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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咽异感症病因复杂&一般分为器质性和功

能性两类% 器质性咽异感症又由局部及全身

性疾病引起+!,

&功能性咽异感症多与精神(心

理疾病有密切关系&故用心理疗法治疗功能性

咽异感症很有必要+$,

% 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

改变思维或信念及行为的方式来改变不良认

知&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心理疗法% 本文用

心理学疗法中的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咽异感症

取得一定疗效% 采用认知重建(问题解决二步

骤实施&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D R$%!% 年收治的 !$H 例功

能性咽异感症患者&经各方面检查&排除器质

性疾病所致咽异感症% !$H 例患者中男 H' 例&

女 MD 例'年龄 !' RM$ 岁&平均年龄 #! 岁&发

病时间 & 个月至 !! 年%

=>?>认知重建

以咨询方式帮助患者理解感觉与注意力之

间的联系% 理解在焦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状

态下&身体易出现 )躯体化障碍 *临床症状&表

现出各种器官 )官能症 * 临床症状&也可出现

)咽异感*不适% 当症状长期不愈&又易出现植

物神经紊乱症状&如心烦(易激惹(盗汗和失眠

等% 感觉作为人体感观器官的主要功能&负责

人体内外环境的感触&传达各种感觉% 感觉的

敏感度和注意力呈密切正相关性&即注意力越

强&感受性能越敏感&反之越麻木% 当人体自

觉或不自觉体会咽部感觉时&咽部异感会加

重%

=>@>问题解决

降低注意力&寻找焦虑(抑郁心理根源&尽

量消除及疏导&避免负性情绪% 解释好咽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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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常见病因&告知疾病一般愈后良好&并消

除各种担忧% 还可通过心理训练及行为训练

完成% 通过心理训练&人的中枢是能有选择性

过滤或 减 轻 各 种 感 觉 刺 激 的& 达 到 感 觉 适

应+&,

% 具体要求患者淡化对咽部的感受&转移

注意力&保持乐观人生&从事积极有兴趣的事

务% 生活中&可含服)薄荷*之类味感较清凉的

药物等&达到掩盖咽异感(放松对咽异感的警

戒及敏感性% 对不同患者还需设个性化方案

解决心理困惑&如恐癌心理或过分关注身体感

觉等% 有明显焦虑或抑郁的还需心理咨询及

口服相关药物% 部分更年期妇女因内分泌失

调导致咽异感症&虽然有内环境的器质性改

变&但属于正常生理变化&必要时进行心理疏

导&症状明显的到相关专科治疗%

=>A>疗效判断标准

治愈!咽异感症状或其他不适症状完全消

失或明显改善'有效!咽异感症状减轻'无效!

咽异感症状无明显改善%

?>结果

!$H 例患者经认知重建后&能理解转移注

意力的必要性&能通过心理训练进行治疗% 随

访 & RM 个月&治愈 D& 例 # H'T$ &有效 $M 例

# $!T$ &无效 $M 例 # $!T$ &总有效率 D"T%

治疗过程未出现任何并发症%

@>讨论

功能性咽异感症&目前认为和心理疾病密

切相关+$&#GH,

% 心理疾病易引起各种躯体性症

状&躯体感受变得更敏感&易自觉或不自觉地

接受各种暗示或放大各种症状% 长期不愈的

功能性咽异感症&多具有一定负性情绪&具有

内向性(焦虑性(神经质及抑郁等性格特征+M,

%

用认知行为疗法对耳鸣和慢性疼痛等治疗有

一定的疗效+D,

&对咽异感症的治疗和其原理也

有相似性% 楼正才等+', 采取对患者进行讲解&

解除患者疑癌心理取得较好效果% 邓开兴+",

亦认为对经过仔细检查&确无器质性疾病患

者&应该让患者了解疾病本质&解除思想顾虑&

树立信心&同样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因咽功能

性异感症患者多就诊于耳鼻咽喉科&专科医生

有必要理解心理障碍和躯体症状的联系&充分

认识心理学治疗对功能性咽异感症治疗的必

要性% 掌握和实施一些必要的心理学治疗手

段来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缓解症状% 心理学

疗法中的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认知重建和问题

解决二步骤实施&患者亦易接受&易通过心理

训练及行为训练解决问题&取得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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