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抑
郁症、焦虑症。”专家表示，近年
来，一些知名人士患抑郁症的新
闻，让这种疾病逐渐被公众了
解。目前，抑郁症已是一种现代
社会常见的、严重且复杂的疾
病。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超过
3亿人患有抑郁症，遍布各年龄
段。

“抑郁症导致躯体症状常常
掩盖原有疾病，使临床医生不易
及时作出诊断，影响抑郁症的就
诊率、检出率以及早期诊断。”专
家介绍，目前公众对抑郁症的了
解更多地局限在情感症状，比如
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
迟缓、缺乏主动性、饮食和睡眠
差等。

在看诊过程中，专家发现，

很多时候病人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得了抑郁症，他们能为自己的
症状找到很多解释，有的认为自
己有一些其他疾病，或者只是心
情不好，有些病人会去综合医院
专门治疗躯体疾病的科室看病。

26岁的小晓发现自己精神
方面的障碍后，几次想去医院挂
号，到医院后她不敢询问精神科
在哪里。因为担心社会歧视，小
晓甚至她的家人有着各种各样
的心理顾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抑郁
症是和不正常挂钩的贬义词。因
为‘病耻感’，他们不愿意面对自
己的精神问题。其实，只要及早
发现、及时治疗，抑郁症的治疗效
果并不差。因此，积极就诊、寻求
规范治疗非常重要。”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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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抑郁症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有“病耻感”

▶近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发起“绿丝带关爱职场人群
心理健康科普活动”，让更多的职场人“关注心理健康、平衡工
作生活”。数据显示，目前有5400万中国人患有抑郁症，但
每10位患者中仅有2位寻求医疗帮助或接受治疗，其治疗率
远低于其他慢性疾病。专家表示，由于错误的观念，很多人不
愿承认自己有抑郁症，一些职场人特别在意他人的眼光，拖得
越久导致治疗效果越差，错失了宝贵的治疗时机。

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
会，人人都背负压力，为什
么有的人得抑郁症，有的
人却不会？专家用瓶子进
行比喻，如果是一个玻璃
瓶、一个塑料瓶，风平浪静
的时候看上去都一样，但
只要一摔，玻璃瓶就碎了，
也就是说有易感素质的人
容易得病。

专家表示，易感素质
有遗传也有后天因素。抑
郁症目前还未找到十分明
确的病因，但一般认为，导
致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有
二：第一，与个人机体的素
质有关系，包括个人的基
因、神经递质、神经细胞、
大脑神经网络、精神活动
等；第二，在机体素质存在
缺陷的前提下，受到外界
的不良刺激，就容易患抑
郁症。

“一旦被诊断为抑郁
症，仅仅听亲朋好友劝解
或自己瞎琢磨，想着自己
注意调整就能好，这都是
误区。”专家表示，抑郁症
是一种病症，而不仅是一
种情绪，指望抑郁症能靠
自己调养治愈，就像一个
高烧39℃的病人靠泼一
盆冷水治好、心脏病病人
多躺躺就痊愈一样是无稽
之谈。

“抑郁症有三大治疗
方法：药物治疗、心理治疗
和物理治疗。具体采用哪
种方式或多种方式配合治
疗，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决
定。整体来看，药物治疗
最为普遍。”专家提醒，抑
郁症治疗坚持很重要，患
者应严格按照医生的治疗
方案定期治疗，根据情况
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同
时，专家呼吁，精神科医生
要为病人树立信心，而患
者要信任医生，不要擅自
停药、换药。

综合新华社、长沙晚报

在儿童群体里是否也有抑郁
症的存在呢？有人会说，小孩子
天真活泼，没有那么多压力，哪来
的抑郁症？然而儿童抑郁症确实
存在，由于处于心理和身体的成
长阶段，儿童抑郁症可能带来的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儿童抑郁症通常由三个因素
相结合造成：遗传学、一个人生活
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身体发
生的事情。通常，患抑郁症的小
孩受一个以上的因素影响。

对于一个患抑郁症的孩子来
说，他们的生活可能有重大的挫
折或变化，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方
面有重大挫折变化，或者有抑郁
症家族史。

“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
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说，由于
各种原因，一些孩子可能出现抑
郁、焦虑等问题，常见的症状包括
烦躁、易怒、悲伤、失眠，甚至可能
出现自我伤害、自杀等倾向。

专家说，当前，青少年的心理
情绪受到同伴之间攀比压力、家
庭学业期望值过高、青春期、数字
媒体成瘾等多因素影响，抑郁的
低龄化趋势进一步为青少年群体
增加了成长负担。

专家介绍，半数抑郁症患者，
在14岁以前就已经显现相关症
状，但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及时的
治疗和重视。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发病率
越来越高，但由于社会认知不足、
专业医护人员有限、躯体症状多
于心理症状等特点，不少抑郁症
少年儿童难以得到及时诊断和治
疗。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资深接
线员孟梅经常接到许多十四五岁
孩子打来的咨询电话，绝大多数
是初三和高中学生。“和他们交流
后，我觉得很多是家长的问题。
有些孩子认为自己需要就医、服
药，但是家长不支持，觉得没有什
么大事，认为孩子只是不开心，想
开了就好了。”无奈之下，许多孩
子只能打来电话倾诉。

“目前，对儿童精神问题的宣
传还不够，很多家长老师的认识
不足。”专家说，有的患儿已经出
现幻觉、妄想等症状，但家长对孩
子的干预还仅限于去做心理咨询
层面，很可能贻误病情，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

专业医疗人员也相对匮乏。
专家表示，我国有3000万儿童青
少年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
题困扰，目前能够提供精神健康
服务的专业人员很少，专门看儿
童的精神心理医生更少。

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的发
展，许多孩子依赖手机、电脑等设
备，这些电子产品的有害光线对
身体也有影响。再加上他们每天
接触大量复杂信息，自身又缺乏
处理广泛信息的能力，都对他们
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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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资讯的迅速发展，
许多人遇到问题会第一时间上
网搜索。专家表示，社会的发展
带来了求医的增加，但精神疾病
非常复杂，同时大众对抑郁症存
在很多误解，容易将抑郁症与抑
郁情绪、抑郁心情混淆。

“抑郁症与正常人的心情不
好、心情压抑不是同一回事，不要
简单地把生活中抑郁心情判断为
抑郁症。”专家介绍，抑郁症有三
个特点：第一，抑郁症患者有很多
症状。除了心情不好外，还会出
现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兴趣丧

失、意志消沉、反应迟钝、自责、疲
惫等状态，甚至觉得生活毫无意
义、想自杀等；第二，这种状态持
续时间很长，几乎每天出现，持续
至少两周；第三，社会功能受到损
害，如无法工作、学习，不能与家
人正常相处，生活不能自理，不愿
跟人来往，甚至害怕出门。

专家提醒，并不是出现了上
述三种情况就一定是抑郁症，这
只是一个快速识别的初筛方
法。如果以上三个方面同时出
现，就要及时寻求精神科专业医
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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