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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50年代至今，无论是神经科医师还

是精神心理科医师，甚至是内科医师，均对“癔症

（亦称歇斯底里症）”并不陌生。70余年间，仅中国

知网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即收录了数千

篇有关癔症的临床研究和综述，但对其发病机制以

及诊断与治疗的研究数十年间始终迟滞不前。而

临床上，患者常因疾病表现形式复杂多样而“穿梭”

就诊于不同医院的不同临床科室，尤其是表现为神

经系统症状的患者，常就诊于神经内科、心理科、精

神科等多个亚专业，成为各专业领域医师均可处

理，但却阐述不清的疑难杂症。除上述问题外，与

“癔症”相关的临床医疗体系建设也一直不甚健全，

导致大多数临床医师对该病“似曾相识”却又“敬而

远之”。

自 2013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发布美国精神

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版（DSM⁃5），将“歇斯底里

症”和“转换性/分离性障碍”明确定义为“功能性神

经系统疾病（以下简称功能性神经疾病）”以来，近

10年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研究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学术组织的建立以及国

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提高了疾

病认知以及诊断与治疗水平，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功

能性神经疾病领域的发展［1⁃3］。我国人口基数庞大，

绝对病例数多，功能性神经疾病临床屡见不鲜甚至

成为常见病，但与此不符的是，我国在功能性神经

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诊断与治疗研究方面尚处于

起步阶段，罕有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指南或共识，

更缺乏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临床医师面对功能性

神经疾病患者常束手无策、无从下手，由于疾病定

义不明确，使患者无法获得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

浪费大量医疗资源；此外，国内亦罕见功能性神经

疾病的机制及临床研究［4］。以满足临床需求为切

入点，进行医师系统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即成为解

决这一矛盾的兼顾“临渴掘井”短期需求与“未雨绸

缪”长期目标的切实举措。

2021年 8月 25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设立国内首个功能性神经疾病多学科诊疗

模式（FND⁃MDT）门诊，截至目前共接诊 60余例来

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其中 39例明确诊断为功能性神

经疾病，经对症治疗后缓解率达到 54.50%。在此基

础上，为促进国内同道开展功能性神经疾病临床研

究以及提高诊断与治疗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功能性神经疾病诊疗团队依托《中国

现代神经疾病杂志》这一学术交流平台，组织全国

专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借鉴国际最新研究进展，

拟于 2023年开辟“功能性神经疾病”专栏，按照功能

性神经疾病总论（发展史、现状）和分论（常见症状

学）的形式，连续刊载“儿童和青少年功能性神经疾

病”、“功能性震颤”、“心因性非癫痫发作”、“功能性

帕金森综合征”、“功能性抽动”、“功能性肌阵挛”、

“功能性肌张力障碍”、“功能性步态障碍”、“功能性

面部疾病”等综述文章并配合若干典型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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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既涵盖专业理论的指导，同时突出临床实践的

启示。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保障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希望“功能性神经疾

病”专栏的刊出可以为功能性神经疾病的预防与治

疗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平台支持，为国家卫生行政

部门制定相关卫生政策提供参考。我们殷切地期

望，本栏目可以在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间形成良好

的互动氛围，兼具科学与人文精神，讲好“从癔症到

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转化”的每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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