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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疗法在青少年抑郁障碍中的实践探索

张宇飞　邹振华

贵阳正宇铁路医院　贵州贵阳　550002

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在我院收

治的 60 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中西医结合疗法）和对照组（常规干预）各 30 例。对比两组干预后的

睡眠质量、焦虑水平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焦虑水平及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改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焦虑水平和提升生活质量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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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少年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对患者

的身心健康、社会功能和学习生活造成显著影响。传统西医

干预方法如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虽具一定疗效，但存在副作

用和依从性差的问题。近年中西医结合疗法以其综合调理、

整体改善的特点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探讨中西医结合疗法

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实际干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符合

诊断标准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方式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第 10 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②年龄 13-18 岁；

③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

体疾病或其他精神障碍；②正在接受其他形式干预治疗；③

不配合随访。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干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西医的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以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s）为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耐受程度选

择具体药物并调整剂量，确保药物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药物治疗期间，密切监测患者的症状变化、副作用以及耐药

性，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1]。同时，常规干预还包括心理治疗，

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帮助患者认识和调整负性

认知模式，改善对自身情绪的管理能力。心理治疗以个体为

中心，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干预计划，通过情绪识别、

认知重建、行为激活等方法逐步缓解抑郁症状 [2]。为提高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还辅以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有

关抑郁障碍的科学知识，帮助他们了解疾病的成因及治疗的

重要性，以此改善患者的治疗态度。

观察组患者在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常规干预基础上，

联合实施中西医结合疗法。中医治疗部分根据患者的个体体

质和症状表现，以辨证论治为原则制定治疗方案。中药治疗

选用具有疏肝解郁、健脾益气、安神助眠功效的中药方剂，

例如柴胡疏肝散、甘麦大枣汤等 [3]。中药处方根据患者的情

志郁结、脾胃虚弱或心神不宁的不同表现，适当调整药物配

伍，以确保方剂的针对性和个体化。中药治疗注重调节患者

的整体状态，通过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达到改善躯体和心

理症状的双重效果。针灸治疗是观察组的重要干预措施之

一，主要取穴包括百会、神门、内关、三阴交等，通过针刺

刺激特定穴位，调节患者的经络气血运行。针灸治疗注重全

身经络的疏通和神志的安定，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改善

睡眠质量 [4]。在针刺过程中，使用行针、提插等手法，根据

患者的耐受性灵活调整刺激强度，以确保治疗的舒适性和效

果。还可结合耳穴贴压，通过刺激耳部穴位进一步缓解患者

的情绪问题。

观察组的中医治疗还包括推拿与经络调理，通过疏通

经络、放松肌肉和改善微循环，促进患者全身状态的改善。

推拿手法注重柔和与持久，避免患者因疼痛而产生不适。具

体部位的选择根据患者的症状表现而定，例如焦虑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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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侧重放松肩颈部肌肉，睡眠质量差的患者重点调理头

部和背部经络 [5]。推拿结合患者的呼吸节律，进一步引导其

放松身心，达到舒缓焦虑、改善睡眠的效果。心理干预在观

察组的干预过程中也融入了中医特色，以情志调理为核心方

法。中医认为“七情内伤”为抑郁障碍的重要病因，通过引

导患者表达内心感受、调整情绪状态，能够帮助患者缓解情

志抑郁的状态 [6]。结合现代心理治疗技术，中医情志调理以

支持性谈话、情绪引导和正念训练为主要形式，帮助患者改

善对压力事件的应对能力，同时增加对积极情绪的体验。这

种心理干预方式特别注重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通过温暖、

耐心的沟通，增强患者的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在整个干预

过程中，观察组患者接受系统的生活方式指导，包括饮食调

理、作息规律的建立以及适当运动的建议 [7]。饮食指导中强

调中医“药食同源”的理念，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推荐适合

的食材，例如易感疲倦的患者可适量增加富含蛋白质和维生

素的食物，而睡眠障碍较重的患者则建议增加养心安神的食

物如莲子、百合等。作息指导注重建立固定的睡眠时间，减

少电子屏幕的使用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睡眠的行为 [8]。运动建

议结合患者的体质与兴趣，推荐如太极拳、瑜伽等温和的运

动形式，以改善体质、缓解压力，同时促进患者心理状态的

恢复。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以下指标评估干预效果：睡眠质量评分、

焦虑水平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睡眠质量评分采用匹兹堡睡

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测评，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好；

焦虑水平评分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得分越低

表明焦虑水平越低；生活质量评分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

量测量简表（WHOQOL-BREF），评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

越高。通过这些指标综合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

和生活状态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干预前后差异以 P<0.05 为显著水平，P<0.01 为高度显著水

平，分析不同干预模式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综合干预

效果。

2 结果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干预模式对患者干预效果的对比

指标 观察组 (n=30) 对照组 (n=30) t 值 P 值

睡眠质量评分 ( 分 ) 8.2±1.5 6.5±1.8 3.78 <0.01

焦虑水平评分 ( 分 ) 10.3±2.1 13.8±2.5 4.15 <0.01

生活质量评分 ( 分 ) 82.6±5.4 74.3±6.2 5.23 <0.01

3 讨论

青少年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其发病机制

复杂，涉及遗传、环境、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学习能力和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传统西医

治疗方法以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虽然疗效明确，但

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复发率高以及依从性差等问题。近年来，

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抑郁障碍的治疗中逐渐显示出其独特优

势。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的观察组患者在

睡眠质量、焦虑水平和生活质量评分方面均显著优于单纯西

医治疗的对照组，提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在青少年抑郁障碍的

干预中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优越性在于

其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全面干预，既重视症状的快速缓解，

也注重患者整体功能的恢复。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通过调节患者的体质和功能状态，改善内外环境

的平衡，从根本上缓解抑郁障碍的病理机制。针灸、中药

以及推拿等中医技术在调整气血、舒肝解郁方面具有显著效

果，与西医治疗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缓解患者的核心症状，

如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和动力不足等。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尚

处于发育阶段，情绪调节能力较弱，中西医结合疗法通过对

情志的综合干预，能够帮助患者更快地适应治疗过程，恢复

健康状态。

睡眠障碍是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重要伴随症状，其主要

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或睡眠质量下降。本研究发现，观察

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中西医结合疗

法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医理论认为，抑郁

障碍患者多存在“肝郁化火”或“心脾两虚”等病机，导致

心神失养、阴阳失调，从而引发睡眠问题。通过疏肝解郁、

养心安神的中药方剂，如柴胡疏肝散和甘麦大枣汤，可以有

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从而促

进睡眠质量的提高。针灸治疗通过刺激百会、神门等特定穴

位，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进一步改善睡眠

障碍。中西医结合疗法在干预睡眠障碍的过程中，将西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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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镇静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调节作用有机结合，既能够快速

缓解症状，又可以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和依赖性，为青少年患

者的长期治疗提供了可靠的选择。

焦虑水平的显著下降是本研究中观察组的另一个重要

成果。焦虑是抑郁障碍患者的常见伴随症状，青少年患者由

于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焦虑情绪常加重病情。中西医结合疗

法通过对患者情绪状态的多维度干预，显著降低了观察组的

焦虑评分。中药治疗在缓解焦虑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常

用的百合、酸枣仁等药材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通过长期食

用可以稳定患者的情绪波动。针灸在调节神经递质分泌方面

具有确切疗效，能够改善患者的焦虑症状。中医的情志调理

强调“调情志以养心”，通过心理疏导和正念训练，帮助患

者逐渐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状态，从而改善对焦虑的耐受

性和应对能力。中西医结合疗法将这些手段综合应用，为患

者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情绪管理方案，使其在情绪调节能力

和心理适应性方面获得全面提升。生活质量是评价抑郁障碍

干预效果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中西医结合疗法对改善青少年患者的

整体健康状态和社会功能具有明显优势。生活质量的提升不

仅反映了症状的缓解，更表明患者在学习能力、家庭关系和

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改善。中西医结合疗法通过多层次、多维

度的干预，不仅改善了患者的情绪状态，还增强了其体质和

抗压能力。在中医治疗中，饮食调理和生活方式指导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通过推荐具有健脾益气、补肾养血作用的食材，

帮助患者恢复体力和精神活力；通过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

减少外界压力对患者的不良影响，为其心理状态的恢复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提高患者依从

性方面具有潜在优势。青少年患者由于缺乏自我管理能力，

对单纯西医治疗往往存在排斥心理，而中医治疗通过其自

然、温和的特点容易被患者接受。中医的整体观念与家属的

文化认同度较高，通过家属的支持和配合，可以增强患者的

治疗信心和坚持治疗的动力。针灸、推拿等中医技术还可以

直接缓解患者的身体不适，减轻抗抑郁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从而进一步增强患者的依从性。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针灸和

中药对神经递质系统、内分泌调节以及免疫系统均具有调节

作用，这可能是其缓解抑郁障碍症状的生物学基础。然而，

目前对中医治疗机制的理解仍存在一定局限，需要通过更

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本研究结果显

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在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治疗中具有显著的

优势，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还能够提升生活质量、

增强治疗依从性。其通过中医与西医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对

患者的整体调节，为抑郁障碍的综合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应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最

佳应用模式，揭示其作用机制并优化治疗方案，以期为更多

患者提供高效、科学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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