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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睡眠医学作为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睡
眠疾病有碍健康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开展睡眠医学研究，提高睡眠疾病治疗水平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
要。
　　睡眠是人的一种基本生理需求，与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人生约有1/3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质量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健康的最重要客观指标
之一。
《国际睡眠疾病分类诊断》中明确的睡眠相关疾病已达几十种，涉及生理和心理等诸多领域，影响人
类生活和健康。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睡眠障碍已成为影响公共卫生和人民健康水准的严重问题。
一方面，睡眠障碍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许多重大躯体疾病的相关关系日渐为人们所认
识；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大，疾病谱也相应发生
变化：各种睡眠质和量异常带来的问题日益增多，困扰将近50％的人群。
此次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睡眠研究会承办的第12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邀请了睡眠医学相关学科以
及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各种睡眠障碍的成因和解决方案，特别就
青少年睡眠和睡眠相关的精神心理卫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虽然是抛砖引玉。
但我相信一定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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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社会参与防治人类睡眠疾病我们的教育体制导致学生睡眠不足睡眠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讲究
睡眠卫生，促进睡眠健康唱响睡眠健康主旋律，追求躯体、心理、社会的和谐值得全社会关注的睡眠
医学做自觉的跨学科融合的实践者四项慢病与睡眠呼吸障碍睡眠呼吸障碍——百姓生活的大敌，医学
研究的前沿对综合医院医师进行睡眠健康教育的必要性睡眠与亚健康中医治未病与慢病后备军重视睡
眠问题的科普宣传企业参与科普推广，提高百姓健康睡眠意识各学科携手发展中国睡眠医学，努力改
善国民睡眠状况多学科联合促进睡眠医学发展和睡眠疾病检测及治疗设备的自主创新设置临床医学二
级学科“睡眠医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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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社会参与防治人类睡眠疾病徐建作为一名中医临床工作者，从事睡眠疾病的临床研究多年，积累了
些粗浅的经验。
这一次我主要带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心愿而来。
近十几年来，社会人群失眠症发病率急剧上升，这已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主要是以临床方
面的研究为主，从临床医学来看，以失眠为主症及其相关躯体疾病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就诊人数逐年上
升。
它分散在内科、神经科、精神科等各科门诊和住院病人中。
从上海市中医医院中医失眠症专科就诊的病人来看，2002年就诊人次在4000人次左右，2005年为16000
多人次，2006年为18600多人次，就诊病人的增长了4倍多。
从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协作网络单位提供的信息来看，近几年均分别设失眠症专科门诊，年门诊亦在逐
年大幅度增长。
睡眠疾病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
目前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疗效还不够理想，可见，如何防治失眠症的发病，是涉及医学、社会学
和心理学多学科、多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失眠症我们认为主要是生物-社会-心理医学共病的一个典型。
气候、自然环境的破坏，市场竞争加强，工作压力加大，还有涉及劳动制度、生活规律、营养状况等
问题。
临床上发现很多人违反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即昼夜节律，也违反人体生来俱有的生理规律。
人体睡眠与觉醒规律被打乱，同时容易伴发其他的疾病，这是一个问题。
失眠的问题对于医学、社会和心理学的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失眠的原因涉及多方面，
既有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的问题，又有人类社会生活工作制度和学习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和本身
的体质因素有关，还有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等。
这里面可能以失眠为主，或者伴随其他相关的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是多种疾病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临床方面比较复杂。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医学-社会-心理学齐抓共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人群失眠症发病率
居高不下的问题。
必须医学临床和基础、社会科学-心理学共同参与进行研究。
这是我谈的第一点，就是社会心理学共病的典型。
第二，中医研究要继承中医相应的理论，适应医疗市场的需求。
中医传统“天人相应”理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揭示了人体睡眠昼夜节律的本质，在中医经典论著《内
经》中就有关于人与自然界相适应，在人体同样有这样阴阳消长运动的规律。
《内经》中有关方面的具体论述，主要是强调天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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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睡眠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交流的本质是质疑。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学术交流作为原始创新的源头之一的作用，弘扬“敢于
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倡导自由探究，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氛围，为科学家萌芽
时期尚未获得主流认可的学术观点、理论以及灵感提供交流平台。
该活动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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