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律神經失調  (腦神經衰弱 ) 

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 院長廖桂聲 

李小姐(化名)半年來老是心悸得很厲害，心臟卜通卜通跳得很

急，就像隨時要跳出胸膛似的，呼吸也急促，有時又感到心臟無力，

常須用力深吸一口氣才會舒服。是不是生了什麼怪病，找了胸膛內科

醫師檢查 X 光或心電圖檢查，卻告知正常。有時便秘或腹瀉跑去腸

胃科檢查，醫師又說沒病。有時頻尿，動不動就想上廁所，去看了泌

尿科，腎臟也沒問題。這就是典型的自律神經失調，或俗稱為神經衰

弱，同樣都是「精神官能症」的功能性障礙，而沒有什麼結構改變或

組織器官的損傷，亦即實際檢查時往往又找不出明顯病因，真是令人

有求助無門的苦悶。 

由於社會脈動及變遷過於快速，人際關係經營及經濟活動的多變

性，讓不少病患情緒因之被挑起，易緊張、急躁不安、焦慮、抑鬱難

平、激怒、猜疑，過度興奮或憂傷…等症狀。還可有幻聽、幻覺等嚴

重障礙慢慢浮現。再加上面臨特殊的心理社會壓力危險因子，如股市

震盪造成經濟不穩定、升學考試及事業壓力增加、分離（家人死亡、

離婚）、健康問題（生病、重病）、更年期或老年面臨一些空巢期和失

落感的到來、居住環境擁擠和空氣染等…，使得罹患該症的人口也會 

遞增。 



有些病人在情緒不安時，心情鬱悶、憂鬱沉默寡言，遇到挫折打擊，

或受到環境壓力，不能自我解脫，也會合併自律神經失調，進而影響

人的情志變化(喜、怒、憂、思、悲、恐、驚等七情)形成惡性循環，

對社會心身症候群的發生發展起著推波瀾的作用，其症狀如下： 

(一)心悸、胸中窒、呼吸短促、胸骨下方心臟區如物壓，如心臟無力，

常須用力深吸一口氣才轉舒服。 

(二)喉中炙臠、梅核氣、咽中有痰如同炙肉，咯之不出，嚥之不下者，

或癢而欲咳，或火辣如腫而疼。此症較易發生在感冒後，且又以個性

較急、容易緊張焦慮的人，或神經質、歇斯底里、躁鬱症以及進入更

年期的婦女為好發對象。 

(三)脅脹痛：最常發生於大怒或生悶氣時，在右脅脹痛，甚至連及橫

膈膜胸側與背側皆痛。 

(四)肚臍二側結腸彎脹氣感：女性常脹及臍下小腹全部，拍之有氣響

聲。 

(五)頻尿、裡急後重、便秘或腹瀉如大腸躁激症。 

(六)盜汗、月經不規則、注意不集中、腰酸背痛、煩躁不安、精神緊

張難以鬆弛、入睡困難、多夢。 

(七)頭部緊箍感、眩暈、後頸項僵硬、肌肉緊張性頭痛。 

(八)實際檢查時卻找不出生理的病變。故此症候群極為複雜，必須過



詳細的身體檢查、化驗及其他輔助檢查，以排除器質性疾病後，才能

診斷為本病。 

人有七情六慾，對情感的反應都足以影響人的精神活動及神經內分泌

之反映，而七情即是喜、怒、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變化，七

情常常通過表情、聲音、行為表現出來。其屬于正常的精神活動，一

般不會致病，當情志活動過於劇烈或持久，超過人體生理和心理所能

承受的限度時，便會成為致病因素，治療以五臟為中心，精氣血津液

為物質基礎，故情志致病的機轉為內臟氣血，尤其是五臟氣機的失

調。劇烈或持久，超過人體生理和心理所能承受的限度時，便會成為

致病因素，治療以五臟為中心，精氣血津液為物質基礎，故情志致病

的機轉為內臟氣血，尤其是 

五臟氣機的失調。如圖表： 

心急氣燥 

處於忙碌緊張壓力，心悸、呼吸短促、胸

骨下方心臟區如物壓，似心臟無力，常須

用力深吸一口氣才轉舒服 

暴怒傷肝 

口苦咽乾、胸脇苦滿、往來寒熱、耳聾、

耳嗚、默默不欲食、心煩喜嘔、小便茶褐

色、身衰乏力 



憂思傷脾 

悲哀時愁眉苦臉、無精打彩，憂思時焦眉

蹙額、陰沉著臉、愁腸滿肚、情緒低沉，

食慾不振，面色蒼白消瘦 

悲哀傷肺 

『肺氣虛』動則心慌，輕者難過，稍重則

悲傷，再甚則悲痛，無故數傷悲 

恐驚傷腎 

心神不寧、陰虛陽亢、腰酸背痛、煩躁不

安、精神緊張難以鬆弛、入睡困難、多夢、

月經不規則、注意不集中 

病因病機圖



緊張壓力是疾病之源 

致命壓力威脅全球，景氣持續低迷，現代社會人士步調快，工作

壓力大，因而思慮繁雜、意志薄弱，對情緒幾乎毫無自持能力，終日

百無聊賴、意興索然……，有時無端憤怒或哀戚不已，喜怒形於色，

也有的患者工作繁忙，過度緊張似無頭蒼蠅般瞎忙，這是緊張壓力產

生的「社會心身症候群後遺症」。自律神經失調，或俗稱為神經衰弱，

同樣都是「精神官能症」的功能性障礙。 

緊張狀態是身體強烈理化、生物等因素作用，或情緒變動，防禦病毒

免疫系統被減弱。身體對持續的緊張狀態反應分為警戒期、抵抗期、

消竭期等三個階段。 

首先是「警戒期」，因壓力致身體激發出腎上腺素，而產生心跳、呼

吸加速等現象，發動「攻擊或逃逸反應」的警報反應，整個人將處於

亢奮備戰狀態。若壓力繼續存在，則會進入「抵抗期」，表面上正常，

但器官發生病理變化，抗壓耐受性也下降，將容易疲勞，更易為病毒

入侵。第三期「消竭期」則因身體長期應付，已達崩潰頂點，防禦機

能瓦解，使身心受到重大傷害。緊張狀態下，腎上腺皮素產生大量皮

質類固醇，其中一種皮質類固醇除了升高血壓、血糖外，還會逐漸減

慢抗體的產生，而抗體正是防禦病毒和其他病源之「防疫英雄」；經

常處於緊張壓力下，將損及胸腺和淋巴結所產生的抗體，此 



二者正好是構成機體免疫系統之核心，難怪從流行性感冒病毒到癌等

各種疾病，便會紛紛降臨到長期處於緊張狀態的人。也就是說，緊張

壓力會抑制免疫系統，造成恆久的抑制效果。從以上的論述發現，現

代醫學對疾病受緊張壓力影響的看法，有許多是和中醫七情（喜、怒、

憂、思、悲、恐、驚）內傷的理論是相通的，更加證明《素問‧ 

舉痛論》所說：「余知百病生於氣也。怒則氣上，悲則氣消，恐則氣

下……驚則氣亂。」正是由於七情傷人致病的病理。 

五臟受損，精、神、魂、意、魄等意識思維活動障礙則導致心身疾病、

情志致病。故顏色現於外者，儼然藹美，係乎於七情的協調控制。 

反覆持久的不良情緒刺激或劇烈精神創傷，當超過人體的耐受能力時

容易引起臟腑氣機紊亂，並引發各種精神及軀體疾病，所以情緒致病

的機轉為內臟氣血，尤其是五臟氣機的失調，治療上應以五臟為中

心，針、藥並用，對症下藥才可望改善病情，但平時應保持情緒穩定，

以避免傷及臟腑。 

由於七情致病牽涉疾病範圍極廣，除了疾病本身證候的不同須做不同

之「辨證論治、臟腑辨證」外，常需配合下列用藥及方法： 

一、清熱瀉火方藥： 

情志內傷常常從熱化火，所謂「五志過極，皆可化火」，故多表現出

火熱內盛的證候，如躁擾不寧、易怒、心煩、譫語發狂、心急暴燥等，



治此常用清熱瀉火藥劑；如大黃黃連清心湯、葛根黃芩黃連湯、白虎

湯、梔子柏皮湯等。 

關於身心性的疾病：誠文本文所述的情志致病，我們的聖藥「知

母精華液」或「梔子精華液」再斟酌<黃柏圓、苦參圓、黃連膠囊與

大黃圓>，即可在臨床上出神如化的靈活運用，不僅安全、有效、快

速，沒有任何副作用與後遺症。不像西藥的鎮靜劑、抗憂鬱劑、安眠

藥，在表面上雖有立竿見影之效，而骨子裡卻在神不知鬼不覺之下，

毒害全身的細胞，殘殺腦細胞導致腦神經錯亂。所以，每見服此精神

科用藥的病患，其兩眼總是渙散且呆滯無神，而且就在服藥當中的同

時，冥冥之中，死亡之神的雙手就無聲無息且悄悄的勾住了患者的靈

魂，因此我們會時常聽聞到，「為什麼吃了抗憂鬱劑，身心反而更加

的分裂痛苦，更想自殺，甚至防不勝防的自殺了！」此症根本不是「外

科的急症」，西藥雖治了標，卻傷害了生命的根本，與聖藥的標本兼

治，當然是大相逕庭、南轅北轍，也是道不同不相為謀的根本所在，

豈可混為一談！ 

<知母精華液> 

根據仲景＜＜傷寒論＞＞第 20、65、111、141、142、164、316、348

條，靈妙神諭，白虎之湯，其條文延伸之意，讓我們的整體免疫系統

活化起來，達到<消炎、修復與強化免疫功能 T、B 細胞、增強組織的



功能>。 

功能：清熱瀉火，瀉火解毒，生津潤燥。以「科學精製漢藥」的生物

技術製成的「知母精華液」，對治組織細胞的急性發炎，或病毒、細

菌、微生物引起的組織感染，都有非常良好的消炎與修護的效果。可

有效的解決更年期情志、睡眠障礙、甲狀腺亢奮、癲癇，以及各種精

神神經症狀，真的是易如反掌。  

成份: 「科學精製漢藥」的<知母、甘草、、、>精製而成，若身體不

舒服時，可照三餐，睡前服用，每日四次。若病情嚴重時，亦可每

1~2 小時或 2~3 小時，服用一次量 20 ㏄，不必冷藏，酒精零度，愈

存愈好，純天然發酵，絕無任何副作用。          

縱觀西醫化學療法，都有未見其功，已蒙其害的後果。若「急性期或

亞急性期」以「科學精製漢藥」的「知母精華液」酌加<黃柏圓、苦

參圓、黃連膠囊與大黃圓>，必將迎刃而解。但是一定要有正確的認

知:服用天然的漢藥與人工化學合成的西藥，其中有天淵之別的差異

性，服了西藥可能幾天之後，就有明顯的立即性效果，但也是另一個

疾病的災難開始。而的正確使用，在使用一、兩個月後，必將顯現其

優越的神奇功能。 

回到前述案例，懷報著「奇文共欣賞」、「獨樂樂不如眾樂樂」的心態，

還有「真金不怕火煉」的專業執著，也唯有真槍實彈、實際操做演練，



才會有點滴在心頭的滋味，也才會有「餘音繞樑、三月不知肉味」的

特殊心境。 

二、以情勝情法： 

中醫學對七情致病發生、發展、變化的原因及規律有其獨特的見解，

認為引起情志病的原因很多，極慢奏效。王肯堂說：「藥固有安心養

血之功，不若平其心，易其氣，養在己而己」。這些論述均說明心理

治療的重要性。心理治療起源於《內經》，是中醫獨特的一種心理治

療方法，也是門診中應用最多的一種方法。《素問．陰陽應象大論》

指出：「怒傷肝、悲勝怒」，「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怒勝思」，

「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傷恐」。在此基礎上，朱丹溪提出

「情志療法」，謂「怒傷於肝者，以憂勝之，以恐解之；喜傷於心者，

以恐勝之，以怒解之；憂傷於肺者，以喜勝之，以怒解之；思傷於脾

者，以怒勝之，以喜解之；恐傷於腎者，以思勝之，以憂解之」。張

子和是一位公認的心理治療大師，運用此法治病更是成熟、絕妙、淋

漓盡致的發揮。這些實際上都是運用五行相勝的原理，有意識地採用

一種情志活動，去控制、調節、消除某種對人體不良情緒的影響，從

而達到治癒疾病的目的。說明情志既可以致病，又可以治病。採用以

情勝情的療法，歷代醫學家都留下不少設計周密，療效卓著的心理療

法驗案。此外，如激怒療法、喜樂療法、驚恐療法、悲哀療法移情易



性法、說理開導法等，為世界心理治療作出了重要的貢獻。 

三、按摩穴位減壓法： 

民眾感覺到壓力太大時，建議可藉由按摩穴位來減壓，以緩和心理疲

勞，按摩穴位主要以有助於疏肝解鬱、養心安神的穴位為主，如按摩

內關穴可改善心焦氣急、心情激昂等情形；太衝穴可改善憂鬱、心情

低落等不良情緒，三陰交穴可改善壓力導致的失眠。 

結論 

中醫很早就注意到「身心合一」才合乎健康道理。早在二千前，《黃

帝內經》中就己經明確提出了軀幹疾病與心理因素，相關的概念，如

有「怒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肝、恐傷腎」等，後世據此形成

了「七情致病」學說。以闡明情志致病與心理應激的損傷，造成身體

出現反應過度，不同於「神經症」則是在心理出現反應過度。 

中醫治療身心疾病的特點及優勢，從廣義的角度上講，中醫在診治每

一疾病過程中，都貫穿著身心兼治的原則。中醫理論從根據「天人相

應」的整體觀念出發，採用辨證論治的方法，結合天時、地理、心理、

社會環境、人格特質等各種內外因素，並將這些因素結合起來，全面

綜合地加一考慮，如何疏導壓力，避免七情內傷，提高生活品質。臨

床治療時以針、藥併用。對症下藥，才能達到「事半功倍，藥到病除」

的功效，以提高其療效。何況，中藥藥物常結合小分子蛋白質介子皆



可通過 B.B.B（腦血管屏障），找尋能治療腦中樞的中藥，是必然的

趨勢，經過臨床治療，有腦神經功能性病變（憂鬱症、恐懼感、狂燥

症、認知行為偏差等心理問題）、神經傳導障礙及神經內分泌異常，

其中，受影響最明顯的部位是邊緣系統的海馬迴（Hippocampus），它

掌管著人類的情緒、記憶力、學習能力等及杏仁核（Amygdaloid）的

感性、情緒控制。中藥能提高腦部的某些生長因子的活性，進而促進

腦神經細的再生，皆在中西醫一元化治療達到極佳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