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養生健康講座~~~自律神經失調，中醫調理體質有解 

39 歲的陳小姐，工作緊湊繁忙，需要高度專注力，回家又要做家事，照顧小孩；平素女

強人型象的她，最近開始出現晚上睡不好，白天工作頭昏腦脹，疲倦無力，常常需要加倍咖

啡提神；食欲也慢慢變差，稍微吃一點東西就腹脹，甚至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大便也無法

通暢。如此症狀嚴重影響他的日常作息，焦急的她到醫院做了健康檢查，不過結果都顯示正

常，連換了幾間醫院診所結果皆是如此；其實陳小姐正是自律神經失調的患者。 

 

自律神經分為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兩大類，交感神經主要讓我們血壓上升、心跳加快，

來應付外界的壓力，而副交感神經則是可以讓我們休息放鬆，腸胃道蠕動進食等；人體要正

常順暢的運作，就需要靠兩者的作用，當兩者的功能失去平衡，體內紊亂，就是自律神經失

調。中醫裡陰陽講的也是同樣的概念，陰陽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忙、互相拮抗，達到協調的作

用。 
自律神經失調在中醫來說，是屬於梅核氣(指咽部異物感如梅核梗阻)，臟躁(指情志煩亂欲

悲)，驚悸等範疇。主要病因是肝氣不舒，膽腑鬱熱所造成，常常因情志因素或體質衰弱導致。

西醫治療自律神經失調，常給予抗焦慮劑及抗憂鬱劑，中醫則根據患者體質及臨床表現，給

予不同的治療，主要分為下列幾種分型：  

   一、肝氣不舒：患者情緒煩躁，食欲變差，胃酸逆流，兩脇脹痛，或有月經期時間不固定

等症狀，口中常覺口乾口苦，脈有弦象。治療應該疏肝理氣，常用龍膽瀉肝湯加減治療。 

   二、痰熱鬱結：患者常覺胸悶，身體沉重感，容易疲倦，喉嚨常常有東西哽住，大便常有

不盡感，舌苔厚膩，脈有滑象，治療以溫膽湯加減。 

   三、心虛膽怯：患者平素容易受驚嚇，個性優柔寡斷，膽小怕事，睡眠品質差且夢多，舌

體瘦小，脈象細弱，此時治療當補益心氣，可用天王補心丹加減治療。 

   四、陰虛陽亢：患者平常熬夜，造成身體陰液不足，常出現頭暈目眩，身體容易流汗，手

心腳心烘熱感，舌頭常見紅絳少苔，脈象弦細，此時治療以滋陰清熱，以知柏地黃丸加減治

療。 

    患者平常應該要適當的管理壓力，要懂得適當的被鬆，用運動、休閒來排除壓力，生活

作息要正常，少食用刺激性食物，讓身體更和諧平順。 

主治專長: 

一般內科：感冒、咳嗽、過敏性鼻炎、慢性咽喉炎、痘瘡、高血壓、糖尿病、體質調理 

神經精神科：自律神經失調、憂鬱、失眠、腦中風後遺症、頭痛 

肝膽腸胃科：胃食道逆流、胃痛、腹脹、便秘、慢性腹瀉 

眼科：乾眼症、黃斑部病變、青光眼、飛蚊症、眼睛退化、視力保健 

腎泌尿科：男性功能障礙、頻尿、水腫、攝護腺肥大 

針傷科：顏面神經麻痺、下背痛、腦中風後遺症、退化性關節炎、網球肘、腰痛、媽媽手 

            葛正航醫師 門診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東區分院 

203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下午       

晚上 
東區分院 

202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東區分院 

203 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