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躯体变形障碍（BDD）

 什么是躯体变形障碍？

你身边是否有家人或者朋友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表，他总能观察到

别人注意不到的甚至是在别人眼中是正常的身体的某种缺陷，比如感

觉自己鼻子歪了，眼睛不对称，腿不一样长等，并花费大量的时间进

行重复行为，比如反复照镜子检查、化妆掩饰这种缺陷，甚至反复去

皮肤科或者整形科进行手术治疗，为此他/她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心

理功能严重下降，比如，不能集中精力上学/上班，做什么事情都没

有信心，甚至感到自卑，引起一系列的情绪问题。以上表现，你是否

推荐她/他来精神科就诊过？在我们精神科，有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

叫“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BDD）”。那什么叫“躯

体变形障碍”呢？

所谓“躯体变形障碍”，在临床上，患者主要表现为对轻微的或自

己想象出的外表缺陷予以过分关注，这种先占观念给患者造成巨大的

痛苦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目前躯体变形障碍的病因以及发病

机制尚未可知，除遗传因素、神经生物学因素之外，认知行为理论认

为异常的知觉体验和情绪加工缺陷在躯体变形障碍的发生发展中起

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1]。

 如何识别躯体形式障碍？

在正常人群中，你可能也会发现，有人向你抱怨“啊？我最近胖

了，小腿变粗了，脸又圆了”、“脸上又长了小痘痘”、“发际线变高了”，

这种倾诉背后可能伴随着减肥、祛痘、植发这样的行为，若出现反复



检查行为，并严重影响到生活以及社会功能，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时，

需要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如何治疗躯体形式障碍？

当你身边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适当的站在她/他的角度，表

示理解，因为她/他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痛苦，同时建议她/他来精

神科就诊，寻求正规系统的评估以及治疗；目前认知行为治疗以及抗

抑郁药是临床上的首选治疗方式；同时早期识别，早期治疗，患者预

后较好，但同时需要警惕复发，因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系统治疗，

切勿自行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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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囤积障碍（HD）？

 什么是囤积障碍？

你是否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因为过度存储杂物而无法正常使用

厨房、客厅、甚至在床上睡觉，有时，胡乱堆积的物品可能超出了患

者的日常活动范围，以致侵入其他场所，如自家的小花园、工作的地

方或者亲戚朋友家，直接造成患者及其家人生活质量下降，产生家庭

矛盾，甚至危及邻里。这一类人群代表了一类疾病，在精神科中我们

称之为囤积障碍(hoarding disorder, HD)。那什么是囤积障碍呢？

囤积障碍是一类以持续的难以丢弃大量看似无用或没有价值的

物品为主要表现的精神障碍，囤积障碍主要包含三个核心症状，即持

续地难以丢弃大量看似无用或没有价值的物品（最常见的为，囤积报

纸，旧衣服，包，书和文书工作等）；因囤积而感到显著的痛苦，并

导致社会功能上的损害；居住的地方堆满了物品，以至于这些地方不

能发挥正常的功用。该疾病根据 DSM-5疾病分类标准进行的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囤积障碍的患病率约为 1.5%，有些研究结果显示囤积障

碍可能影响到了 2%~5.8%的人口，其中老年人群（55~94岁）患病率

是中青年（34~44岁）的 3倍。国内目前缺少相应的流行病学调查，

但是中国人群中的囤积症状以及囤积信念显著高于美国人群[1]。

目前的证据表明多种因素与囤积障碍有关，包括遗传学，神经认

知功能，对财产的依附、信念、回避，人格因素和环境因素。目前囤

积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囤积的病因是信息处理缺陷、情感依恋问题、

行为回避和对财产性质的信念之间的相互作用[2]。



 如何识别囤积障碍？

首先，日常生活中存在正常的收藏，这种收藏具有一定的计

划性，并能带来一定的心理收益，尽管会存在难以丢弃的心理，

但是他们的物品排放更有条理；其次需要鉴别继发于躯体疾病的

囤积障碍，常见于脑外伤、脑肿瘤切除术后、脑血管疾病、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痴呆等疾病，这些患者的囤积症状的发生于躯体

疾病有明确的时间关联；另外在一些神经发育障碍，比如孤独症

谱系障碍或者智力障碍的患者中也可能存在囤积行为[1]。最后，

排除其他疾病后，我们考虑囤积障碍。

 如何治疗囤积障碍？

认知行为治疗是囤积障碍首选的治疗方式，建立好良好的治

疗关系后采用逐级暴露的方法帮助患者处理分裂以及丢弃带来的

焦虑以及对囤积错误的认知。必要时可以联合抗抑郁药联合治疗。

囤积障碍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囤积症状越严重，早期识别，早

期治疗的患者预后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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