相信，就能提高你的自

信。进行心理疏导。心理疏导是一种有效的情感调控手

段。通过写日记和艺术创作，可以使病人宣泄自己的感

情，缓解精神上的紧张。另外，通过静心、放松等方

法，还能减轻病人的紧张情绪，提高精神素质。由美国

心理学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专注沉思确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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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减轻消极的情感和防止由情感引起的病症。保持

积极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和心理

都有好处。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

眠，均衡饮食，适量的运动可减轻压力和忧虑，皮肤病

患者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瑜伽、游

泳等，有利于人体的血液循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减

轻皮肤病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要注意避免剧烈的活动，

或者是在发病进展期减少运动或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

当的锻炼。皮肤护理与日常管理。平时一定要做好皮肤

的清洗与保湿工作。使用比较柔和的洁肤用品，也可以

选用与自身皮肤相匹配的滋润保养品，清洗后可以去除

多余的污垢，多余的油脂，以及老化的表皮，防止毛孔

阻塞；同时，补水还能保持皮肤的水份，加强皮肤的防

护能力，减轻皮肤问题。另外，尽量不要用含有酒精、

香料和化学添加剂的化妆品和护肤用品，以免对皮肤产

生损伤。要尽可能的少暴露于一些化学清洁剂、粗糙的

衣物材料等已知的皮肤刺激性物质中，同时也要注意不

要对皮肤进行过分的摩擦和抓痕。

我们做好情绪管理者，凡事都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

的心态。患有皮肤疾病，一定要信任医生，主动寻找病

因，积极主动地进行治疗，不能盲目地追求效果，不能

沉迷于书籍和网络的各种“特效治疗”。患病后通过合

适的方式发泄，加强沟通，倾诉自己的内心，听取他人

的建议。治疗期间，要观察病情变化，多休息，增强锻

炼。还应主动向心理医师求助。心理因素影响机体神经

免疫功能，从而使痒觉调节机制紊乱，加重瘙痒，故借

助有效的心理干预，让患者得到人文关怀，树立康复信

心，增强自制力，勇于战胜疾病。在神经性皮炎患者给

予心理护理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研究组 SDS、SAS 评

分及 DL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总有效率和依从率高于对
照组。同时应加强疾病宣传，进行健康教育，可以帮助

患者树立健康意识，自觉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

能够提升患者对疾病认知度，从而提高依从性，提升自

我护理能力。通过对患者的认知行为、心理行为分析发

现不同的问题，进行各种心理行为治疗方法相配合，为

身心健康、精神心理、睡眠障碍，疾病本身等提供系统

化、人性化、科学化的健康管理。

总之，皮肤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

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心理因素在皮肤病的发生，发

展和治疗及预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皮肤病也对

患者的心理健康产生较大的影响。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

在皮肤病治疗中有良好的效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

讨。未来可深入探讨心理因素影响皮肤病的具体机制，

开发更有效的心理评估工作和优化心理干预方法，提高

皮肤病的慢性管理质量，为患者提供高效的诊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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