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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合并药物治愈
神经性厌食症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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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 17 岁, 高一学生。因减肥节食, 渐至厌

食, 消瘦, 体重明显下降伴闭经半年余。于 2000 年 5 月

以“神经性厌食症”收住院治疗。主诉开始少吃, 不吃主

食, 渐至少吃副食, 仅吃些水果、蔬菜、喝水, 体重下降,

渐渐地越来越消瘦, 并出现闭经。近两月来情绪波动明

显, 时心烦急躁, 时抑郁, 少语, 面色白光白, 疲乏无力,

头晕, 食后恶呕不适, 体质虚弱, 夜眠欠佳, 严重影响正

常生活与学习。患者身高 1. 62 mm , 无既住病史, 病前

体重 60 kg。

心理测评: 1)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为: 内向不稳

定型。2)抑郁自评量表[ 1 ] (SD S)总分 53 分。3)焦虑自评

量表[ 2 ] (SA S)总分 55 分。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

2　治疗方法

支持治疗: 给予能量合剂, 复方氨基酸静脉点滴;

饮食治疗: 禁零食, 规律进食, 并保证进食后不呕吐。制

定目标体重, 定期测量, 如每周增加 0. 5～ 1. 0 kg 体

重; 认知行为治疗 (心理治疗) :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讲解传授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矫正患者在热量摄入,

体型、体重等方面的认知偏差, 引导患者正确认识体型

美、健康美。患者表示有所感悟, 配合治疗。同时指导患

者转向正常的进食模式: 不对呕吐和体重给予特别的

关注。并采用正性强化, 给予表扬鼓励, 充分调动患者

的积极性, 巩固疗效。

药物治疗: 辅以小剂量舒必利 0. 2 göd, 氯丙咪嗪

50 m göd, 抗抑郁治疗。用疏肝健脾, 益气调经的中药汤

剂, 调理情绪与内分泌功能。

3　治疗结果

治疗两月余, 体重达 51 kg, 摄食正常, 精神状态良

好, 情绪平稳, 月经来潮, 生活正常。出院半年后随访,

一切平稳, 面色红润, 丰满健康, 心情愉快。治疗后 SD S

总分 27 分, SA S 总分 29 分。

4　讨论

本症患者为年轻女性, 正值青春期发育阶段, 追求

美, 关注形体而有意识地减肥, 节食减轻体重, 以至厌

食不能自控, 出现内分泌失调 (闭经) , 电解质紊乱, 情

绪波动, 影响正常学习与生活, 可排除器质性疾病和其

他精神疾病所为。诊断符合CCM D - 2- R
[ 4 ]中神经性

厌食症标准。临床采用认识行为心理治疗为主的综合

治疗, 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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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柴胡汤为《伤寒论》所载和解少阳之方, 本人在

临床实践中, 运用此方治疗各种疾病, 效果显著, 现报

道如下。

1　治疗肾盂肾炎

刘某某, 女, 42 岁, 初诊: 高热 4 天, 往来寒热, 恶

心呕吐, 呕出胃内容物, 食欲不振, 周身酸痛, 小便短赤

而灼痛, 苔白滑, 脉弦数, 查: 体温 39℃, 表情淡漠, 左

胁脊角压痛, 双侧肾区叩击痛, 尿常规: WBC (+ + )、

RBC (+ )、蛋白 (+ ) , 中医辨证为: 湿热郁结少阳。治以

和解少阳, 清热利水通淋, 小柴胡汤加减。处方: 柴胡

15 g, 黄芩 10 g, 半夏 10 g, 生姜 10 g, 大枣 4 枚, 炙草 6

g, 瞿麦 10 g, 滑石 15 g, 蒲公英 10 g, 车前草 20 g, 茯苓

12 g。水煎服, 日 1 剂, 分 3 次服; 3 剂后, 体温正常, 不

呕, 效不更方, 6 剂续服, 复查尿常规正常, 再服 3 剂以

巩固疗效。

按: 急性肾盂肾炎属中医淋病范畴, 治宜清热利水

通淋, 临床多用八正散治疗。本例患者, 以寒热往来, 恶

心呕吐, 小便不利为主证。《伤寒论》第 96 条:“伤寒五

六日, 中风, 往来寒热, 胸胁苦满, 嘿嘿不欲饮食, 心烦

喜呕⋯⋯小柴胡汤主之。”此例患者为湿热郁结少阳,

三焦阻滞, 故令水道不利, 以和解少阳, 清热利水。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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