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脏病"发作# 在精神科找到了病因

!"岁的李先生 #年前出现心悸、胸闷、呼吸困
难等症状，每个月总要发作一两次，去医院检查，
却查不出有病。“每次发作，我的心脏就好像被一
个大手紧紧捏着，似乎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受怪
病困扰的他兜兜转转多家医院，最终被劝到了精
神科。“第一次走进宛平南路 $%%号的时候，我的
内心是抗拒的。”李先生甚至放弃使用医保卡，用
了化名自费挂号，不想和“精神病”有任何关联。

医生的诊断让李先生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得
了惊恐发作，又称急性焦虑发作，以反复发作的、
突发的惊恐体验，以及强烈的以心脏为主的自主
神经症状为主要表现。症状可以在数分钟内发展
至顶峰，甚至有“濒死”感。经过了半年的规范治
疗，李先生的病情明显改善。

类似病例并不鲜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
长徐一峰教授说，有焦虑障碍的人群正呈现高发
趋势，为最大的精神障碍人群。当然有的只是有焦
虑情绪，并不是焦虑障碍。“比如有的人，紧张、心
慌、坐立不安，甚至手机响起来他都感到恐惧。还
有一些妈妈过分担忧孩子的学习生活，导致焦虑
症，比如孩子随口说句话，都会让她们陷入无比焦
虑的境况。”

除了焦虑，抑郁症近年来也高发。数据显示，
我国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很多人认为看上去外表阳光、性格外向的
人不会得抑郁症，其实不然。”徐一峰告诉记者，除
了遗传因素外，抑郁症在各个年龄层都可能发病，
如中老年人从岗位上退休，生活环境发生改变；青
春期孩子的情绪波动、亲子关系恶化；中青年的学
业压力、就业压力大等；产妇因激素变化、角色转
化等，都会诱发抑郁症。因此，全社会应重视精神
卫生，因为这和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生
命健康的全周期都可能会遇到这类精神障碍。

!好了"就停药$精神障碍散心就能好

由于人们的“病耻感”，患者及其亲属最常见
的处理方式就是隐瞒。徐一峰告诉记者，“普遍的

社会认知是，情绪不好没关系，疏导一下就行。然
而现实却是，精神心理疾病是由生物、心理、社会
因素共同导致的，情绪问题可以时显时隐，但达
到疾病的程度就会影响功能，必须就医。”这些年
来，人们对精神卫生问题存在多种误解甚至歧
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在通过科普宣教、举
办“医院开放日”等活动，帮助外界正确认识精神
卫生问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乔颖曾遇到
过不少抑郁症患者，对于开药，家属觉得医生小题
大做，他们认为只要散散心就好。“其实这是不够
的，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严谨的‘处方’。”乔颖表示，
一部分患者缺乏对治疗方案的认可度，比如在门
诊当中，医生的“聊天”并不是聊天，其实是在问
诊。即便是接受药物治疗了，问题依旧存在，有的
患者吃了一段时间药物后自我感觉病好了，就停
药了；加上身边很多人会误导，比如说长期吃药会
成瘾、变傻，这就导致患者放弃药物治疗。

&&岁的明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精神
卫生中心住了 )年。她是双相障碍患者，就是常说
的“躁狂抑郁症”，即时喜时悲。画家梵高也是这种
病，情感高涨之时，他用画笔留下了惊世之作；而
抑郁的时候，他挥刀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明明擅长
绘画，内心丰富，但每次治疗出院后，总是自行停
药，导致病情反复。母亲年纪大了，自觉管不住她，
又怕女儿出事，便要求女儿和丈夫离婚，自己取得
了监护权后，将女儿送入了“$%%号”。在她看来，住
在医院里总是最安全的。明明的前夫 )年来坚持
每天来医院探望，这也成了明明最快乐的时光。后
来，在医生的劝说下，明明的母亲总算松口，同意
女儿出院。明明不仅坚持吃药，还受邀成为了医院
的插画师，并跟自己的前夫复婚了。有了家庭和小
事业的她，人生开始亮了起来。
“最困扰医生的，其实不是治疗，而是在治愈

之后，患者难以回归社会。”乔颖表示，患者们在医
院里能得到规范化治疗，但是出院后常常无家可
归，更别说融入社会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全病程
管理，最后的‘一公里路’是康复，这是由社会、家
庭来承担的。他们需要大家的接纳。”

好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人们健康观
念的转变，人们对精神类疾病的认知已经有所改

观。徐一峰说，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
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 $%%号，坦然面对自己
的心理问题。“不过，误解和歧视依旧是存在的，现
状并不是完全让人满意。”徐一峰坦言，这种认知
的转变必将是个长期过程。

需求增长$现有专业医生数量不足

大部分情绪变化对人体是有益的，可以提高
自身对应激事件的应对能力。但是，超出一定时间
与严重程度的情绪波动需要特别关注。通常，负面
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已经严重影响工作、生活，就
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此时，就需要格外留意，必要
时求助专业医生。
《健康中国行动（+%#(!+%!%年）》提出行动目

标，包括到 +%++年和 +%!%年，失眠现患率、焦虑
障碍患病率、抑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减缓；每 #%

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达到 !'!名和 &',

名等。对此，徐一峰表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
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精
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我国的精神科医生比例还比较低，数据显示，
发达国家每 #%万人口的精神科医生可达 $'$名，
我国每 #%万人口只有约 +',,名精神科医生。国外
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个精神科医
生，通常要配备 !个或以上心理治疗师，组成一个
团队。这才是科学的。因为精神心理障碍非常复
杂，可能要很多次治疗才能使患者好转。”徐一峰
说，除了精神科医生人数的不足，心理治疗师也同
样缺乏。

目前，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有了一群
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处方
药物，由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但我们
的心理治疗师晋升渠道还没有畅通，同时，国内取
得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职业资格证书的 #!%多万
人，尚无法全部转化为可用资源。”徐一峰告诉记
者，中心也在不断探索，通过“专科联盟”等方式进
一步创新、协作，持续打造精神卫生疾病防控三级
网络，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整体水平和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希望在全国起到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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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是病就得治 无需讳提精神治疗
将心理健康写入!健康 上海行动"#打破精神卫生疾病被误解的尴尬

我国心理障碍人数正逐年增多。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精神疾病（除阿
尔茨海默病外）的终身患病率为16.57%；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万的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今年7月，国家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实施心理健

康促进等重大专项行动，以减缓抑郁症等患病率的上升趋势。同时提出到
2022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0%。8月，上海发布了我国第一
个省级中长期健康行动方案———《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推出的
18个专项行动中也包括了心理健康行动。

我国进入阿尔茨海默病高发期
呵护老年人

! ! ! ! (月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世界老年
痴呆日）。目前中国痴呆症患者人数超过 (,%万，
$, 岁以上人群老年性痴呆即阿尔茨海默病
（-./01231456 72618619 -:）患病率高达 &');。并且
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我国已进入阿尔茨海默病高发期。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副主任医师王涛
指出，目前，人们对 -:的认识存在“三低”：公众对
于疾病的知晓率低，仅 ,&'!*的照料者认为老年人
的记忆障碍是自然衰老；就诊率低，仅 #(',#*；接受
治疗的比例更低，导致患者耽误治疗。

目前，在临床上阿尔茨海默病有“-<=”三个
核心症状。“-（->?2@2?216 AB :82.C D2@2EF）”指的是
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包括基本生活能力和应用基
本生活工具的能力降低或丧失；“<（<108@2A4）”指
的是精神行为改变，包括妄想、幻觉、淡漠、焦虑、
激越、抑郁、侵扰等；“=（=AFE2?2AE）”指认知功能恶
化，包括记忆力减退，定向障碍，语言障碍，计算力
下降等。虽然记忆减退是 -:的常见临床表现之

一，但伴随的精神行为症状更需要高度关注。
一般来说$!"的十大危险信号包括%

! 记忆力衰退!尤其是对近期事物的遗忘"

! 不能完成熟悉的工作! 如不知道穿衣次

序"

! 语言表达出现障碍!如经常忘记简单的词

语!说出来的话让人难以理解"

! 搞不清时间和地点!如出门常迷路!记不

住日期"

! 判断力受损!花很多钱去买根本不值钱的

东西!吃已经不再新鲜的食物"

! 理解力下降! 如与人交流出现一定的障

碍"

! 将物品或钱错放在不恰当的地方!如水果

放在衣柜里!袜子放在餐桌上"

! 行为的改变!如激惹的言语和行为"

! 性格改变!如糊涂#多疑#害怕#易怒#焦

虑#抑郁等"

! 兴趣丧失! 如在电视机前呆坐好几个小

时!长时间地昏昏欲睡等$

当出现上述危险信号时，就需要警惕 -:的
可能，需要到认知障碍门诊就诊。

王涛介绍，对于 -:的治疗，目前胆碱酯酶抑
制剂和 GH甲基H:H天门冬氨酸受体部分拮抗剂
两类对症治疗的促认知药物是 -:治疗的主要手
段。好消息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研
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组
织的甘露寡糖二酸钠 III期临床研究于 +%#)年 "

月 #"日揭盲，达到了预期研究目标，有望成为全
球首个糖类多靶点和多机制抗阿尔茨海默病创新
药物。而国内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类化学新药
琥珀八氢氨吖啶是可逆性双重胆碱酯酶抑制剂，
II 期临床试验结束后已获得主要疗效指标
-:-JH=AF和次要疗效指标的阳性结果，由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牵头的 III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
期望在未来几年会不断有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治
疗 -:药物，造福于更多患者。

本报记者 左妍

生涯规划让青春不迷茫##$中小学配备专职心理教师

今年上半年!北京公布了%中国精神

卫生调查&第一批主要结果!针对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 !#$ 万多人的调查显

示!在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

等七类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

高!为 %#&'(!紧随其后的是心境障碍#

酒精药物使用障碍和间歇爆发性障碍'

该研究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

病学调查'

据悉!该调查内容包括心境障碍#焦

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间歇爆发性

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

病性障碍#老年期痴呆等七类!涉及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 ")* 个县+区的 !$))$

人!应答率为 '%#!(' 调查显示!七类精

神障碍中! 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为

%#&'("心境障碍其次!患病率为 %#,-("

酒精药物使用障碍第三! 患病率为

"#&%("间歇爆发性障碍第四!患病率为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

终生患病率为 ,#-"(" 进食障碍患病率

低于 "!"-)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

患病率为 )#)-('

本报记者 左妍

国内原创新药研发已进入 !!!期临床阶段

中国人哪类
精神障碍高发？
焦虑、心境障碍、酒

精药物使用障碍列前三

! ! ! !各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全覆盖，((;中小学
配有专兼职心理教师，近 #%%门家庭心理教育指
导课程菜单，配送到各中小学……上海正通过各
方面努力，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记者从市教
委了解到，本市已构建起大中小一体的学校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
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心理健康纳入课程
统计显示，目前，申城 ((;中小学已配有专

兼职心理教师，专职心理教师配备从 +%#" 年
,";上升到 +%#(年 (#;，上海已完成了区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全覆盖，另有 #$所全国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借力市区两级精神卫生中
心等医疗机构，初步建构起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网络。+%#&年起，本市教育部门联合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完善和推广学
生心理健康医教协同机制，及时评估、适时转介，
着力化解学生心理危机。

此外，本市也将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活动课纳
入中小学课程计划，明确小学 &年级或 ,年级每班
每 +周安排 #节心理健康活动课，中学至少有 #个
年级每班每 +周有 #节心理健康活动课，班主任每
学期至少有 #节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班团队会。本
市也开通了“上海学校心理”微信公众号，传播自尊
自信、乐观向上的现代文明理念和心理健康知识。

建立优质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库，出版分学段
《家庭教育指导手册》、社区家庭教育系列丛书，
推出“亲子沟通技巧”等近 #%%门家庭心理教育
指导课程菜单，以促进家校共育，为学生幸福成
长营造良好环境。

生涯规划为青春导航
+%#)年，本市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涯教

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小学阶段侧重于生涯启蒙、
初中阶段侧重生涯探索、高中阶段侧重生涯规
划、中等职业学校侧重于职业规划。

卢湾高级中学是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校，每年 ,月的校心理健康教育月期间，听
生涯讲座、排演心理情景剧、绘制家庭生涯树、编
写生涯小报、尝试沙盘体验……一系列丰富的活
动为同学们的青春导航。“,+,意味着‘我爱我’，
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追寻自己最深处的渴
望。”同学们幽默地说，他们也感叹，“人生犹如一
本书，我们只能读它一次，我们应该做自己人生
的掌舵者，才能活出精彩，活得漂亮。”

卢湾高中副校长梅洁介绍，它不仅仅是一般
的职业选择指导，而是希望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
础上，帮助学生学会自主规划、自主学习、自主管
理、自主发展，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应对升学乃至
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压力和挫折。学校每年通过心
理档案系统对全体高一学生进行 #$KL个性测验
和霍兰德职业兴趣测验。学校引进了校园在线一
体机，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自助服务，通过“自我探
索测评”“了解大学专业”“中学生涯规划”“志愿
精准推荐”“高考志愿填报”“社会实践活动”等模
块，更清晰地读懂自己，更明确地树立目标。如

今，在卢湾高中领衔的卢湾学区，生涯教育已经
实现了从海华小学、卢湾中学、启秀实验中学、比
乐中学到卢湾高中的小初高一体化推进，从小为
学生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定基础。

在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每周一中午的
小广播台已经在十几年间迎来了几百名小主播。
“有的孩子在公众场合容易胆怯，不愿意表达自
己。话筒可以消除他们的紧张感，让他们获得伙
伴的鼓励，获得自信。”负责校园广播台的该校心
理教师陈来秀是一名教育和心理专业中学高级
教师，她坦言，如今的孩子很忙，但也应该让他们
有时间去看看课本外的世界，创建舞台让他们展
示自己。本学期开始，广播台聚焦“生涯启蒙”，鼓
励孩子们走进爸爸妈妈的职业领域，跟着父母去
上班，了解一个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承担家
庭责任，为社会做贡献，并将所见所闻和伙伴们
分享。陈来秀强调，从小让孩子对社会多一些了
解，对未来多一些期盼，他们才能在成长过程中，
少一些迷茫。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关爱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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