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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性厌食症( AN) 是一种慢性进食障碍，目前临床治疗尚无特效方法。本文通过引用新近研究结果，从心理治疗、药
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三个方面，对 AN 的治疗方法做一归纳总结，提出目前对 AN 的研究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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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orexia nervosa ( AN) is a chronic eating disorder，there is no special clinical treatment． This review cited many
recent articles，from the psychological treatment，drug therapy and surgical treatment aspects to summary the treatment methods for
AN，meanwhile presente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study on AN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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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AN) 是一种慢

性进食障碍，多在心理和生理因素相互作用下起病，

青少年是进食障碍的高发人群，特别是女性［1］。有

研究发现，对体形的不满程度，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而对自身体形满意度越低，越可能产生抑郁情绪，进

而引发进食障碍［2］，患者拒绝维持或达到与年龄、
身高相应的理想体质量( body mass index，BMI) ，常

持续低于理想体质量的 15%。患者以瘦为美，主动

拒食、导吐或腹泻，导致极度的营养不良、消瘦、闭

经，甚至死亡，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对于 AN 的治疗目前尚无特效方法，主要

采用心理治疗和饮食治疗，必要时可辅助施以药物

治疗。另外，手术治疗 AN 的案例也越来越多。AN
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使体质量恢复至应有的理想水

平，同时治疗 AN 的并发症。本文通过引用新近研

究，对 AN 的治疗方法做一归纳总结，并对 AN 的相

关研究进行分析和展望。

1 心理疗法

1． 1 认知行为治疗(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进食障碍患者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歪曲，而 CBT
正是对这种导致现有不良行为的认知进行矫正，因

此 CBT 已经逐渐广泛应用于进食障碍的治疗，其主

要作用是矫正自动消极思维以及食物、饮食、体重和

体形相关的功能失调［3］。
一项对 32 例住院 AN 患者的研究发现，经过

CBT 治 疗 后 患 者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 、贝 克 抑 郁 量 表 (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评分较入组时明显好转，

体质量增加显著，其中进食评估问卷调查工具( Eating
Assessment Tool，EAT ) 、进 食 障 碍 量 表 ( 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EDI) 评分明显改善，随访一年后

发现 AN 患者各项症状均得以改善［4］。另一项更大

样本量的研究对 88 例 AN 患者进行非随机对照研

究，结果显示 CBT 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安慰对照

组，经过一年的随访后发现 CBT 组复发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5］。禹海航等［6］比较舍曲林联合 CBT 与单

用舍曲林对 AN 的疗效，发现治疗后两组体质量增

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抑郁、焦虑症状均改善，

而实验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
一般来说，CBT 个体治疗的疗效优于集体治疗，

在综合考虑副反应和疗效方面，CBT 优于药物治

疗［7］。因此，CBT 是目前治疗进食障碍最常用的方

法。但 CBT 治疗 AN 通常需要根据患者的特点进行

设计，耗费时间较长，对治疗师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因而 CBT 花费较高、不易推广［8］。

1． 2 心理教育( psychoeducational program)

心理教育方法是通过教导的方法使患者的进食

模式和对体像的关注正常化。让患者了解引起进食

障碍的原因，改善对症状的误解。传统的心理教育

模式只是简单地传授一些知识，提供控制体重的方

案，但有可能起到反作用，甚至是弊大于利。目前的

心理教育主要以网络为基础，代替课堂形式的教育，

通过网络传输教育方案。每周作业包括认知 － 行为

练习和总结感想，参加者以 E － mail 方式交作业并

获得反馈［8］。有研究评估了这种互联网传输的在

线健康教育模式，将 60 名有进食障碍风险因素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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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随机分配到网络组和对照组，三个月后随访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接受网络健康教育者更明显地

改善了对体像的认知，降低了追求“以瘦为美”的驱

力，提 示 这 种 网 络 健 康 教 育 具 有 可 行 性 和 有 效

性［9］。另有一种以提高自尊水平为基础的干预方

案，目的是提高患者对自己体像的接纳程度，共九节

课，持续九周，该方案同样安全有效，能提高参加者

的身体满意度、自信水平和社会接受性。
心理教育原本是 CBT 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被

发现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减轻患者的症状，并且较
CBT 的花费更少，对治疗师的专业水平要求不高，因

此易于推广，适合有轻度症状的患者使用。但在需

要面谈和讨论时，仍需专业人士指导。

1． 3 家庭治疗( family therapy)

家庭治疗对象不只是患者本人，而是从整体出

发，通过调节家庭关系，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

病态的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

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结果。治疗的短期目标是通

过行为技术使患者在数星期内减轻症状，恢复进食

并增加体重，长期目标是改善患者的家庭系统［3］。
Ｒobin 等［10］采用家庭疗法治疗 AN 的研究结果显

示，患者在认知、情绪和进食障碍上均有很大程度的

改善。Diamond 等［11］的研究显示，家庭治疗对青春

期女性体重增加、月经调节等有更好的效果，而个体

支持治疗对成年患者的效果更好，五年后的随访结

果相同。家庭治疗需要其他成员的参与，由于有时

得不到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或难以召集相关的成

员，对整个治疗进展会有一定的影响。

1． 4 自助技术( self － help strategies)

自助技术是将进食障碍的一些常识汇编成简单

易懂的手册，AN 患者可以根据手册进行自我治疗。
有研究发现自助技术适用于治疗的初级阶段［12］。
与 CBT 相比，自助技术花费少，更易推广，并且给不

愿去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 AN 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途

径，减少与专业治疗师的接触时间。此外，自助技术

也可以作为其他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有益补充。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较长的持续时间才能有效，

患者自己往往很难坚持，但若能找到维持患者治疗

动机的办法，将会提高其疗效。

1． 5 动机访谈(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

MI 是一种通过处理来访者行为改变过程中的

内在矛盾冲突，以激发其动机、促进改变发生的技

术，在物质滥用、促进健康行为以及改变不良行为等

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它融合了多种行为改变理论，

在改变行为、改善躯体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效果较

好［13］，并能提升患者自尊和自信水平，降低治疗退

出率，促进主动参与强化治疗。
但目前国内尚无此方面研究，而在国外研究中

半数以上未进行对照设计，且纳入的 AN 患者较少，

所得结果的说服力相对受限。因此，未来应进行更

多对照设计，增加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以继续探

索和发展 MI 技术及其在 AN 治疗中的应用［14］。

2 药物治疗

2． 1 抗抑郁药

抗抑郁药在 AN 的治疗中也会被使用，一项氟

西汀治疗 AN 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显示，两组在有

效性和复发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氟西汀组

对抑郁、进食障碍的核心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与

安慰剂组比较差异也无 统 计 学 意 义［15］。戴 晓 荣

等［16］采用氟西汀联合奥氮平治疗 AN，发现联用组

BMI、HAMD 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评分均优于单用氟西汀组。也有研究

显示，AN 患者 N400 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临床上

表现为言语理解、工作记忆、学习、解决问题及推理

功能缺陷，同时对自己体像感知出现偏差，经氟西汀

治疗后，N400 各成分明显恢复，提示氟西汀能够改

善 AN 患者认知功能［17］。Safer 等［18］对成年 AN 患

者治疗并随访 9 个月，结果显示米氮平可维持体重

的增加并改善情绪。
早期有用三环类抗抑郁药(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 治疗 AN 的临床研究，如阿米替林和氯米帕明，

但因存在对体质量较低患者造成致命性心律失常的

风险，所以常不被推荐使用，后来用选择性五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ＲIs) 代替 TCAs，但目前仍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SSＲIs 可以用于 AN 的治疗［19］。研究发现，在 AN 的

治疗中，抗抑郁药只是通过改善 AN 患者的焦虑、激
越、强迫和抑郁情绪间接改善进食障碍，所以起效较

慢，单用抗抑郁药的效果并也并不理想，常常需联合

其他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

2． 2 抗精神病药

抗精神病药物常用于担心体重增加和体象障碍

可能达到妄想程度的 AN 患者。抗精神病药中对奥

氮平的研究相对较多，并发现奥氮平能够增加食欲，

提高体质量，同时还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抗强迫的作

用，因此奥氮平常被用来治疗 AN，且只需较低剂量

就能达到预期效果［20 － 21］。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发现，23 例成年 AN 患者经 8 周治疗后，奥氮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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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显著高于安慰剂组，两组的心理症状均有改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2］。谢康等［23］采用舒必利治

疗 AN，将 55 例 AN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予以

口服舒必利( 100 mg，每日 3 次) 治疗，对照组予以

多潘立酮口服( 10 mg，每日 3 次) 治疗，疗程均为 4
周，结 果 治 疗 组 和 对 照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93． 33%、40． 00%，舒必利治疗 AN 临床效果较好，

且副作用较小。另有一些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如喹

硫平，对 AN 患者的康复有辅助作用，尤其当存在明

显并发 症 时，因 其 对 体 质 量 无 影 响，宜 小 剂 量 使

用［24］。
早期在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中，有关于氟哌啶

醇对形体改变达到妄想程度的患者治疗有效的报

道，但样本量均较小。目前除了奥氮平和氟哌啶醇，

其他的抗精神病药并不能影响 AN 的核心症状，如

畸形恐怖，对于 AN 患者简单地增加体重并不会带

来根本的改变，而且，抗精神病药似乎也不能持续促

进体质量的增加［25］，另外还会引起高血脂、糖尿病

和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需要定期检测随访。

2． 3 中药治疗

中药也时常会被用来治疗 AN，一项以 80 例女

性 AN 患者为对象的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组接受黛

力新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逍遥丸

治疗，疗程均为 12 周，治疗后治疗组较对照组体质

量明显增高、HAMD 评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 0． 05) ，结果显示，尽管单纯给予黛力新也

可增加患者食欲、促进体质量增长，但黛力新联合逍

遥丸治疗效果更理想，可明显提高体质量，并且逍遥

丸还可增强黛力新的抗抑郁和焦虑的效果［26］。王

薇等［27］对 AN 患者进行了辨证分型，采用自拟疏肝

开胃汤、开窍化痰汤、养血调经汤，对 15 例 AN 患者

进行治疗后体质量增加 3． 8 ～ 10． 4 kg，摄食行为及

精神状态均恢复正常。中药的毒副作用相对较小，

且也能达到较好的疗效，有时更易被患者接受，但对
AN 的辨证分型及方药的增减过于经验化，没用统

一的标准，不易掌握。

3 手术治疗

采用功能磁共振对 AN 患者大脑结构的研究发

现，脑岛、丘脑、前扣带皮质、背侧尾状核、背外侧前额

叶皮质、杏仁核的异常激活，使用扩散张量成像也发

现了一些白质纤维异常，包括双侧穹窿海马伞、后扣

带白质、额枕束、上纵束、下纵束和丘脑后辐射，而这

些区域和白质纤维束所连接的脑区参与进食行为、体
像加工、情感认知及奖赏加工［28 － 29］。这些异常的脑

功能和结构为神经调控手术干预 AN 提供了可能。

3． 1 脑深部电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DBS 已经成为传统脑毁损

手术的替代方法，由于它的可逆性和可调性特点，大

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孙伯民等［30］对 4 例 AN 患者

进行 DBS，针对伏隔核治疗 AN，而伏隔核位于腹侧

纹状体，对犒赏环路及动机形成有重要作用，结果显

示，经过数月的高频率电刺激后，4 例患者在体质量

及相关行为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但是目前 DBS 治

疗 AN 的最佳靶点尚无定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3． 2 立体定向下射频毁损术

一项针对难治性 AN 以及经 DBS 手术治疗失败

的患者采用立体定向双侧内囊前肢毁损术治疗的研

究显示，术后患者进食行为恢复正常，共病的强迫、
焦虑、抑郁症状也明显缓解，营养不良患者的生命体

征恢复正常，体质量增长迅速，与厌食相关的人格特

质如完 美 主 义、撒 谎 倾 向、负 性 情 绪 等 也 有 所 减

轻［31］。另一项亦采用立体定向双侧内囊前肢毁损

术治疗 AN 的研究结果相同，此研究进行了长期随

访，术后患者开始自主进食，进食后无呕吐，体质量

随之增加，月经状况也逐步恢复，术前强迫、焦虑、抑
郁的精神症状缓解［32］。Wang 等［33］采用伏隔核毁

损术治疗难治性 AN 患者，得到了相似的疗效。
内囊前肢毁损术后可能的并发症包括短期认知

行为障碍、记忆力减退、行为幼稚、性格改变、淡漠、
大小便失禁、肥胖。在长期随访中，除淡漠、性格改

变外，其余副作用在短期内均有改善。伏隔核毁损

未报道明显不良反应，而患者的认知及记忆均有一

定程度改善［34］。另有一项研究对 6 名 AN 患者行

双侧伏隔核毁损术，对另 2 名患者行双侧伏隔核
DBS 治疗，结果显示 8 名患者术后 BMI 均有明显改

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高，提示伏隔核可能是治疗
AN 的有效靶点［35］。

但对 AN 的手术治疗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

解决，如 DBS 治疗 AN 是否有长期安全性; 早期和症

状较轻患者是否需要在综合治疗上采用 DBS 治疗，

以取得更持久的效果; 对于难治性 AN，是选择 DBS
还是立体定向下射频毁损术，或是两者联用，均有待

进一步研究。

4 小 结

与有自知力的神经症患者比较，AN 患者常常

否认自己有病，拒绝配合治疗，所以大部分疗效欠

佳，需结合多种方法治疗。目前心理治疗已被广泛

使用，仅有少数的药物能替代心理治疗。药物治疗

多集中于抗精神病药，奥氮平可用于较严重或有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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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AN 患者，而抗抑郁药，如米氮平，以及中药可

以辅助使用，手术治疗虽然效果明显，但有待解决的

问题也较多。
目前对 AN 的研究仍较少，AN 的发病原因尚未

完全被揭示，在关于 AN 的研究中，试验设计存在较

多缺陷，如样本量较小，单中心研究，或没有双盲或

没有对照，脱落率较高，此基础上的治疗也往往难以

获得统一结果。因此，仍需对 AN 的治疗进一步探

讨，设计出能更好地匹配这种疾病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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