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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睡眠障碍概述



睡眠障碍是指睡眠量不正常以及

睡眠中出现异常行为的表现，也

是睡眠和觉醒正常节律性交替紊

乱的表现。

定义

根据睡眠障碍的发生机制和临床

表现，可将其分为失眠症、嗜睡

症、睡眠-觉醒节律障碍、睡行症、

夜惊症、梦魇等类型。

分类

定义与分类



睡眠障碍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生理因素（如年龄、性

别等）、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等）、环境因素（如噪音、

光线等）以及生活习惯（如睡前饮食、运动不足等）。

发病原因

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涉及多个系统，包括神经系统、内分泌

系统、免疫系统等。其中，神经递质的不平衡、激素分泌的

紊乱以及免疫功能的异常都可能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

发病机制

发病原因及机制



临床表现
睡眠障碍的临床表现因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包括入睡困难、睡眠浅、

易醒、早醒、睡眠时间不足或过多等症状。此外，还可能出现日间疲劳、注意

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表现。

危害
长期睡眠障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慢性病的风险，降低免疫力，影响心理健康等。因此，及时诊断和治疗睡眠障

碍至关重要。

临床表现与危害



02 诊断方法与标准



包括睡眠问题的具体表现、
持续时间、频率等。

详细询问病史 评估睡眠质量 体格检查

通过询问患者的睡眠满意
度、日间功能受影响程度
等。

检查患者的身体状况，排
除其他可能导致睡眠问题
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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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与体格检查



脑电图（EEG）
评估患者的睡眠结构和睡眠质量。

多导睡眠图（PSG）
记录患者在睡眠过程中的多种生理参数，如脑电、眼电、肌电等，
用于确诊睡眠障碍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血液检查
检测血常规、血糖、血脂等指标，排除其他系统性疾病。

实验室检查与影像学检查



根据国际睡眠障碍分
类（ ICSD）进行诊
断。

结合患者的病史、体
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进行综合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诊断标准及流程



03 治疗方案设计原
则与策略



考虑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和
生活习惯等因素，调整治疗方法

和药物选择。

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反馈
和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

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病因、病
程和身体状况，制定针对性的治

疗方案。

个体化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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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疗策略

采用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和行为治疗等多种方

法，综合治疗睡眠障碍。

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药物，如镇

静催眠药、抗抑郁药等。

配合心理治疗，如认知

行为疗法、放松训练等，

帮助患者调整睡眠习惯

和心态。

通过行为治疗，如睡眠

限制疗法、刺激控制疗

法等，改善患者的睡眠

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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