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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颈动脉窦受到刺激，轻则恶心头晕重则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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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高领衣服就头晕难受，原来是“衣领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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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

避免“衣领综合征”
需注意这些方面

“‘衣领综合征’虽不常见，但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时
候出现头晕、昏迷，严重的可危及生命，因此要加强对
它的认识和警惕，及时采取措施。”董波说。

如果不幸发作“衣领综合征”，以下方法可以及时
自救或救助他人：感觉头晕、恶心、出汗等不适时，赶紧
松开衣领，仰卧并双腿抬高，让血液回到心脏，这样可
以让脑部得到更多的血液，缓解脑缺血的状况，防止昏
迷或脑损伤；如果出现晕厥等情况，要立即检查患者的
心跳和呼吸，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及时送医治疗。

如何预防“衣领综合征”？董波提醒，此病的发生
与颈动脉窦受到外界刺激有关，穿高领毛衣或系围巾
只是诱因之一，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衣服尽量宽松：穿适合的高领衣服，不要穿领子很
紧或很硬的衣服，不要把脖子勒得太紧，特别是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或甲亢等疾病的人，更应避免穿过紧的高
领衣服。

用围巾取代高领：如果穿高领衣服不舒服，可以换
成围巾，也要注意别系太紧，要松紧适度。

系领带或佩戴颈部饰品不要过紧：如果确需系领
带或佩戴颈部饰品，注意不要过紧或过重，也要避免长
时间佩戴，否则可能会刺激颈动脉窦，造成不适。

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颈部过度弯曲或伸展，以减
少颈动脉窦受到的刺激；拍打、按摩颈部等看似平常的
动作，都有可能刺激颈动脉窦；理发、剃须时，也不要反
复摩擦颈动脉窦。

避免突然转头或仰视：这些动作可能会拉伸或扭
曲颈动脉窦，导致血流受阻或神经反射失调。如果需
要转头或仰视，建议缓慢而轻柔，不要做过度或剧烈的
动作。

避免迅速的体位变动：起立或其他迅速的体位变
动，可能会引起血压急剧变化，刺激颈动脉窦，引起眩
晕或晕厥。如果需要起立或改变体位，建议缓慢而平
稳，避免突然或快速的动作。

尽量避免情绪激动：情绪激动可能会引起血压和
心率的波动，刺激颈动脉窦，引起不适反应。建议尽量
保持冷静和平和，切忌过于激动或紧张。

定期进行体检：定期体检可以帮助发现并解决潜
在的健康问题。 据《长沙晚报》

一穿高领衣服就头晕？
小心“衣领综合征”

专家提醒，此病与颈动脉窦受到外界
刺激有关，建议衣着宽松、避免迅速的体位
变动、定期体检

近期气温骤降，很多人都穿上了高领衣物保暖，但有网友表示，自己一穿
高领的衣服就头晕难受，还觉得恶心、乏力、喘不上气。于是，相关话题“被正
式确诊为衣领综合征”迅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和热议。什么是

“衣领综合征”？会出现哪些症状？哪些人容易患“衣领综合征”？怎么预防？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四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董波进行了详细解答。

近日，60 岁的曾先生来到医
院就诊，前一天傍晚他在厨房烧
菜，外孙叫了他一声，他猛地一扭
头，忽然感觉眼前发黑，差点晕
倒。但扭过头之后，晕厥感又消
失了。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后，
医生发现曾先生有颈动脉硬化，
发生晕厥时毛衣里面是一件硬领
的衬衣，还扣了最上面一颗扣子，
加上他有一个明确的大幅度转头
动作，考虑为颈动脉窦综合征（又

叫“衣领综合征”）。
“我只要穿高领衣服就会觉

得不舒服，有时头晕、耳鸣，甚至
喘不上气，没想到是一种病。”45
岁的陈女士听完医生的介绍后，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没办法穿高
领毛衣，不爱系围巾，讨厌理发店
总是系得很紧的罩布了，原来是

“衣领综合征”。
在网上，很多人分享了与陈

女士相同的感受——穿高领毛衣

有强烈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我连
中领衣服都接受不了，更别说高
领衣服的压迫感”“我还以为是什
么怪毛病，就连睡觉时被子都不
能碰到脖子”……不少网友表示，
不仅穿高领的衣物容易引起胸
闷、气短、头晕等不适，如果围巾
厚了或者系得太紧了，也容易出
现这种情况。有人解释，这是因
为穿上高领衣服压迫到位于脖子
的颈动脉窦，从而感到头晕。

董波表示，“衣领综合征”在
医学上称为“颈动脉窦综合征”或

“颈动脉窦性晕厥”，是一种由颈
动脉窦受外界压力的刺激而过度
兴奋引起头晕、眩晕、心率减慢、
血压下降甚至晕厥的临床综合
征，常见诱发因素包括：颈部突然
转动或仰视、起立或其他迅速的
体位变动、衣领过高或领带过紧、
情绪激动等。

人的脖子上有着灵敏的调控
血压和心率的按钮——颈动脉
窦，它位于颈总动脉末端和颈内
动脉起始部，是一种敏感的压力
感受器，可以感知血压和血氧的
变化，并通过神经反射调控心脏
和血管的活动，维持血液循环的
稳定。

“每个人的颈动脉窦敏感度
不同，有些人的颈动脉窦异常敏
感，穿上高领毛衣，戴围巾，领带

系得很紧，理发、剃须时反复摩
擦……这些情况下，颈动脉窦受
到刺激，会误以为血压变高，触
发神经反射，引起人体的血压下
降和心率减慢，脑部供血减少，
出现头晕、恶心等感觉。”董波解
释，此病的发作时间通常较短，
一般几秒钟，停止压迫后症状就
会慢慢缓解。但如果压迫过猛
或过久，血压、心率骤降，就会导
致患者出现晕厥、意识丧失，危
及生命。

根据刺激人体颈动脉窦的
不同程度，“衣领综合征”主要分
为四型：心脏抑制型，刺激人体
的颈动脉窦时会出现心脏停搏，
一般停搏的时间≥3 秒；单纯血
压降低型，刺激颈动脉窦的时候
会出现收缩压降低，低于50毫米
汞柱；混合型，即以上两种类型
的症状都会出现，刺激颈动脉窦

时不仅出现心脏的抑制，也有血
压降低的症状；原发性脑型，刺
激颈动脉窦时没有明显的心率
及血压变化，但患者可能出现一
过性的晕厥或晕厥先兆症状。

“衣领综合征”并非普通人
高发，一般出现在4类人群中：存
在血管硬化的高危因素，如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常见于50
岁以上的男性；颈部结构异常，
如颈动脉硬化或栓塞、颈动脉体
瘤、颈动脉窦附近的炎症、肿瘤
或损伤等，会导致颈动脉窦变得
过于敏感；有颈部手术和（或）放
疗史，可能会损伤或改变颈动脉
窦的形态；年轻女性中有些人的
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使得她们对
颈动脉窦的刺激反应过强，突然
转动头部或衣领过紧时也容易
出现此病。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环境研究》
杂志上刊发论文指出，如果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等几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是
由肥胖、年龄增长、接触杀虫剂和其他有
毒化学物质等因素引发的，从咖啡渣中
提取的咖啡酸基碳量子点（CACQD）具
有保护脑细胞免受这些疾病影响的潜
力，因此有望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方
面发挥变革性作用。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主要特征是神经
元或脑细胞的丧失，这种疾病抑制了一
个人基本的运动和语言能力、完成更复
杂任务的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当这些疾
病处于早期阶段，由生活方式或环境因
素引起时，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大脑
中自由基水平升高，以及可能导致大脑
斑块的淀粉样蛋白片段的聚集。

最新研究负责人、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埃尔帕索分校科学家发现，当帕金森
病是由杀虫剂百草枯引起时，CACQD
在试管实验、细胞系和其他帕金森病模
型上都具有保护神经的作用。而且，
CACQD能清除自由基或防止它们造成
损伤，并抑制淀粉样蛋白片段的聚集，而
不会产生任何显著的副作用。他们因此
假设，在人类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
的早期阶段，基于CACQD的治疗可有

效预防疾病的恶化。
研究团队指出，咖啡酸非常独特，因

为它可穿透血脑屏障，对大脑内部的细
胞发挥作用。此外，从咖啡渣中提取
CACQD的过程非常环保，而且，咖啡渣
的丰富性使这一过程既经济又可持续。
科学家未来或许能研制出一种药物，以
预防绝大多数由非遗传因素导致的神经
退行性疾病。 据《科技日报》

咖啡渣或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