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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心医学的发展与争议

刘梅颜

双心医学( psychocardiacology) 又称为心理心脏病
学或精神心脏病学，是心身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
研究心理疾患与心脏病的关联，也包括人的情绪与心
血管系统之间的深层联系。

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包括抑郁和焦虑在内的精神
心理问题对心脏有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心血管病患
者由于心理应激及心理负担过重，常伴发紧张、焦虑、
惊恐、悲伤和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些精
神心理问题又会进一步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病率和病
死率。欧美发达国家的心脏病学会对冠心病合并抑郁
的问题非常重视，总结了十余年来的科学证据，已发布
相应的指南，建议心血管病患者( 尤其冠心病患者) 应
常规筛查抑郁。

中国也有大量的心血管病患者合并精神心理问
题。在北京二级和三级医院的心内科门诊就诊的患者
中，焦虑患病率为 42. 5%，抑郁患病率 7. 1% ; 在中国
冠心病和高血压人群中，抑郁患病率分别为 9. 2% 和
4. 9%，焦虑患病率分别为 45. 8%和 47. 2%。

然而，中国双心疾病识别率和治疗率还较低，一项
研究表明，心血管病患者中，有 22. 8% 和 70. 9% 伴发
抑郁和焦虑，但心血管医生对抑郁和焦虑的诊断率仅
为 3. 7%和 24%。对二者的治疗率更低，均为 2. 4%。
其原因在于心脏科医师对疾病的认识不足，而且情绪
抑郁与心肌梗死所致的躯体症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
的相似性，不易分辨。

不可否认，对于双心疾病认识、筛查及治疗存在争议。
一、抑郁是患者性格问题还是疾病。抑郁的终生

患病率为 16. 2% ; 有躯体疾病的患者并发抑郁症的比
例更高，为 20% ～ 50% 不等; 而轻度抑郁状态就更为
普遍。抑郁症极易被漏诊，尤其是轻度抑郁，很多人认
为，抑郁与性格有关，而非一种疾病形式。

二、心脏事件合并抑郁是否需要治疗。有些医生
不关注抑郁问题，认为心脏事件后，一定程度抑郁也可
以接受，抑郁会随着时间而消失。认为应该对抑郁患
者进行治疗的理由则是，抑郁有可能在心脏病事件发
生之前，或在心脏事件后持续存在，可恶化患者的病
情。而且，存在抑郁的患者依从性差，生活质量差。

三，心内科医生处理精神心理问题是否存在超范

围执业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现实的情况是，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中，有

90%首诊于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综合医院的专科医

师和社区的全科医师应当了解、并掌握精神心理问题

识别和处理的基本技能，这不仅符合国家的精神卫生

服务需要，也有助于促进各学科发展需要。
心内科医生应能够做出症状学的诊断，如失眠、焦

虑状态、抑郁状态等，或是含义广泛的症状学诊断，如

情绪障碍。应能够识别重性精神病，包括具有明显幻

觉、妄想、严重兴奋或抑制等，精神活动和社会功能严

重受损者，并应及时转诊到精神专科。
心内科医生能够处理的精神障碍应从法律法规和

专业能力两方面考虑，包括各类焦虑症和不伴有幻觉

妄想的轻中度抑郁症; 躯体形式障碍，癔症; 生理心理

障碍如神经性厌食、性功能障碍; 各种躯体疾病原因引

起的谵妄状态。上述问题在综合医院多见，必要时建

议各科医师和精神专科医师共同处理。注意主动防范

抑郁或焦虑等精神障碍自杀倾向。建议对有抑郁患者

应常规评价自杀风险，中度以上自杀风险应和家属沟

通并请精神专科医师会诊或转诊。
2008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启动“心内科治疗心血

管病患者轻中度心理障碍的可行性分析”研究，初步

结果显示，通过培养心内科医生掌握精神心理卫生知

识，定期与精神科医生联合会诊，识别就诊患者的心理

障碍并对轻中度患者对症治疗，症状缓解有效率高达
75%，证实心内科医生处理轻中度精神障碍可行。

由于心血管病和精神心理障碍共病率较高，精神心理

障碍，尤其焦虑和抑郁常见躯体症状为胸痛和心悸，3/4 患

者因躯体症状于专科首诊，84%患者未被心内科医生得到

诊断和治疗，因此，心血管医生是“双心医学”的最佳启动

者。2011 年8 月，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双心医学”
学科组成立。学会的宗旨是双心关爱全程关注。

总之，心内科医生应在筛查精神心理问题、提供适

宜行为方式建议，以及通过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治疗

轻度精神心理障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改变我国双心

疾病低识别低治疗的现状。
( 收稿日期: 2012-11-01)

( 编辑: 王宝茹)

47 中国循环杂志 2013 年 2 月 第 28 卷 第 1 期( 总第 179 期) Chinese Circulation Journal，February，2013，Vol. 28 No. 1( Serial No. 179)

作者单位: 100037 北京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心脏中心
作者简介: 刘梅颜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心血管病学及双心医学方面研究 Email: chian lmy@ hotmail． com
中图分类号: R5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0-3614( 2013) 01-0074-01 doi: 10. 3969 / j. issn. 1000-3614. 2013. 01. 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