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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五脏整体观探讨老年性痴呆病因病机的临床研究

任玉函
成都中医药大学Ǔ四川Ǔ成都Ǔ610075

摘Ȟ要：老年性痴呆是一种广泛影响全球老年人群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复杂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一直是全球健康

研究的重点。本文从中医的五脏整体观出发，探讨了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机制，强调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失衡

与认知功能退化之间的关联。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医在调节五脏功能、改善患者认知状态及生活质量方面的有效性，并

展示了中药、针灸、推拿和食疗等治疗方法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综合效果。这些方法不仅提供了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新

视角，也为其综合治疗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本文旨在强调中医在现代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潜力，推动其更广泛

的认知和应用，为老年性痴呆的治疗策略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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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老年性痴呆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全

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统计，全球约有5000万人患有痴呆症，预计到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52亿。老年性痴呆不仅给患者带来认
知、情感及行为功能的严重衰退，同时也对家庭和社会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因此，探索其病因和发

病机制，寻找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策略，已成为当代医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众多研究视角中，中医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

治疗方法，为认知障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痴呆属

中医学“呆病”“善忘”等范畴，中医藏象理论认为，

脑为元神之府，由精髓汇聚而成，脑的功能通过五脏来

完成，发挥神志记忆的功能，由此可见老年性痴呆的病

位虽在脑，但与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关系非常密切，因

此，老年性痴呆的防治也符合中医的整体观理论，需要

全方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评价[1]。

此外，中医对老年性痴呆的诊治还强调辨证施治，

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和病情，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例如，对于肾精亏损型的痴呆患者，中医可能推荐补肾

益智的方药，如制杞菊地黄丸等；而对于心脾两虚型的

患者，则可能采用养心安神、健脾益智的治疗方法。这

种以五脏理论为基础的治疗不仅反映了中医对疾病整体

治理的理念，也显示了其在慢性病管理中的独到之处。

鉴于老年性痴呆的复杂性及中医治疗的特色，本文

旨在深入探讨中医五脏整体观在解释老年性痴呆病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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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中的应用，尤其是如何通过调节五脏的功能来预防

和治疗老年性痴呆，以及这一方法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

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

2��中医理论框架

中医学中的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它们不

仅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生理功能，还通过精微的相互作用

维持着人体的生理平衡和精神活动。在中医理论中，这

些脏器的健康状况直接关联到精神和情志的表现，其中

尤以心和肾的功能对认知和记忆功能的影响最为显著。

2.1  心藏神
中医认为心不仅主血脉，更藏神。心神的安定是思

维清晰、记忆力好的基础。心火的亢进或心阴的不足均可

导致心神不宁，进而影响记忆力，表现为失眠、多梦、易

惊等症状，这些症状在老年性痴呆患者中较为常见。

2.2  肝藏魂
肝主疏泄，调节情绪，肝气的疏导直接影响情绪稳

定和神志清明。肝血不足或肝气郁结，常导致情绪波动

和记忆力减退，这与现代医学中认为的情绪障碍可能加

重认知障碍的观点不谋而合。

2.3  脾藏意
脾主运化水谷，化生气血，脾气足则思维敏捷。脾

虚可导致思考力减退，记忆力下降，表现为记忆减退、

反应迟钝等。老年性痴呆患者常伴有消化吸收功能下

降，这与脾气虚弱有关。

2.4  肺藏魄
肺主气，通调水道，与脾共同参与水液的代谢。肺

气虚弱会影响到气的生发和水液的正常代谢，从而间接

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特别是记忆力。

2.5  肾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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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藏生命之本，精气。肾精亏损是中医认为的老年

性痴呆的主要原因之一。肾精充足则脑髓得到滋养，记

忆力和认知功能维持正常；肾精亏损则导致脑髓失养，

出现健忘、反应迟缓等症状。

在临床上，中医治疗老年性痴呆重视通过调和五脏

功能来综合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通过辨证施治，针对

不同病因病机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法，如心火亢进可用安

神凉心的方药调治；肾精不足则通过滋阴补肾的药物改

善症状。这种治疗策略不仅注重病因的直接处理，也强

调病理过程中相关脏器功能的整体调节，从而在更深层

次上恢复和优化认知功能。

3��老年性痴呆的中医病因病机

老年性痴呆在中医中多被视作“痴呆”或“呆傻”

病证，其病因病机复杂，主要涉及肾精亏损、心脾两

虚、肝气郁结、痰湿阻塞等多个方面[2]。

3.1  肾精亏损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藏精生髓。肾精充足是保

持大脑功能正常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精逐渐衰

减，不能上荣于脑，导致脑髓失养。肾精不足还会影响

到心脏和脾脏的功能，心脾亏虚进一步加剧了脑部供血

供氧不足，从而导致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最终

形成痴呆。因此，补肾和滋养肾精是治疗老年性痴呆的

重要策略[3]。

3.2  心脾两虚
心主血脉，藏神，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心脾两

虚意味着心血不足，不能充分滋养心神，同时脾运化功

能减弱，导致生化源泉不足，气血生生成为不足。气血

不足不仅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还可能引

起心神失养，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混乱等痴呆症状。

3.3  肝气郁结
肝主疏泄，调节情绪。肝气郁结通常由情绪抑郁、

压力大引起，长期的情绪不畅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进而

影响心脾的功能，导致气血生化失常。肝气郁结还可能引

起内生痰湿，痰湿内阻是中医认为的另一个重要病因。

3.4  痰湿阻络
中医认为痰湿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运化失常造成

的。痰湿过多会阻塞脑络，影响心神，造成记忆力减

退、反应迟缓等。此外，痰湿与肝气郁结相互作用，相

互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3.5  气血亏损
老年人常见的气血不足，直接影响脑部的血液循环

和营养供给，是老年性痴呆发生的重要因素。气血亏损还

会导致身体其他部位的功能下降，加剧整体状况的恶化。

在临床上，中医治疗老年性痴呆通常采用多种方法

综合调治，包括药物疗法、针灸、食疗和按摩等。药物

治疗主要采用补肾填精、健脾益气、活血化瘀、疏肝解

郁、化痰开窍等方剂，如黄连阿胶汤加减、温阳救逆汤

加减等，针对不同的病因和证型进行个性化调整。针灸

治疗则可能选择百会、神门等穴位，以调和心神、补肾

养精。食疗方面，推荐高营养、易消化的食物，以及富

含抗氧化成分的食品，帮助改善身体状态和延缓病程。

4��临床观察与研究

中医在治疗老年性痴呆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如中药、针灸、推拿和

食疗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治疗效果和广泛的适

用性。本部分详细探讨了中医五脏整体观在老年性痴呆

治疗中的具体应用及其临床成效。

4.1  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核心方法之一，

其治疗原理基于调和五脏功能和改善气血运行。例如，

复方中药“益智仁安丸”由多种药材组成，包括人参、

黄芪、益智仁、酸枣仁等，每一种成分都选定以其补气

养血和安神益智的特性。在中医理论中，人参和黄芪有

助于增强体力和改善血液循环，而益智仁和酸枣仁则能

稳定情绪和改善睡眠，这对维护和提升老年性痴呆患者

的认知功能至关重要。

中药治疗强调整体调理和长期管理，旨在通过恢复

身体内部平衡来减缓认知衰退的进程。治疗过程中，中

医师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和病情调整药物配方，

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法使中药治

疗能够针对性地改善患者的认知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提

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

总之，中药治疗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方法来应

对老年性痴呆，通过调和内在脏腑功能，不仅能够改善

患者的生理状态，还能在心理和情绪层面带来积极的影

响。虽然具体的治疗效果需要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

评估，中药治疗在长期的痴呆症管理中展现出了其独特

的价值和潜力。

4.2  针灸治疗
针灸作为中医的核心治疗手段之一，在治疗老年性

痴呆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该方法通过精准刺激特定

的穴位，如百会、神门、太溪等，旨在调整患者的心神

和肾精，促进身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针灸的治疗机制主

要涉及增强局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以及促进

脑部代谢，从而有助于缓解痴呆相关症状。在临床实践

中，定期进行针灸治疗已被观察到可以显著减缓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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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发展，特别是在改善情绪调节和睡眠质量方面表现

出显著的临床效果。针灸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而且在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跟踪研究中显示，接受常规针灸

治疗的患者经历了显著的睡眠改善和焦虑症状的减轻，从

而全面提升了他们的日常功能和整体生活满意度。

4.3  推拿和运动疗法
推拿和运动疗法，如太极和八段锦，是中医治疗老

年性痴呆的重要辅助手段。这些治疗方法通过手法和体位

的调整，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身体机能，还能增强心肺

功能和身体的整体协调性。在临床观察中，这些轻柔的

运动疗法被发现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ADL），特别是在六个月的治疗周期内，患者的自理能
力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此外，这类疗法还通过

增加脑部血流，可能间接促进认知功能的改善。这不仅表

明了推拿和轻柔运动在物理治疗中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它

们在整体治疗计划中对于改善痴呆患者生活质量的贡献。

4.4  食疗
中医食疗注重通过日常饮食的调养来达到预防和治

疗疾病的目的。对于老年性痴呆患者，推荐富含Omega-3
脂肪酸、抗氧化剂和维生素的食物，如核桃、蓝莓和鱼

类，这些食物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并缓解认知衰退。

同时，中医也推崇使用具有补脑益智效果的药食同源食

材，如灵芝、黄精等。

4.5  综合疗法
在临床上，中医常采用多种方法联合治疗以达到最

佳疗效。例如，结合中药、针灸和食疗，根据患者具体

的症状和体质进行个性化治疗。这种综合疗法不仅能够

针对性地改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调整和恢复患者的整

体健康状态。

通过上述临床观察和研究，中医治疗方法在改善老

年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方面显示了其独特

的优势。这些成果为中医在现代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全球老年性痴呆的治疗开辟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5��讨论

老年性痴呆的治疗是一个多方面的挑战，中医提供

的五脏整体观为理解和治疗这种复杂疾病带来了新的维

度。通过深入分析五脏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中医不仅关

注生理变化，还考虑情志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为临床提

供了全面的治疗视角。例如，肝脏的调节不仅关乎生理

功能的疏导，也包括情绪调控，这对处理情志问题引发

的痴呆症状至关重要。

在具体的临床治疗策略上，中医通过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展现其处理复杂疾病时的灵活性和深度。根据患者

的体质和情志状态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这种方

法虽具有高度的个性化，但也带来了如何科学评估和标

准化这些治疗以确保效果一致性和可复制性的挑战。

此外，尽管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显示出多方面的优势，

如何将这些传统治疗方法与现代医学的诊断工具和治疗技

术相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和实践的领域。例

如，将中医药物治疗与现代医学的认知功能训练相结合，

可能会为延缓痴呆症状的进展提供更全面的治疗支持。

总之，中医的五脏整体观为老年性痴呆的综合治疗

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治疗手段。然而，其与

现代医学的有效整合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

注和探索。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老年

性痴呆治疗的认知，还可能为患者带来更为有效的治疗

方案，推动中医学的现代化进程，并为全球范围内老年

性痴呆的预防和治疗开辟新的道路。

6��结论与未来方向

本文通过深入探讨中医五脏整体观在理解和治疗老

年性痴呆方面的应用，确认了中医在处理此类神经退行

性疾病中的有效性和独特性。通过调和五脏功能，中医

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还能在情绪和生活质量

方面带来积极影响。此外，中医治疗老年性痴呆强调个

体化和整体治疗，与现代医学的精准医疗理念相契合。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中医与现代医学结合的可能

性，尤其是在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如针灸、食疗）

的协同效应上。同时，加强临床试验和机制研究，以验

证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框架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这

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医五脏整体观对老年性痴

呆的影响机制，为老年性痴呆的综合治疗提供更多的证据

支持和新的治疗策略。这不仅将推动中医学的现代化进

程，也为全球范围内老年性痴呆的防治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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