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體不適，一般都有原因，即使未必所有疾
病均能治癒，但依靠不同的儀器，以及醫生
專業的診斷，總能歸納到大概是由甚麼疾病
所引起。不過近年醫學界注意
到不少病人的身體不適不是現
時的醫學所能解釋的。病人即
使會痛會暈，但一切檢查都顯
示病人身體正常，結果耗用了
不少醫療資源，卻找不到任何
結構性或生理的毛病，令不少
醫生及病人感到大惑不解。

兩成基層醫療個案
為沒有疾病個案

以上兩個是典型的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 例
子。例子一的黃小姐患的其
實是「腸易激綜合症」，患
者會長時間出現便秘或腹
瀉、飽脹及腸胃多氣等症
狀，但本身並沒有結構性的
腸胃病，只是腸胃的消化和
移動功能失調。失調的原因
大概是由於長期大便習慣不
正常，加上生活壓力太大，
令腸胃的功能失去平衡。

至於任太太，則是因為
她的丈夫受債務問題纏繞，
令她的情緒低落，感到焦慮
不安。因為身體感到危機處
處，自然產生各種保護性的
生理反應，如肌肉抽緊、心
跳、氣促等症狀。

其實類似黃小姐及任太
太的例子並不罕見。香港大
學醫學院內科學系家庭醫學
部2002至03年的統計數字顯
示，大約23%往家庭醫學部
診所求診的個案，都是一些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和外
國的統計數字相若。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可
來自身體任何一個系統，最
常見的包括肌肉疼痛、腸胃
不適（消化不良、肚痛
等）、心口痛、心跳、頭
痛、頭暈、疲倦、失眠、尿
頻、呼吸困難等。

症狀是身體及神經系統
給我們的訊息

雖然目前醫學上還沒有
一個肯定的說法以解釋這些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的由
來，不過近10多年就這類病
例的研究發現，這些不適與
身體對生活壓力的反應有
關。其實身體每個器官及部
位都會有不同的感應器，負
責將身體當時的狀態和對周
圍環境的感覺，透過神經系
統傳到腦部，腦部便會發出
相應的指示，令身體作出反
應。每當遇上精神受壓或情
緒低落，神經系統的敏感度
會調高，令身體變得緊張和
出現各種如頭痛、心跳及腸
胃不適等症狀。

一般人偶然亦會出現過
敏反應。如每逢遇著考試或
演講等，精神緊張起來，亦
會出現短暫的心跳急速。如
這些症狀成為身體的慣性反
應便會對患者帶來很大的困
擾。當然任何症狀如果長時
期持續或變得嚴重，就要請
教醫生，盡早找出功能失調

的原因和排除身體的疾病。

身心影響各佔一半
根據臨床經驗，約一半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的個案
是與心理疾病有關，例如抑
鬱、焦慮症等，至於另一
半，是由於身體功能平衡出
現問題。

不過，除了心理及生理
的因素外，沒有疾病的身體
不適也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
分析，特別是公眾對健康的
看法。中國人往往以為症狀
就是疾病的警號，所以對任
何的不適都十分擔憂。家人
和朋友的經驗也會令一個人
對某些症狀特別關注。例如
以前有朋友是腸癌病人，知
道他病發時會肚痛，於是以
後每逢肚痛就會懷疑自己患
上腸癌，到處求診卻找不出
病因，心情更加焦急，因而
身體壓力愈來愈大，於是出
現更多症狀，造成一個惡性
循環。

耗用社會醫療資源
很多患者都不相信身體

沒有疾病也會感到不適，於
是要求醫生進行各樣不必要
的檢查，耗用大量資源。其
實檢查本身也有風險，而服
用及接受不必要的藥物和治
療亦會令身體承受不必要的
傷害。這類病人除了使用基
層醫療外，也佔心臟、腸
胃、骨折創傷等專科門診一
成的工作量。沒有疾病的身
體不適可耗用巨大的醫療費
用，令社會資源白白被浪
費，所以一定要正視這個問
題。

可是，要注意的是，沒
有疾病的身體不適如果得不
到適當的開導及醫治，情況
可能會越趨嚴重，影響身體
其他機能。長此下去，不單
身體受到傷害，因著疾病的
折騰，生活質素亦受影響，
甚至不能正常工作及生活。

做個聰明的病人
到底要用甚麼方法，才

能有效治療沒有疾病的身體
不適？這要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病人方面，病人應該向
醫生清楚描述自己的症狀，
在甚麼情況下會好一點，甚
麼時候會差一點，而且不妨
將自己的情緒問題，家庭或

生活壓力詳細向醫生闡明，
讓醫生有足夠的資料作診
斷。另外，病人要運用自己
的知情權，清楚問明醫生的
診斷內容和治療計劃，坦白
講出自己的憂慮和意見，醫
生才可以作出適當的解釋。
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信任醫
生，如果醫生認為不需要進
一步檢查，就不用懷疑，因
為有時檢查的結果未必百分
百準確，多了一個未知數，
反而令自己更焦慮。

事實上，要分辨一些症
狀是否由疾病引起和要找出
真正的成因，不是一、兩次
應診便可肯定，醫生需要持
續的跟進，才可作出正確的
診斷和給予適當的治療。醫
生對病人愈是熟識，便愈能
掌握病人的健康轉變，診治
也就愈準確。每個人最好有
一位家庭醫生，熟知自己的
病歷、身體和心理狀況、工
作和家庭背景，才能為症狀
作最全面的評估和治療。

調低身體的敏感度
至於醫生方面，首先要

判斷病人的身體不適是否由
疾病引起，如果不是，便要
詳細向病人分析問題所在。
輕微的身體不適不需要服用
任何藥物，只需調節生活習

慣，有充足的睡眠，多做運
動或其他鬆弛身心活動，以
調低身體的敏感度。如果症
狀較為嚴重，尤其是由於抑
鬱或焦慮症所引起的症狀，
病人可以服用抗抑鬱藥，透
過調節腦部各種如血清素的
神經傳導物質，將神經系統
回復平衡，減少症狀的出
現，治療的成功率達六至七
成。

醫生還需要為病人做一
些心理輔導，嘗試幫助病人
將焦點放在生活的其他部
分，而不要將所有注意力集
中在症狀上。

例如黃小姐的個案，醫
生就會解釋腸胃並不是因為
疾病而出現症狀，令她慢慢
接受，調節心情和生活去接
受及容納她的腸胃問題，身
體情況自然會好轉。如果有
需要，會轉介病人到臨床心
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作進一
步的心理治療。

其實只要醫生及病人配
合，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並
不難醫治，不過病人要緊
記，世上是沒有「仙丹」
的，一、兩次的應診絕不能
完全把身體一些功能性的失
調糾正，病人要付出耐性，
多與醫生溝通，積極參與治
療，身體便會慢慢痊癒。

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

個案一：
黃小姐，35歲，從事一般寫字樓工作，近年開始持續出現肚
痛、間歇性便秘和腹瀉等症狀。她於是嘗試向不同的中西醫
求診，但所有診斷結果均指黃小姐身體正常，完全沒有患
病，即使詳細進行了細菌、內窺鏡及腸移動等檢驗，也不得
要領。這問題一直困擾著她，嚴重時甚至不能上班。

個案二：
任太太，55歲，家庭主婦，數月來時常出現心口痛的問題，
有時候痛楚甚至令她感到呼吸困難。她曾多次到急症室求
診，而醫生亦為她進行了各種心臟及心導管的檢查，結果一
切正常，但心痛的情況依然持續。

真實病人個案研究

根據臨床經驗，約一半沒有疾病的身體不適與心理疾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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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胳系統 28.7%

消化系統 21.0%

呼吸系統 12.7%

心理系統 9.9%

神經系統 7.8%

視覺系統 6.5%

皮膚系統 5.6%

女性生殖系統 3.0%

泌尿系統 2.0%

循環系統 1.4%

男性生殖系統 0.7%

聽覺系統 0.7%

內分泌系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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