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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慌气短 竟是双心疾病
福建心脏重症、心内、心理专家联合义诊，呼吁重视双心健康

□本报记者 林颖

9 日，由福建心脏重症医学专

科联盟、福建省海峡医药交流协会

心脏重症分会、福建省医学会科普

分会、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四

科、福州医学心理咨询中心联合主

办的“心脏康心理健 护双心在行

动”在福州闽侯竹岐乡举办。

活动向民众和医护人员普及

了双心疾病的概念和影响。

“第一次听说双心疾病”、“没

想到对健康危害这么大”是不少听

众的共同观感。

双心疾病发生率较高
但知晓率低

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人

们心理压力的不断增大，临床

上出现越来越多心血管病合

并心理障碍的患者。据 2021

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

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

病人数达 3.3 亿，而心血管疾

病 合 并 心 理 问 题 的 占 17% ~

20%。

鉴于双心疾病有如此高的

发生率和庞大的患病人群，本报健

康大使、省立医院重症医学四科主

任林风辉早在 2015 年就开始研究

双心疾病，并发表相关文章。

他指出，双心疾病一是指心

脏，二是指心理。

具体来说，即患心血管疾病的

患者很容易并发焦虑、抑郁等心理

疾病，而一旦心理有病了，又会反

过来诱发心血管疾病加重，影响康

复，即出现了双心问题。这两者间

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导致疾病恶

化，成为当今医学最为严重的公共

健康问题之一。

但民众对双心疾病的认识还

十分欠缺，许多具有心理疾病的患

者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头晕、气

短等症状时，第一时间都以为是

“心脏病”，前往心内科就诊。因未

能得到全面的评估诊疗，双心病患

者的治疗效果往往欠佳。

“不仅是民众，相当多的医护

人员对于双心疾病是什么没有概

念，我们希望唤起民众和医护人员

对双心健康的重视，这与世卫组织

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是一种在

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

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

病 和 衰 弱 的 状 态 ’，是 十 分 契 合

的。”林风辉说。

有些心理疾病会被误作“心脏病”

据林风辉介绍，双心病患

者从疾病成因上看，多可分为

三类：

01 因胸闷、胸痛症状

就诊，怀疑患有心脏病，再加

上社会或亲属中常有因心脏

病去世等负面消息影响，导致

日常忧虑不安，但实际检查并

无器质性心脏病证据。

02 有胸闷、心悸的症

状，心电图表现早搏或轻度的

ST-T 改变，并无严重器质性

心脏病，预后良好。但因担心、害

怕引发心理障碍，导致症状进一步

加重。

03 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患

者，虽成功完成心脏手术，但在医

院经历急救、手术、病友死亡等打

击，以及患病后多种不适应，再加

上对疾病预后的不了解、不知情，

从而导致心灵创伤，产生焦虑、抑

郁等精神心理障碍，增加不良预后

疾病发生，影响生活质量等。

对于双心疾病的治疗，需要运

用 双 心 医 学 的 诊 疗 思 维 ，在“ 生

理—社会—心理的综合模式”下，

不仅关注患者心脏，也要关注心

理，从而达到“心身协调”，真正体

现了疾病诊治过程中“以人为本”

的理念。

□本报记者 张帅
通 讯 员 吴涵

为普及脊柱健康知识，

提高大众对脊柱的保健意

识，4 月 7 日，即“世界卫生

日”当天，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康复医院联合福建卫生

报、福州广播电视台在福州

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颈腰’关头 守护生命

脊梁”主题义诊活动，此次活

动由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工会承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

复医院推拿部主治医师王文

坤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工作

压力越来越大，伏案工作导

致的颈椎问题需要引起大家

的重视。

生活中关注这三点，对

颈椎的压力会有所缓解：

站或坐，都要有一个好

姿态；

工作或者使用电子产品

时，经常变化姿势；

正确的颈部锻炼。

□本报记者 刘伟芳
4月7日，由《福建卫生报》社、福州市

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举办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活动在鼓楼区（福屿）科普宣传点举行。

活动邀请了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

家庭健康促进专家库专家、福建卫生报

健康大使、福建省人民医院针灸科副主

任医师黄发樟，生动实用地讲解了颈椎

病的预防与保健。

总体而言，颈椎病最爱三类人：屁

股粘椅子的人；工作或生活姿势不良的

人；上了年纪的人。

颈椎病的表现不只是颈部不适、手

麻无力、头晕恶心那么简单。头疼、眩

晕、心悸、胸闷、失眠健忘、耳鸣、猝倒等

都有可能是颈椎病导致。

得了颈椎病后 这几点要注意
养成良好习惯 低头族无异于在颈

部绑着个西瓜，平时应保持正确的坐姿。

正确使用枕头 高枕未必无忧，过

高的枕头会让脖子过度前屈，也就是“窝

着”，会加速颈椎退变。合适的枕头高度

应该是略高于自己一侧的肩宽，侧睡下

去以后，枕头的高度正好与肩宽匹配。

练颈椎保健功 保护颈椎的最佳

方法是“与项争力”：双手交叉抵于脑后，

做双手向前抱团，头颈向后的“抵抗”动

作，持续5秒钟，放松5秒钟，每天200次。

配合辅助治疗 如针灸、推拿正

骨、拔罐、牵引、理疗等，如果压迫神经，

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保持良好心态 好的心态一定是

治疗疾病的关键，乐观向上、积极配合

治疗的人恢复得较快。

三类人最受颈椎病“偏爱”这场义诊 守护“颈腰”

世界卫生日 健康知识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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