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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因素引起的眩晕（附 130 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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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是临床常见的症候群， 工作中发现不少眩晕和情
绪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作一讨论。 总结 1993年 ~2004年 11
年间的眩晕病人 130例。
1%%%%临床资料

性别：男 56例，女 74例；年龄：20~80岁；主要症状：眩
晕，视物旋转，以转动头部后为重；伴随症状：恶心，呕吐，耳
鸣，面色苍白；起病诱因：精神刺激 53例，劳累 41例，紧张 36
例；神经系体检：未见明显阳性体征者 86例，昂伯氏征阳性
者 44例；头颅 CT扫描均未见明显异常。 TCD：44%例示椎基
底动脉系统供血不足 ， 余示双侧脑血管血流速度不对称，提
示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2%%%%诊治

起初分别诊断为梅埃氏病，椎动脉供血不足，给予一般
的扩血管治疗，效不佳。 后详询病史，有精神刺激诱因，根据
症状、体征、年龄分别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36例，梅埃
氏病 50例，椎动脉供血不足 44例。 给予心理疏泄，配合调节
神经药物，在原治疗的基础上，最后均获痊愈。
3%%%%典型病例

女性，70岁，眩晕 3d入院，视物旋转，体检未发现阳性
体征。 初诊椎动脉供血不足，予培它定扩血管治疗，效不佳。
做MRI检查， 未见异常。 发现患者每于回家休息后症状减
轻，有焦虑现象，疑与精神因素有关，这时家属提供情况，患
者发病与儿子出事有关。 其儿与人打架，致人命丧，患者心急
之下突然发病。 医生恍然大悟，强烈的精神刺激使人发病，只
是物理治疗而精神不得安息，故而疾病不愈。 经心理治疗，调
节神经药物应用，配合扩张血管治疗，患者痊愈出院。
4%%%%讨论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身疾病病例， 以往的治疗只重躯体，
不重身心，导致很多疾病迁延不愈。

为什么精神因素可导致躯体症状？ 人的下丘脑 -垂体 -
肾上腺轴系统是心身疾病的发病的中介机制，外界刺激作用
于大脑皮质，影响到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系统，使植物神经
系统紊乱，而引起各部位症状[1]，其中便可导致眩晕。 这解释

了植物神经紊乱何以导致眩晕。 其实，植物神经紊乱性眩晕
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诊断学》 已把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诊断
[2]，只是以往不被大家重视。 临床中发现病人仅有眩晕症状，
却查不出器质性病变，以往仅按躯体疾病诊治，疗效不佳，经
详询病史，可以发现他们多有情志失调，紧张劳累，结合体
检，实验室检查无异常，应诊为植物神经紊乱。 经调节神经治
疗，配合天麻、川芎等中药应用，往往疗效满意。 近来国际已
把这类心理因素引起的症状归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躯体
形式障碍》，见于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与笔者观
点一致。

梅埃氏病又是如何与情绪发生关系的？耳科学中梅埃病
的发病机制，第一条就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其中特别指出，
脑垂体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对外界刺激的代偿能力减
低，可能是本病病因的基础；情绪激动，过度疲劳，病毒感染，
血液理化特性的改变，前庭小管和蜗小管等的解剖异常等均
可能与本病的发生有关。 直接指出了情绪、过劳与本病有关。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也发现不少和情绪有关， 许多老
年人生气、劳累之后突发眩晕，考虑强烈的精神刺激引发脑
血管痉挛，从而引起椎动脉供血不足。 祖国医学一向重视情
志与疾病的关系，在教科书“眩晕”一节里（包含耳性眩晕、
脑性眩晕、及其他因素包括神经官能症），其发病机制首先就
是情志因素：肝阳上亢（素体阳盛之人，谋虑太过，阴阳易失
平衡，导致肝阳上亢，上扰清窍，发为眩晕）；或因情志不遂
（长期忧郁恼怒，肝气郁结，气郁化火，使肝阴暗耗，风阳升
动，上扰头目，发为眩晕）。 以上充分说明了情绪与眩晕有着
密切的关系，提示我们在诊断时注重精神因素，在躯体治疗

的基础上注意调养身心，以使疾病早日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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