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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的中医治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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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我国焦虑症患者数量逐年增多，主要以恐惧、紧张、担心等持续性存在的情绪障碍。传统西医治疗方法

以药物为主，但长期使用药物可能伴随一系列副作用和药物依赖问题，因此中医辨证治疗焦虑症愈发受到人们重视。

中医辨证治疗焦虑症具有独特优势，可从整体、动态的角度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本文从焦虑症的中医辨证分型的

分析入手，并阐明焦虑症的中医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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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几年焦虑症发病率持续增高，《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Ⅲ》中明确提及焦虑症具体涉及
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亚型，患病后存在坐立不安、紧

张担心等症状[1]。受到社会环境、成长背景等因素的影

响，焦虑症患者人群数量持续增多。中医对待焦虑症的

观点和治疗方法与西医有所不同，它注重整体调节和平

衡。在中医理论中，焦虑症通常被视为情志失调、气

血不和、脏腑功能失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中

医对“焦虑症”病名尚未明确提及，但根据患者临床症

状、诊断标准，可在中医情志病中纳入焦虑症，具体涉

及“惊恐”、“心悸”、“郁证”、“百合病”、“脏

躁”、“惊悸”、“不寐”等。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医

辨证分型对焦虑症加以研究[2]。

1��中医焦虑症的发病因素

中医对焦虑症的发病因素有着深入的理论探讨，认

为焦虑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下将详细介绍

中医对焦虑症发病因素的主要观点和理论依据。

1.1  情志因素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往往被认为是引发疾病的

重要原因之一，包括长期的情绪不畅、情感困扰、情绪

激动或过度压抑等。情志不调可以导致气机郁滞，从而

影响脏腑功能，进而引发各种病症，包括焦虑症[3]。比

如，长期的忧虑、恐惧、烦躁不安等情绪状态可以使心

神不宁，影响心脏的平稳功能，导致焦虑的表现。

1.2  气血失调
中医认为，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

础，气血的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气血

失调可能由于情志不畅、饮食失调、作息不规律等原因

引起，导致身体各部位的气血不足或紊乱，从而表现为

情绪波动、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进而引发焦虑症状[4]。

1.3  脏腑功能失调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的脏腑有其独特的生理功能和

情志关联。例如，肝主疏泄，与情绪的调节密切相关；

心主神明，与情感的表达和控制有关；脾主运化，与思

维的集中和补养有关等。长期的情志不畅或不良生活习

惯可能导致相关脏腑功能失调，进而影响气血运行和情

绪稳定，成为焦虑症的发病因素[5]。

1.4  体质因素
中医强调个体的体质对疾病的易感性和发展趋势具

有重要影响。不同的体质类型对情绪的反应和调节能力

不同，从而决定了其在面对外界刺激时的应对方式。比

如，体质虚弱、气血不足或肝火旺盛等体质倾向可能使

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症状，而一些体质强健、气血充盈

的人则相对较少。

1.5  环境因素
生活环境、工作压力、家庭关系、社会情境等外部

因素对个体情绪的影响是中医治疗焦虑症时需要综合考

虑的因素。长期处于高压力、竞争激烈或环境不稳定的

人群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和焦虑情绪，这些外部因素可

能直接或间接地加剧焦虑症的发展和表现。

1.6  饮食和生活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作息时间、过度劳累和

缺乏运动等生活方式问题可能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

进而加重焦虑症状或导致其反复发作。

2��焦虑症的中医治疗

2.1  中医药辨证分型治疗
焦虑症内因以性格缺陷为主，并以性格特点为基

准，可将患者归类为刚柔两型。分析其病机主要是刚柔

相济受到患者肝的疏泄失职影响，并对其他脏腑产生波

及，以气血阴阳失调为主要表现。其病机演化以情志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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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为主，先对患者肝造成损伤，柔者脾肺受到影响，刚

者心受到波及，最终对肾产生影响。针对焦虑症患者的

治疗，可在选方时进行两纲四型十六证进行辨证，其中

十六证表现为[1]：

2.1.1  刚实四证。①肝胃气逆证。患者临床表现包
括恶心呕吐、头晕头重、心烦易怒、胸膈气逆、嗳气频

作、情绪抑郁、心悸不宁等，以脉弦、苔白等为主要症

状。为进一步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可将旋覆代赭汤加减

作为主要方药。②肝火上炎。患者临床表现包括面红目

赤、头胀头痛、烦躁易怒、大便秘结、口苦、口干、小

便黄、舌红、脉弦数等。为实现对该分型患者的有效治

疗，可将龙胆泻肝汤加减作为主要方药。③心肝火旺。

患者临床表现为心烦易怒、口苦口干、坐立不安、脉弦

数、心烦不寐、便干尿黄、舌红苔黄等。对于该证型患

者治疗，可将黄连解毒汤加减作为主要方药。④心肝火

旺痰瘀互结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心烦不寐、口苦口

黏、舌暗红、烦躁易怒、便干尿黄、脉弦滑数等。对于

该证型患者治疗，可将黄连解毒汤合温胆汤加减作为主

要方药。

2.1.2  刚虚四证。①心肝阴虚。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心
悸不宁、入睡困难、口干咽干、性情急躁、胁胀胸闷、

两目干涩、舌红少苔、头晕目眩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

以芍药甘草汤合天王补心丹加减作为主要方药。②肝肾

阴虚肝阳上亢。患者临床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头晕目

眩、耳鸣耳聋、头痛目赤、腰膝酸软、舌红苔黄、脉弦

劲有力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以杞菊地黄丸加减为主要

方药。③肝肾阴虚风动。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心烦心悸、

少寐多梦、潮热出汗、肢体不适、脉弦细、项强、舌红

少苔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以镇肝熄风汤加减为主要方

药[5]。④阴损及阳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头晕目眩、健

忘、腹痛便溏、耳鸣耳聋、心烦少寐、畏寒肢冷、脉沉

细弦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以左归丸加减为主要方药。

2.1.3  柔实四证。①肝郁气滞。患者临床表现包括
情绪抑郁、胁肋胀痛、乳房胀痛、善太息、食少纳呆、

舌红苔白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以柴胡疏肝散加减为主

要方药。②肝郁血瘀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善太息、月

经不调、胸闷肋痛、舌黯 红苔白等，该证型患者治疗

应以血府逐瘀汤加减为主要方药。③肝郁脾困湿阻证。

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善太息、脘闷腹胀、头身困重、胸胁

胀满、口臭口黏、大便黏腻不爽、舌红苔白腻等，该证

型患者治疗应以柴胡疏肝散合藿香正气散加减为主要方

药。④肝郁痰阻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心烦心悸、口吐

涎沫、口黏头晕、咽如有物梗阻、舌红苔白腻等，该证

型患者治疗应以四逆散合半夏厚朴汤加减为主要方药。

2.1.4  柔虚四证。①肝郁脾虚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
胸肋胀痛、食少纳呆、少气懒言、手足不温、善太息、

腹胀便溏、形体消瘦、舌淡红苔白等，该证型患者治疗

应以逍遥散加减为主要方药。②心胆气虚证。患者临床

表现包括情绪低落、周身疲乏无力、心悸易惊、头晕目

眩、悲观厌世、气短懒言、腰膝酸软、脉弦细沉等，该

证型患者治疗应以安神定志丸加减为主要方药。③脾肾

阳虚。患者临床表现包括情绪低落、腹痛肠鸣、腰膝冷

痛、阳痿、腹胀便溏、畏寒肢冷、神疲消瘦、舌淡苔白

等，该证型患者治疗应以附子理中汤加减方药为主。④

阳损及阴证。患者临床表现包括畏寒肢冷、喜热饮、心

悸口干、情绪低落、心烦易怒、舌淡苔白等，该证型治

疗应以右归丸加减方药为主。

3��针刺疗法

作为焦虑症中医治疗主要方法之一，针刺疗法主要

是刺激特定穴位，调节人体气血运行，平衡阴阳，以实

现对患者的焦虑症状的有效缓解。针刺疗法在治疗焦虑

症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调理气血。针刺可刺激
穴位，促进气血畅通，调理气机，从而缓解患者的焦虑

情绪。（2）平衡阴阳。中医认为阴阳失衡是引发疾病的
根本原因，针刺疗法可通过刺激穴位来调整阴阳平衡，

达到治疗焦虑症的效果。（3）调节神经系统。针刺能够
影响神经系统，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以实现对焦虑症

症状的有效改善。针刺疗法适用于各类焦虑症患者，尤

其是伴有情绪不稳、失眠、头痛、心慌等症状的患者。

针刺治疗焦虑症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根据患

者的具体症状和辨证分型，选用相应穴位进行针刺。如

选择心包经的心俞、神门、内关穴等穴位。二是针刺时

需注意针刺角度、深度和力度，避免损伤神经血管和组

织，确保疗效和安全。三是将调理次数控制在一般每周

1-2次，连续治疗2-3周为一个疗程，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决定疗程次数。针刺疗法在治疗焦虑症中有着良好的临

床疗效，可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情绪、失眠等症状。通过

连续针刺治疗，患者症状可逐渐减轻，提高生活质量。

针刺疗法作为中医治疗焦虑症的重要方法，通过调理气

血、平衡阴阳，调节神经系统等方式，可有效缓解患者

的焦虑症状，改善身心健康。相较于药物治疗，针灸治

疗焦虑症具有安全性高、副作用少的优势。尤其对于一

些无法或不愿长期使用药物的患者来说，针灸作为一种

自然疗法，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症症状而不引起药物依赖

或严重的副作用。在现代医学中，将针灸作为一种综合

治疗策略，与西医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等相结合，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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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焦虑症患者提供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治疗选择。

4��八段锦疗法

八段锦，又称八段锦功或八段锦气功，是一种传

统中医健身功法，起源于中国宋代，被誉为“保健之

宝”。其动作舒展优美，易学易练，通过练习八段锦可

以调畅气血、舒缓情绪，有助于缓解焦虑症患者的症

状。八段锦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呼吸方法和意念调

节，达到调和气血、益肾强筋、调理脏腑等效果。在调

理身体同时，有助于调整患者的情绪状态，缓解焦虑症

症状。在具体练习过程中，八段锦包括“双手托天理三

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摇头摆尾去心火”、

“五劳七伤往后瞧”等八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有具体的

配合呼吸和意念指导，练习时需专心致志，内心平静。

需注意，八段锦适合大多数人群练习，特别适合焦虑症患

者。练习八段锦可调和气血、净心安神，有助于改善情绪

不稳、失眠等症状。患者在练习时需注意：（1）练习时
需穿宽松舒适的服装，选择安静通风的场所。（2）注意
呼吸配合，整个练习过程都要注重吸气、呼气的节奏。

（3）循序渐进，避免过度用力或动作不当导致身体不
适。（4）注重意念调动，让身体和心灵得到完全放松。
5��太极拳疗法

作为传统中国武术和养生功法，太极拳因其缓慢柔

和的动作、呼吸和意识配合，对身心健康有着显著的调

理作用。在治疗焦虑症中，太极拳可借助其独特运动

方式和心理调节，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提升自我调

节能力。太极拳强调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通过练习太

极拳可以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改善身心状态。在练习

过程中需要专注于呼吸、动作和意念的配合，达到身心

调和，舒缓情绪的效果。太极拳的练习包括“起势”、

“单鞭”、“云手”、“白鹤亮翅”等一系列动作，配

合呼吸和意念调整。练习时需注意形神合一，慢慢练

习，逐渐进步。需注意，太极拳适合各年龄阶段人群练

习，可有助于焦虑症患者改善症状。患者可通过太极拳

练习来调整自身气血，平复情绪，改善焦虑症症状。在

练习时需注意：（1）练习太极拳需选择安静通风的场
所，穿着宽松舒适的服装。（2）关注呼吸，动作要缓慢
轻柔，避免用力过度。（3）注意心态调整，内心平静专
注，身体松软有力。（4）持之以恒，每天坚持练习，享
受太极拳带来的身心益处。

结语

中医在治疗焦虑症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并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体现了其在心理健康领域的

独特优势和必要性。中医治疗焦虑症注重综合施治，根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包括中药治疗、针灸、气功导引等多种治疗手段的结

合应用，以达到调整身体阴阳平衡、恢复健康功能的目

的。中医治疗焦虑症不仅仅是对症治疗，更注重长效调

理和预防复发。通过调理气血、平衡情志、改善生活习

惯等手段，可以减少焦虑症的复发率，从而更加全面地

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与西医治疗具有互补性，共

同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疗体系，更有利于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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