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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科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其心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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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角度对男科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心理因素进行分析 ,强调心理疗法
在男科疾病的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 ,体现了生物2心理2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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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男性不育、性功能障碍是男科门
诊最常见的疾病 ,患者大多为青壮年男性。中医认
为 ,阴阳平和即身体健康 ,阴阳失调则产生疾病。如
《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 :“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
阳离决 ,精气乃绝。”男科常见疾病总的病机可归纳
为阴阳失调、气机紊乱。由于这些疾病治疗效果较
差 ,病程迁延 ,易复发 ,不仅生理上给患者带来不适 ,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给患者心理健康造成了较大危
害。现代医学模式是生物2心理2社会医学模式。生
物、心理、社会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度统
一 ,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牵涉到另外两个方面。
所以 ,应从生物、心理、社会三轴系统着手 ,在对疾病
进行准确的诊断基础上 ,配合有效的心理调控方法
以达到对疾病最有成效的治疗。

1 　现代医学对男科常见疾病心理因素的认识
慢性前列腺炎 (CP) 的病因和发病机理尚未完

全明了 ,但与精神心理因素关系密切[1 ] 。目前认为 ,

可能构成 CP 的心理因素主要可分为 3 类 :一是神经
过敏症 (前列腺神经症) ;二是身心健康问题 ;三是
性功能方面的问题。神经过敏症主要概括为 :焦虑、
抑郁、恐惧、不安全感等。身心健康问题在 CP 患者
中表现也较为普遍 ,所谓身心健康问题 ,指患者过度
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以及自己的躯体和功能变化。
患者也常终日集中感觉症状 ,从而主观上放大症状
派生新的症状 ,如失眠、焦虑等[2 ] 。不孕不育患者经
历了更多的负性情绪 ,如抑郁、自卑、内疚、孤独、无
助等 ,影响患者的婚姻、家庭、社会关系等各个层面 ,
其中以焦虑和抑郁较为多见 ,迫于配偶、家庭的期望
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他们常产生心理内疚感、情绪低
落、忧愁郁闷 ,不愿与人交往 ,从而孤独、敏感甚至感
觉羞辱、无助等。因此 ,患者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
精神痛苦 ,常常产生抑郁症状。性功能障碍有器质
性原因 ,但相当部分系心理因素所致。已有研究发
现 ,负性情绪或紧张性应激 ,健康状况、不良性经历、
工作生活压力、夫妻关系紧张 ,居住环境差、神经过
敏、自信心不足及不合理的性观念是导致性功能障

碍的危险因素 ,它们可以通过性高级中枢压抑心理
性机制和反射性机制 ,最终导致性功能障碍。

2 　中医认为情志内伤是男科疾病的重要因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

生喜怒悲忧恐。”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的精神
活动 ,是对外界事物的不同反映。正常的情志变化
可以抒发人的感情 ,调畅气机 ,有益身心健康 ,但突
然剧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 ,即异常的情志变化 ,

可以使气机逆乱 ,直接影响脏腑气血失调 ,而发生疾
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怒伤肝”、“喜伤心”、
“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素问·玉机真藏
论》曰 :“忧恐悲喜怒 ,令人不得以其次 ,故令人大病
矣。”《素问·举痛论》更具体指出 :“怒则气上 ,喜则气
缓 ,悲则气消 ,恐则气下 ,惊则气乱 ,思则气结。”男科
临床上 ,尤以惊恐、悲忧、怒郁致病为多。如忧思过
度伤脾 ,导致气血化源不足 ,血少不能生精 ,气少无
力排精 ;惊恐过度伤肾 ,易引起阳痿、早泄、遗精、滑
精 ;郁怒过度伤肝 ,疏泄功能失常 ,直接影响男子的
生精、排精功能 ,出现交接不射精、房事茎痛、阳痿
等 ,又肝经布胸胁 ,肝气郁结不舒 ,是男子乳疬发病
的重要原因之一 ;悲哀太过伤肺 ,肺主一身之气 ,主
治节 ,通调水道 ,肺伤可致气虚 ,气血不通调 ,水道不
畅通 ,多种男科疾病由此而生。

在临床上 ,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 ,治以疏肝
解郁、调理气机。常用逍遥散、小柴胡汤、舒肝丸等
均能取得一定的疗效。这也反证了情志内伤是男科
疾病常见的病因。

3 　男科疾病的心理调节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中医学

强调人体内部的统一性和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
性。中医学认为 ,人体的整体性除了生理活动的统
一外 ,还包括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的协调。中医心
理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整体性 ,以中医学整体观
为指导 ,整体地看待人的心理现象、心理与生理的关
系 ,以及心理现象与环境的关系。正体现了生物2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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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内容[3 ] 。所以 ,在疾病的治
疗方面心理治疗也是重要的一种方法。

在男科疾病方面 ,心理性活动与生殖系器官的
活动紧密相连 ,医生不能简单地将身体、心理、药物
诊治分开 ,应该认识到药物治疗与心理调节在男科
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同样重要。保持健康的心态 ,有
良好的身心健康 ,有利于疾病的诊治 ;紧张、压抑等
不良的心理状态不但不利于病人配合检查 ,还可能
会导致病情加重 ,影响治疗效果 ,这在性功能障碍、
不育患者中尤为突出。

心理认知疗法是心理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能够改变人的认知过程 ,并用从这一过程中产生
的观念来纠正其不良行为和情绪。心理认知疗法与
中医学的“祝由”疗法颇为相似。《素问·移精变气
论》曰 :“古之治病 ,惟其移精变气 ,可祝由而已”。
“祝 ,告也。由 ,病之所以出也。”“祝由”即直接采用
语言解释说理 ,告知疾病的来由 ,改变患者错误认知
的方法。“移精变气”就是移易精神 ,改变气机。我
们将心理认知疗法引入男科疾病患者的心理障碍的
治疗中 ,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我们在进行药物治疗
的同时 ,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暗示 ,了解患者的心
理状态 ,找出使其焦虑原因 ,针对病因进行疏导 ,使
患者明白男科疾病发生、发展的慢性演变过程及预
后 ,避免媒体宣传及周围环境对其不良影响 ,使患者
有充足的信心战胜疾病 ,保持稳定平和的心态 ,积极
配合治疗。关心、尊重患者 ,使患者信任、依赖医生 ,

提高对男科疾病的认识和了解 ,对其慢性治疗过程
有心理准备。多数患者辅以心理治疗后 ,个性趋于

稳定、镇静、乐观 ,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因此 ,单纯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辅以相应的心理治疗是行之有
效的。

4 　结语
现代医学模式下心理治疗已经在中医治疗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中医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以中医
学整体观为指导 ,整体地看待疾病以及疾病背后的
心理现象、心理与生理的关系 ,以及心理现象与环境
的关系 ,才能在治疗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心理因素在疾病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
易见的 ,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辅之以有效的心理调
控方法就成为治愈疾病的必要条件。例如 ,我们采
用心理认知疗法对慢性前列腺炎、男性不育、性功能
障碍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在临床上 ,我们使用
的心理治疗方法大部分来源于西方 ,忽视了中医对
心理学研究[4 ]

,如义理开导法、情志相胜法、习见习
闻法、消愁怡悦法、气功引导法等中医心理疗法并未
充分挖掘。随着对中医心理疗法的深入研究 ,相信
会有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达到“精神内守 ,病安从
来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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