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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Z 健康中国·委员说

目前，我国高校及中小学校都普遍设有

心理咨询室，心理教师除了需要对全体学生

开展日常的发展性心理工作，同时还需要对

部分心理高危学生进行科学、有效的干预，

然而学校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力量难以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临床上

诊断抑郁症等精神心理疾病的标准路径仍是

专业医生在与患者交谈后，依照国际诊断标

准确定，辅以影像学、量表等检查手段。对

于心理高危学生，需要医生帮助学校心理健

康教师进行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筛查，合

作设计辅导方案，进行科学化的干预，这样

能够大大提高学校对心理高危学生的干预效

率，所以加强“医教协同”对于学校开展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非常必要。

为此，建议自上而下系统强化教育系统

与国家卫生健康系统两方面的合力，充分发

挥“医教协同”优势。

学校与卫健系统、专业医疗机构组成联

盟，充分开展“医教协同”，加强对学生心

理健康成因的调研分析和解决对策的研究，

畅通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绿色通道，引导全社

会支持和参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教育部门与卫健部门携手，通过签订

“共建协议” 等 ， 有 效 地 组 织 和 协 调 学 校

与专业医疗机构之间的对接工作，比如定

期 选 派 心 理 专 家 对 学 校 全 体 教 师 进 行 培

训、指导，提升全体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认识以及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能力。不

定期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促进服务，对学

生进行评估—咨询—干预等措施，构建一

套学校心理教师可遵循的相对完善的医学

转 介 流 程 ， 对 心 理 高 危 学 生 进 行 有 效 的

“医学转介”，使他们能够顺畅地接受到科

学规范的医学治疗，并且加强对学生就诊

后跟踪随访工作，医嘱的执行情况和治疗

效果进行评估。

在此过程中，学校还应发挥好医院与家

庭之间的心理工作桥梁作用，通过“三方会

谈”，从多角度，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学生

情况，取得班主任的理解和配合，准确获悉

家长对于“医学治疗”的真实态度，提示家

长重视“治疗窗口期”并指导家长进行配合

及心理专科的挂号治疗流程等。

还要组织专业医疗机构进入校园加大心

理健康知识宣传力度，为广大师生心理健康

筑牢“防护墙”。帮助营造重视和正确认识

心理健康问题的师生群体心理氛围，培养和

熏陶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引领学生关注自

我，帮助学生全方位了解自我，成为自己心

理健康的主人，帮助他们增强抵御外界不良

文化的侵蚀，同时消除学生和家长的病耻感

和认识误区。

要科学分类精准施策，加强成因分析对

策研究。在“医教协同”的实施过程中，会

存在一些工作的真空区域以及实施效果的不

尽如人意。因此，加强调研和对策研究分析

及时调整和改进工作方法尤为重要。比如，

学校在专业医疗机构的支持下对学生开展定

期大规模心理普测，全面系统了解学生心理

状况，对心理测试异常的学生进行复测和系

统分类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哪些方式和渠道

能够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帮助，是否可以运用

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

体，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心理科普活动。对于

部分家长因为对心理疾病讳疾忌医、医学治

疗的费用负担重、担心药物副作用等顾虑而

出现不愿意配合学校工作、拒绝孩子进行医

学治疗等情况，需要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发挥

专业优势参与调研分析，形成行之有效的方

案及措施。

（作者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需要加强医教协同
全国政协委员 甘华田

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是一类以古怪或

怪异为特征的障碍患者，他们的行为表现有

时候接近于精神分裂症。相较于其他人，他

们的言行显得偏执怪异，部分患者存在异常

的信念和感知，但没有达到妄想或幻觉的程

度，不像精神分裂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这

种障碍通常首次出现于儿童或青春期，人群

中约有 1%的个体可能有分裂型人格障碍，

男性中略多见，其中约 30%~50%的分裂型

人格障碍患者同时患有重性抑郁障碍。

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特别讲讲我们身

边小明的故事吧。沉浸在异想中的学霸小

明，从小被认为是聪明、听话的孩子。他的

文科成绩一般，数理化成绩很突出，还曾在

数学竞赛中获奖，确实是个学霸。同龄男孩

们青少年时期四处淘气，流行组队打街机游

戏、踢球，他却只爱在家闷头学习或发呆。

他唯一的兴趣就是搜集各种有关不明飞行物

的消息，有时会边思考边念念有词，比如，

怎样才能用脑电波和外星人联系，想象力独

特又丰富。他从小比较安静，也有些胆小害

羞，家里来客人时从不主动说话，在客厅默

默待一会儿就会躲进自己房间再也不出来了。

小明顺利上了大学，但不久后他“抑

郁”了——不与人说话，不上课，也不出宿

舍，白天睡觉，夜里刷手机打游戏，吃饭全

靠点外卖，状态持续了近半个学期。父母只

好把他领回家，半个月过去了，他还总是独

自在屋里发呆，只是偶尔提起觉得大学生活

没意思，希望外星人早点来地球接他。父母

带他来到精神专科医院，最终被确诊为“分

裂型人格障碍”。

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在儿童或青少年时

期往往独来独往，常有怪异的想法、语言和

白日梦，很可能会因为举止古怪而招来同龄

人的嘲笑，从而导致社交焦虑、在学校表现

不佳。成年的他们倾向于不相信他人，有古

怪信念，例如他们可能相信自己有特异功

能，可以控制他人、读取他人的思想或预知

未来。在社交场合，他们看上去总是显得僵

硬、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

感受。他们很难理解社交线索，如目光交

流。他们在社交场所待的时间越长，与人相

处越多，不但不会适应放松，反而会变得越

来越紧张，越不信任周围人。他们可能有不

同寻常的兴趣，例如了解超自然现象、灵异

世界或读心术等。除了自己的家庭成员以

外，他们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亲近的人际关

系。因为感到自己不合群，他们更喜欢独

处。

分裂型人格障碍会损害个体执行社会功

能的行为模式，主要影响为无法忍受与外界

建立亲近的关系，会有古怪的想法和行为以

及扭曲的现实感。具体表现有：认为日常

的、随机的事件有特殊含义或对自己有特定

的意义，即使这不是事实 （如新闻报道有地

方失火，他们会认为与自己有关联，可能是

自 己 导 致 的）； 认 为 自 己 有 某 种 特 殊 力 量

（如 千 里 眼 、 未 卜 先 知 、 能 读 取 他 人 的 思

想，或其他超自然能力）；感受到奇异的事

件 （如经常体验各种“灵异事件”、能感觉

到房间里还有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人，担心自

己的思维受到未知邪恶组织的监听控制）；

无依据地怀疑别人的行为动机，总觉得别人

想故意伤害自己或怀有敌意 （如认为周围人

互相轻声交谈是在背地里说自己的坏话）；

与情境或事件不相符的情绪或平淡反应 （如

提 及 自 己 被 开 除 显 得 很 轻 松 甚 至 兴 高 采

烈）；无视社会规范的行为或表现 （如有干

净衣服，仍穿有明显污渍的衣服出门或从不

与人目光接触）；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由

于对他人缺乏信任，导致极度的社交恐惧，

即使在熟悉的环境里社交也不会改善。

分裂人格障碍者的部分行为表现与精神

分裂症、抑郁症、双相障碍、其他精神病

性 障 碍 或 自 闭 谱 系 障 碍 的 某 些 症 状 重 合 。

另外，某些宗教信仰或传统文化习俗的群

体观念，比如萨满教或其他迷信活动中有

通灵、驱魔或预知未来等行为，在外界看

来像分裂型特质，但由于是所属亚文化群

体 的 传 统 习 俗 ， 不 能 够 据 此 诊 断 人 格 障

碍。因此，辨识症状具有一定难度，需要

经由正规专业精神科医生进行检查评估后

方可诊断。

对分裂型人格障碍有初步了解后，假

如您担忧自己或身边人可能正经历此类障

碍，应该尽早去医院及时就医求助。

如果你担心自己具有分裂型人格障碍，

请冷静客观地回顾，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产

生了那些奇异的感受和想法的，并尝试记录

其他符合分裂特质的表现。就诊时要告知医

生相关信息，有助于主治医生更精准地辨别

诊断。如果确诊，也请保持乐观，相信通过

药物可以减轻症状，有针对性的团体疗法也

可以帮助学习人际技能和缓解社交不适。患

者本人和家属可以一起接受家庭治疗，除了

增强对患者的支持资源，缓解过度焦虑，还

可以消除家庭成员之间的不理解和冲突。

作为社会公众，我们需要认识到，分裂

型人格障碍患者和我们一样，有感受和情

绪，被社交障碍困扰的他们，更需要被接

纳和支持。相处时，我们需尽可能地看到

他们古怪、孤僻的行为背后的恐惧，不需

试 图 说 服 或 教 导 他 们 放 弃 那 些 异 常 想 法 ，

只需温和陪伴，用自然的方式引导他们放

松并尽可能推介他们及时就诊。

（作者系厦门大学心理教育与咨询中心

签约心理咨询师）

独自沉浸在异想的世界里
——认识分裂型人格障碍者

骆琛

本报讯 （记者 陈晶） 为进一步引导广大市民树

立健康观念，推动实现 《健康北京行动 （2020-2030

年） 》 提 出 的 “ 成 人 肥 胖 增 长 率 持 续 减 缓 ” 的 目

标，7 月 11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体育

局 、 北 京 市 总 工 会 联 合 启 动 “ 北 京 市 民 健 康 体 重 行

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介绍，今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6 部门联合制定

《“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在全社会倡导文

明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营 造 对 体 重 管 理 工 作 的 支 持 性

氛 围 。 希 望 北 京 市 继 续 发 挥 首 善 之 区 的 引 领 作 用 ，

为 广 大 市 民 提 供 优 质 的 体 重 管 理 服 务 ， 同 时 也 为 全

国的体重管理工作提供更好的经验和案例。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王小娥表示，为进

一 步 引 导 广 大 市 民 树 立 健 康 体 重 的 理 念 ， 实 现 《健

康北京 （2020-2030） 》 行动计划提出的“成人肥胖

增长率持续减缓”的目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北京市

民 健 康 体 重 行 动 ， 通 过 运 用 线 上 互 联 网 技 术 以 及 线

下 的 健 康 教 育 手 段 ， 为 参 与 人 群 搭 建 学 习 知 识 、 同

伴 支 持 、 群 组 行 动 的 平 台 ， 鼓 励 每 个 人 从 自 身 做

起，科学管理体重，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伟总结多年医

学 减 重 专 科 门 诊 的 经 验 表 示 ， 对 于 公 众 来 说 ， 更 重

要 的 是 提 高 健 康 素 养 ， 改 善 致 胖 环 境 ， 如 果 因 胖 生

病 了 ， 应 该 实 施 医 学 的 手 段 ， 通 过 运 动 、 营 养 进 行

持续管理。他强调，体重管理是一场“持久战”，健

康生活方式是关键。

北京市民健康体重行动启动

近 年 来 ， 青 少 年 抑 郁 症 问 题 日 益 严

重，甚至导致自杀，引发社会各界对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高度关注。在临床工作中，

我发现很多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功能性胃

肠病的发生与心理因素、情绪问题等密切

相关，其中青少年群体发病也不在少数。

不 久 前 ， 有 位 高 二 学 生 前 来 问 诊 ，

自 诉 近 半 年 一 到 学 校 肚 子 就 痛 得 厉 害 ，

平常没有嗳气、 反 酸 、 排 便 异 常 等 典 型

的 消 化 道 症 状 ， 跟 我 交 流 的 时 候 眼 神 躲

闪 ， 而 查 体 时 腹 部 又 没 有 明 显 的 压 痛

点 。 其 实 ， 这 一 时 期 ， 青 少 年 思 维 活 跃

但 处 理 问 题 的 能 力 有 限 ， 与 此 同 时 还 要

承 受 较 大 的 学 业 压 力 ， 遇 到 问 题 如 果 不

能 及 时 从 家 长 或 老 师那里得到 帮 助 ， 容

易 产 生 抑 郁 、 焦 虑 等 心 理 问 题 ， 情 绪

问 题 可 导 致 躯 体 化 表 现 ， 从 而 出 现 各

种 身 体 不 适 。 最 终 该 学 生 确 诊 为 功 能

性 腹 痛 综 合 征 ， 通 俗 讲 就 是 情 绪 问 题

引 起 的 腹 痛 。

功 能 性 腹 痛 综 合 征 是 指 持 续 或 频 繁

发 作 的 腹 痛 ， 病 程 超 过 半 年 且 不 存 在 胃

肠 道 明 显 器 质 性 损 伤 的 功 能 性 疾 病 ， 常

伴 有 其 他 全 身 不 适 感 或 可 出 现 抑 郁 、 焦

虑 等 心 理 障 碍 。 青 少 年 出 现 反 复 发 作 的

慢 性 腹 痛 ， 如 已 通 过 胃 肠 镜 等 检 查 排 除

器 质 性 疾 病 ， 需 充 分 关 注 其 精 神 心 理 状

况 以 及 家 庭 、 学 校 等 诸 方 面 因 素 对 症 状

的 影 响 ，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可 作 出 功 能 性 腹

痛综合征的诊断，并进行规范的治疗。

抑 郁 症 归 属 中 医 “ 郁 证 ” 范 畴, 其

病 机 主 要 为 情 志 不 遂 、 郁 怒 ， 或 抑 郁 伤

肝 、 思 虑 伤 脾 所 致 。 中 医 认 为 ， 肝 经 、

胆 经 经 脉 在 循 行 时 经 过 小 腹 两 侧 ， 所 以

腹 痛 与 肝 密 切 相 关 。 情 志 不 遂 ， 肝 失 疏

泄 ， 则 气 机 郁 滞 ， 日 久 甚 至 留 瘀 ， 不 通

则 痛 ， 导 致 腹 痛 、 腹 胀 等 症 。 青 少 年 自

主 意 识 增 强 ， 如 家 长 疏 于 管 教 ， 恣 食 肥

甘 厚 味 或 生 冷 食 物 ， 会 影 响 脾 胃 运 化 ，

饮 食 积 滞 则 引 起 腹 痛 。 中 医 讲 的 “ 肝 脾

同 治 ”， 相 当 于 现 代 医 学 讲 的 “ 心 身 同

治”，就是注重精神心理调节与胃肠道功

能调节的结合。

逍 遥 散 是 肝 脾 同 治 的 代 表 方 ， 主 要

功 效 是 疏 肝 解 郁 、 健 脾 养 血 ， 初 期 仅 用

于 妇 科 调 经 ， 后 被 广 泛 用 于 临 床 各 科 ，

辨 证 加 减 治 疗 抑 郁 症 、 功 能 性 胃 肠 病 等

也 有 较 好 的 功 效 。 在 此 方 基 础 上 研 制 的

逍 遥 丸 、 加 味 逍 遥 丸 也 能 很 好 地 解 决 一

些以肝郁为主要特点的临床症状。

除 了 服 药 以 外 ，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还

应重视以下方面的养生调摄。

保 证 充 足 的 睡 眠 。 中 医 认 为 肝 主 藏

血 ， 顺 应 四 时 规 律 ， 按 时 就 寝 ， 保 证 适

当 充 足 的 睡 眠 ， 血 就 能 归 藏 于 肝 ， 肝 血

充 盈 则 每 天 精 力 充 沛 、 情 绪 稳 定 ； 如 长

期 睡 眠 不 足 ， 肝 血 得 不 到 滋 养 ， 容 易 出

现 眼 睛 干 涩 、 头 晕 头 疼 、 暴 躁 易 怒 等 不

适症状。

保 持 稳 定 的 情 绪 。 肝 在 志 为 怒 ， 怒

伤 肝 ， 过 激 的 情 绪 反 应 容 易 损 伤 肝 脏 ，

因 此 要 注 意 保 持 良 好 的 情 绪 ， 长 期 抑 郁

或 经 常 发 怒 都 会 使 肝 脏 气 血 失 调 ， 影 响

肝的疏泄功能。

适 量 饮 用 花 茶 。 比 如 ， 玫 瑰 花 可 疏

肝 解 郁 、 活 血 止 痛 ， 适 合 于 肝 气 郁 滞 型

的 青 少 年 ； 茉 莉 花 理 气 止 痛 、 温 中 和

胃 ； 白 梅 花 疏 肝 健 脾 、 化 痰 ， 适 合 肝 气

犯 胃 、 食 欲 欠 佳 的 青 少 年 ； 对 于 气 郁 化

火型的青少年，可饮用菊花茶清肝泻火。

穴 位 按 摩 疏 肝 气 。 可 选 择 合 谷 穴 、

太 冲 穴 ， 左 右 共 四 穴 ， 二 穴 相 配 伍 ， 功

能 启 闭 开 郁 、 调 畅 气 机 ， 可 治 疗 各 种 痛

症 、 郁 症 及 失 眠 等 。 可 以 用 拇 指 或 者 食

指 指 腹 按 揉 穴 位 ， 以 酸 胀 为 度 ， 每 次 操

作约 15~20 分钟，每天一到两次。

适 度 运 动 。 肝 主 筋 ， 肝 的 精 血 具 有

滋 养 全 身 筋 膜 而 主 屈 伸 的 功 能 ， 适 度 的

拉 伸 动 作 有 助 于 经 络 气 血 的 流 畅 。 青 少

年 可 以 练 习 八 段 锦 、 太 极 拳 、 瑜 伽 等 运

动 来 拉 伸 身 体 、 舒 缓 情 绪 ， 如 果 条 件 有

限，快走、慢跑也是不错的锻炼方式。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不 仅 关 乎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和 家 庭 和 睦 ， 也 关 乎 祖 国 的 未 来 。

家 长 及 老 师 要 关 注 孩 子 的 心 理 健 康 ， 帮

助 孩 子 正 确 认 识 、 处 理 碰 到 的 情 绪 问

题，创造更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外部

环境，提高他们应对各种生活压力事件的

能力。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

情绪问题可导致躯体化表现
全国政协委员 唐旭东

数 字 医 疗 在 我 国 医 疗 系 统

的 应 用 起 步 较 晚 ， 但 发 展 非 常

迅速。以 5G、AI、云计算等为

代 表 的 数 字 技 术 帮 助 医 疗 工 作

者 们 充 分 利 用 现 有 资 源 ， 发 挥

了 巨 大 的 价 值 。 数 字 化 临 床 试

验 、 辅 助 诊 断 、 疾 病 管 理 、 数

字 疗 法 、 医 疗 机 器 人 等 全 新 业

态 加 速 涌 现 ， 数 字 医 疗 领 域 呈

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

6 月 26 日 ， 北 京 安 定 医 院

推 出 了 精 神 心 理 专 精 大 模 型 产

品 PsychGPT。PsychGPT 依托国

家 精 神 疾 病 医 学 中 心 、 国 家 精

神 心 理 疾 病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中 心

的 科 研 团 队 和 人 工 智 能 团 队 共

同 开 发 ， 是 国 内 首 款 在 精 神 心

理 垂 直 领 域 、 面 向 临 床 医 生 的

专业级大模型产品。

PsychGPT 直 击 精 神 疾 病 临

床 诊 疗 痛 点 问 题 ， 功 能 亮 点 突

出 。 具 备 较 为 精 准 的 诊 断 能

力 ， 能 够 辅 助 基 层 医 生 和 年 轻

医 生 快 速 准 确 地 识 别 常 见 精 神

疾 病 ， 推 动 地 区 间 医 疗 水 平 均

质 化 发 展 ， 目 前 对 心 境 障 碍 的

诊断与金标准 MINI 诊断的一致

性已达 97%。

通 过 前 期 海 量 的 专 业 数 据

和 数 万 份 高 质 量 病 历 学 习 ，

PsychGPT 模型可以辅助诊疗决

策 ， 建 议 个 性 化 治 疗 方 案 ， 降

低 经 验 性 治 疗 的 试 错 成 本 ； 还

可 以 作 为 医 生 的 智 能 助 手 ， 实

现 智 能 问 诊 ， 快 速 生 成 格 式 化

病 历 ， 节 约 医 生 50% 的 文 案 时

间 ， 将 医 生 时 间 还 给 患 者 。 目 前 已 具 备 包 括 基 因 检

测、药物浓度、神经影像等多模态医疗数据的分析能

力，提供最新循证追踪，辅助医学考试复习和科普文

章撰写，成为精神科医疗和科研人员的“第二大脑”。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定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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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维护的

重要方面，它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6月

21日，第16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在哈尔滨

开幕，本次大会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

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 100余名知名心

理卫生专家和 1000余名心理卫生工作者将出

席会议，研讨、共议心理卫生事业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作用及未来发展趋

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丛斌院士在会上深入阐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呼吁大家深入研究和关注这一领域。

“躯体健康的基础在于心理健康，而心理

健康也一样需要通过适应和锻炼来不断提

升。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他们

的神经系统正处于发育阶段，心理健康的锻

炼和适应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因此，我们

需要多方联动，共同努力提升青少年的认知

能力、评价能力、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丛斌

在开幕式上介绍。

“人们常说运动有益健康，这通常指的是

躯体健康。然而，‘心理运动’对健康的益处

可能更为显著，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群体。”丛

斌提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运动可能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青少年心理健康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心理健

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整体生

产力。因此，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不仅是教

育 领 域 的 职 责 ，更 是 国 家 稳 定 与 繁 荣 的 基

石。”丛斌强调。

心理健康一样需要
通过锻炼来提升

本报记者 陈晶

●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 指出，心理健康风险已成为全球
十大风险之一。6月 21日，第16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在哈尔滨开幕，本次大会以“关
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怎样？如何保护好孩子的心理
健康，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来自医卫界的代表、委员、专家为此开方出招。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