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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食症 ■■■
厭食症是進食失調問題的一種，患者對體形存在扭曲的

思想和觀念，認為自我價值取決於體態，故非常在意身形和
體重的變化，極度害怕增磅或變胖。即使身形已經十分消
瘦，厭食症患者仍然覺得自己過肥，因而會極端地節食及用
盡各種方法減磅，以維持極低的體重。
青少年時期是厭食症發病高峰期，女性患者的數目是男

性的十倍。患者最明顯的徵狀是消瘦，他們的體重比標準輕
15%或以上，而女性患者更會停經三個月或以上。

刻意避免進食 ■■■
一般人以為患上厭食症的人會完全失去食慾，其實患者

還是會覺得餓，只是刻意不進食，又會用一些藉口，例如說
自己胃脹來作為拒絕進食的原因。然而，他們愈克制就愈想
吃東西，腦海中亦不時想着食物，部分患者更會偷偷藏起一
些食物，有人甚至因按捺不住而會偷食物。有時，患者又會
逼家人吃各種美食，或為家人親自下廚，以滿足自己對食物
的慾望。
為阻止自己進食或掩飾奇怪的飲食行為，患者會避免參

與一些涉及飲食的社交活動，又會避開與家人進膳。即使同
枱吃飯，他們也會有很多怪的進食習慣，如將食物切得很細
小、吃得很慢、將食物夾來夾去都不放入口或咀嚼食物後吐
出來。有些患者亦會提早離枱，躲在洗手間扣喉。此外，他
們歡喜穿寬鬆的衣服，以掩飾過度消瘦的身材。

暴食 /狂食 ■■■
有些厭食症患者會出現暴食行為，他們會在短時間內失

控地進食大分量的食物，事後感到內疚、緊張和情緒低落，
於是做出扣喉、濫用瀉藥和利尿劑等行為。由於經常扣喉，
患者容易有蛀牙，手背會起繭，口水腺亦會腫大。

多種因素影響 ■■■
大眾普遍將厭食症的成因歸咎於「瘦就是美」的社會觀

念，女性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盲目追求瘦削的身形，使
用極端的方法減肥，因而出現病態。吹捧纖瘦身形的風氣確
實對女性構成巨大壓力，但單一的社會因素不能解釋導致厭
食症的成因。
厭食症的成因其實相當複雜，除上述的社會因素外，與

心理、家庭、生理因素都有關。

個人因素 ■■■
個人的心理因素與厭食症的關係非常密切，以下是一些

與厭食症相關的心理因素：
■藉減肥建立自信──厭食症患者通常缺乏自信心，自我形
象差，極需要別人的認同，故希望自己的身形能達到社會
普遍認同的「標準」，從而建立自信。
■滿足控制慾──不少患者感到生命不受自己控制，於是將
注意力放在控制體重上。可以控制自己的體重，令患者自
覺可以掌握身體和生命。這種有自制能力的感覺對患者很
重要，故不斷透過嚴格控制體重獲得滿足。然而事實上，
他們非但不能藉此控制自己的生命，更會因此被厭食症控
制和折磨。
■逃避問題──有些人因為不懂處理壓力而出現大量負面情
緒，他們錯誤地用控制體重及食物來疏導情緒、逃避面對
壓力和避免正視情緒問題，但是倒頭來這些行為只會令他
們帶來更多問題與煩惱。
■完美主義──不少患者都是完美主義者，對自己要求十分
高，而且性格執着，定下了「纖體」目標就非達到不可，
對自己的體重及身形有過分嚴謹的要求。

■害怕長大──青春期會出現不同的挑戰，如處理兩性關
係、肩負起成人的責任等，並非每個青少年都能應付自
如。患有厭食症的少女身體發育減慢，性徵和女性曲線消
失，回復到兒童的身形，這讓他們在心理上回到童年，逃
避成長的壓力。

家庭因素 ■■■
部分厭食症的形成也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不少患者的

父母要求甚高，且過分控制和保護孩子，孩子沒有自主權，
其日常生活完全受控於父母的安排。家中亦可能出現權力鬥
爭，孩子透過減肥的行為重拾自我操控感，同時也以此作為
挑戰父母權威的工具。
除心理和家庭因素外，生理因素也會導致厭食症，如家

族遺傳、血清素水平不正常等。此外，研究發現，厭食症與
抑鬱症關係密切，但兩者的因果關係則仍然不清楚。

家人的諒解和支持 ■■■
患上厭食症，患者的身心已經非常難受，所以切勿怪責

他們因為「貪靚」節食而闖禍。作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應該
表示關心和支持，同時鼓勵他們積極接受治療。
要治好厭食症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患者必須接受有系統

的治療，以幫助他們重拾正常的飲食觀念及行為，以及對體
重和身形的健康態度。在改善身體機能的同時，亦要處理導
致厭食症的種種個人及環境因素。認知行為治療可糾正患者
對體態和自我形象的錯誤觀念，而家庭治療則可改善患者與
家人的溝通及相處模式。
厭食症病人很少主動求醫，所以家

人和朋友的角色就很重要，若發現身邊
的人有類似厭食症的表現，宜盡快尋求
專業協助。

不少女士都有節食減肥的經驗，大部
分人會適可而止。如果瘦得皮包骨

仍覺得自己過肥並堅持節食，可能是患
上了厭食症。人們往往將女性患厭食症
歸咎於鼓吹纖體的社會風氣，其實導致
厭食症的原因又豈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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