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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风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归

纳,我们发现心理社会因素,如压力、抑郁、人格和社会支持等,与冠心病风险存在密切关联。通过分析

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风险的关联来增加对冠心病发生机制的理解,并为预防和干预提供有益的建议,

从而降低冠心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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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existing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psychosocial factors, such as stress, dep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y analyz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 can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provide beneficial 

sugges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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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它是全球范围内

常见的致死性疾病之一,对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了重大的负

面影响。尽管医学技术和临床治疗的进步已经大大降低了冠

心病的死亡率,但它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传

统的生物医学因素,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心理社

会因素也被认为是冠心病风险的重要因素。心理压力是心理

社会因素中 常见的因素之一。此外,抑郁情绪、人格特征和

社会支持也被认为是影响冠心病风险的心理社会因素之一。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风险的关联

来增加对冠心病发生机制的理解,并为预防和干预提供有益

的建议。 

1 冠心病的概述 

1.1定义和病因 

冠心病是一种由于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引起的心脏疾病。

冠状动脉是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如果这些血管受到损伤或阻

塞,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进而引起冠心病。冠心病的

发病机制主要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

炎症性疾病,它会导致动脉壁变厚和硬化,从而减少了血管的弹

性和内径,使得血液流动受到阻碍。这种病变通常开始于动脉内

膜,然后逐渐向外扩散, 终导致动脉壁的破裂和血栓形成,从

而引发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1]。 

1.2危险因素 

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包括传统的生物医学因素和心理社会因

素。传统的生物医学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肥

胖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发生。心理

社会因素包括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这些

因素也可能影响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 

1.3流行病学数据 

冠心病是全球范围内 常见的致死性疾病之一,每年造成

数百万人死亡。它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但也可能影响年轻

人[2]。 

1.4临床表现 

冠心病的主要症状包括胸痛、呼吸困难、心悸和乏力等。

在严重情况下,冠心病可能导致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死

和猝死等并发症。 

2 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 

心理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压力、抑郁、人格以及社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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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方面,以下就这几方面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具

体表现为： 

2.1心理压力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 

心理压力是指个体在面对一定的生活压力和挑战时所产生

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源,

如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经济压力、社交压力等。适度的心理

压力可以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对

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心理压力

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心血管系统,其中 主要的机制是通过神

经-内分泌系统的活化。当个体面临压力源时,交感神经系统会

被激活,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管收缩等生理反应。此外,

压力还会引起垂体-下丘脑-肾上腺(HPA_轴的活化,使得肾上腺

素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的分泌增加[3]。这些生理反应会导致心

血管系统的负担增加,从而增加冠心病的风险。 

除了生理反应,心理压力还会对血管内皮功能产生影响[4]。

血管内皮是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它对血管的舒张和收缩起

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可以导致血管内皮功

能的异常,使得血管收缩和血液流动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冠心

病的风险。 

此外,心理压力还会通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心血管健

康。当个体面临压力时,往往会采用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如过

度饮酒、吸烟、暴饮暴食等,这些行为会增加冠心病的风险。 

心理压力对冠心病的影响可能与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关,个

体的负面情绪、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特征可能增加冠心病的风险。

这些心理特征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加,从而影响心脏健康。针

对心理压力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一些心理干预措施

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干预措施包括

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放松训练等[5]。此外,一些健康的生

活方式也可以减轻心理压力,如定期锻炼、保持良好的睡眠、饮

食健康等。 

2.2抑郁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也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之一。抑郁症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和愉悦感的

丧失,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身体和心理症状。抑郁症不仅对个体的

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与冠心病的发病和预后密切相关。抑

郁症与冠心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6,7]。一方面,抑

郁症可以增加冠心病的风险。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患冠心病的

风险比一般人群高出两倍以上[8]。抑郁症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

异常生理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液凝结功能增强等,

从而增加冠心病的发病风险。此外,抑郁症患者常常采用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来应对抑郁情绪,如过度饮酒、吸烟、不规律的饮食

等,这些行为也会增加冠心病的风险。另一方面,冠心病也会增

加抑郁症的发生率。冠心病患者常常面临着生活质量下降、身

体功能受限、社交支持减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增加抑郁症的

风险。此外,冠心病患者常常需要长期服药治疗,一些药物也可

能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 

针对抑郁症与冠心病的相互关系,早期识别和干预是非常

重要的。抑郁症的治疗可以采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的

方式[9]。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解决问题疗法、支持性

心理治疗等,可以帮助患者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提升心理健康。药物治疗主要采用抗抑郁药物,如选择性5-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_等,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的平衡,缓解

抑郁症状。 

2.3人格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 

人格是个体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

为模式,它可能与冠心病的风险有关。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

于探讨A型行为与冠心病之间的相关性。A型行为表现为远大抱

负、节奏快、好争辩、冲动、固执、急躁、风风火火,是一种稳

定的心理特征[10]。这种性格行为模式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心血

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功能失调,易引发心身疾病。Petticrew

等[11]研究表明,A型行为的个体冠心病发病率是B型行为者的两

倍。黄伟等[12]研究显示,A型行为组冠状动脉造影缺血阳性率明

显高于非A型行为组,且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较高。龚初平[13]通过

对60例冠心病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水平以及5-

羟色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进行浓度测定,发现A型行为

冠心病患者血浆儿茶酚胺、5-羟色胺测定远高于B型行为。综上

所述,冠心病与A型行为密切相关,通过干预A型行为、缓解焦虑

可能有助于减少冠心病的发生。 

2.4社会支持与冠心病风险的关系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情感、信息和实际

帮助的资源,它对冠心病的风险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良

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降低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风险[14]。首先,社

会支持可以减少心理压力和焦虑。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时,个体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

解。这种支持可以减轻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降低冠心病的

风险。其次,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支

持可以增强个体的自尊和自信,提高个体的心理抗压能力,从

而减少抑郁和焦虑的发生。这对于降低冠心病的风险至关重

要,因为抑郁和焦虑是冠心病的重要心理社会因素。此外,社

会支持还可以提供实际的帮助。在个体面临生活困境或健康问

题时,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帮助个体应对困

难和挑战。这种实际的支持可以减轻个体的负担和压力,降低冠

心病的风险。 

3 小结 

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的发

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个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心理因素、

社会因素和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冠心病的风险。因此,

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采取综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的影响

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个体的性格特征、社会支持、心理压力等

因素都可能影响冠心病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因素,

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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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的风险

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例如,个体的性格特征可能与心理压力和

社会支持等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冠心病的风险。因此,在

降低冠心病风险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

作用。 

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的风险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个体的心理社会状态和生活方式可能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冠心病的风险。因此,在预防和

干预冠心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跟踪个体的心理社会状态

和生活方式,及时调整干预策略。 

综上所述,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影响。在个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活方

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冠心病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

些因素,采取综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此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来更好地了解心理社会因素与冠心病之间关系的潜在机制,并

确定针对不同患者群体的 有效的心理干预。通过继续调查和

解决心理因素在冠心病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改善全球数百万人

的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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