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早期识别精神障碍
▲ 四川资阳市精神病医院  王明洪

精神疾病是一类影响人们思维、情感和

行为的疾病，它会对患者的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早期识别精神疾病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精神疾病的类型有哪些？

常见的精神疾病有以下几种：（1）抑

郁症，持续感到低落、丧失兴趣、喜悦感降

低、精力不足和自卑等情绪和身体症状；（2）

焦虑症，持续体验过度担心、紧张、恐惧和

焦虑等情绪，可能伴随恐慌发作；（3）精

神分裂症，包括幻觉、妄想、思维紊乱、情

感淡漠等症状，可能导致现实感知和认知的

扭曲；（4）双相情感障碍，交替出现情绪

高涨（躁狂）和情绪低落（抑郁）两种极端

情绪状态。

以上只是一些常见的精神疾病类型，实

际上，精神疾病是一类非常广泛的疾病群体，

每种类型又可以有不同的亚型和症状表现。

需要由专业的医生或精神健康专家进行评估

和诊断。

精神疾病的早期症状

精神疾病的早期症状因疾病类型和个体

差异而有所不同。早期症状可能是轻微且不

明显的，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早期精神疾病症

状。（1）情绪和情感变化。个体可能感到

情绪不稳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或

者出现情感迟钝，感觉无法体验到正常的喜

悦或兴趣。（2）思维和认知变化。疾病早

期可能影响个体的思维过程和认知功能，个

体可能注意力不集中，难以集中精力进行任

务，记忆力减退或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暂。思

维逻辑不清、速度变慢或难以组织和表达思

想。（3）行为和社交变化。早期精神疾病

可能导致个体行为和社交功能方面的变化，

个体可能出现社交退缩，对社交活动失去兴

趣，与他人保持距离。行为上可能表现出冲

动行为、自我伤害行为、药物或酒精滥用等。

（4）身体症状。某些精神疾病早期可能伴

随着身体症状，这些症状通常没有明显的生

理原因，但与精神压力和情绪不稳定有关。

常见的身体症状包括头痛、胃痛、肌肉紧张

或疼痛、食欲改变以及睡眠问题等。（5）

日常功能障碍。早期精神疾病可能对个体的

日常功能产生明显影响，个体可能感到无法

完成工作、学习或家务任务，丧失对自我照

顾的兴趣，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

怎样早期识别精神病

自我观察  如果感觉长时间处于沮丧、

情绪低落、无法享受平常感到愉悦的事物，

或者情绪波动频繁而无明显原因，这可能是

一个警示信号。

寻求专业支持  遇到情绪和行为问题，或

身体和认知功能出现明显变化时，寻求专业支

持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寻找心理医生、精神科

医生或临床心理学家，这些专业人士在处理精

神健康问题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了解家族史  研究表明，精神疾病具有

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近亲中有人患有精

神疾病，自身就可能携带了相关基因变异，

就更容易发展出相似的疾病，了解家族中

精神疾病的发生情况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潜

在风险。

定期接受体检  某些身体疾病可以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精神健康。例如甲状腺问题、

神经系统疾病、慢性疼痛或慢性疾病等身体

疾病可能会导致情绪变化、焦虑、抑郁或认

知问题。通过定期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可以

及早发现和治疗这些潜在的身体疾病，从而

改善精神健康状况。定期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时，可以与医生交流，让他们了解自身的心

理健康情况。

提前参与心理教育  了解有关精神疾病

的常见症状、风险因素和治疗选项的知识可

以帮助您更早地辨别潜在的问题。

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早期识别

的重要性非常关键。早期干预和治疗可以帮

助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减轻症状、改善生

活质量，并提供更好的长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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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些疾

病形成原因复杂，主要由生活方式、环境

危险因素、遗传因素、精神因素等引起。

具有以下特点 :（1）常见病、多发病；（2）

潜伏期长，发病隐匿；（3）多种因素共

同致病，生活方式、环境因素对发病有重

要影响；（4）一体多病，主要包括高血压、

冠心病、脑卒中等循环系统疾病，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系统疾

病，痛风、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

恶性肿瘤以及精神、行为障碍等。慢性病

通常为终生性长期存在的疾病，表现为逐

渐或进行性器官功能下降，病痛和伤残不

仅影响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而且还给家

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

健康管理是什么

健康管理是对个人的健康危险因素进

行全面监测，评估与有效干预的活动过程，

通过改善或改变健康服务手段，以最小的

投入来获取最大的健康改善效果。在健康

体检结果的基础上建立健康档案，给出健

康状况评估，并有针对性的制定个性化健

康管理方案，由专业人士为患者提供 1 对

1的指导与跟踪服务，让患者从社会、心理、

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的

健康维护与保障服务。

致病因素、健康风险评估

慢性病是在多个遗传基因异常的基

础上，长期紧张疲劳、不良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环境污染物暴露、忽视自我、

保健、心理调适能力差的众多高危因素

长期积累共同作用而发生。其中不良生

活方式是慢性病发生与发展的主要危险

因素，比如精神紧张、长期静坐、不健

康饮食、酗酒、吸烟等，而且各种危险

因素之间往往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

多因多果、互为因果。

除了吸烟缺乏体育锻炼与身体活动不

合理，饮食等主要行为危险因素可以诱发

慢性病以外，某些慢性病特别是癌症，其

发生可能与病原体感染或是由慢性传染性

疾病演变而成。

如何管理健康指导和干预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强健康意

识，适量运动，早睡早起，不熬夜，规律

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时间不

少于 7 h。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在咳嗽或者是

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勤洗手，不

用脏手触摸眼睛鼻子或口腔。

保持室内卫生  室内勤通风，保持干

净整洁，并定期消毒。

科学运动  科学运动，每天累积运动

量不少于 30 min，一周最少 5 次。

合理饮食  坚持安全合理饮食，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食用肉类与蛋类是

要煮熟、煮透。食物种类要合理搭配并

多样化，实现饮食平衡。每天要多吃新

鲜的蔬菜与水果，摄入高蛋白类食物，

多吃鱼虾类食物，少吃牛羊肉、猪肉。

同时每天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饮食少

油少盐、清淡饮食、进食要规律，且要

充足饮水。戒烟戒酒，避免吸入二手烟，

限制酒精摄入。

合理用药  根据医嘱备好充足的药

量，并且按时服药，不要随便停药，如有

需要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网络等多种形式

向家庭医生咨询健康自我管理情况。

总结

综上所述，慢性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一种疾病，而是一大类疾病，因此没有

统一的治疗原则，临床治疗时要根据不同

患者所患的疾病、生活方式、经济水平、

健康知识、健康意识、心理状况等不同，

采取针对性、个性化原则，共同点是需要

长期不间断的进行治疗。同时要对患者的

自身病情做好日常健康管理，确保疾病得

到较好的控制。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高龄孕妇增加，

发生胎儿出生缺陷的高危人群随之增加。通过

规范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能够及时发现胎

儿异常并避免出生缺陷的发生。下面为孕妈们

科普下有关于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一些知识。

什么是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产前筛查是指在孕早期和孕中期，通过

超声筛查、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等检

测手段评估胎儿出现染色体异常及结构异常

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产前筛查并非诊断，

检测出的高风险胎儿还需要通过及时的产前

诊断明确其是否发生异常。产前诊断是指通

过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等检测手段明确

胎儿染色体是否出现异常。目前常用的获取

胎儿细胞的方法包括羊膜腔穿刺、绒毛膜穿

刺、脐静脉穿刺等。

可以检出哪些疾病

产前筛查  超声可在早期发现无脑儿、

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等胎儿结构

异常。血清学筛查：评估胎儿患唐氏综合征、

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度。无创 DNA 检测

评估胎儿出现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及致病性

拷贝数变异的风险。

产前诊断  可以明确胎儿是否患有染色体

疾病及单基因遗传病。此外，产前诊断还可通

过影像学检查判断胎儿是否具有结构畸形、先

天性心脏病、消化道闭锁、脑积水等异常。

常用技术有哪些

血清学筛查  又叫唐氏筛查，通过采集

孕妇外周血并检测血清妊娠相关蛋白 A、甲胎

蛋白、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等血清学标志物，

然后结合孕妇孕周、年龄、体重等相关信息评

估胎儿患唐氏综合征、18 三体综合征以及开

放性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度。血清学筛查根据

检测时的孕周可分为孕早期血清学筛查和孕

中期血清学筛查。其中，孕早期血清学筛查

在孕 9~13+6 周进行，孕中期血清学筛查在孕

15~20+6 周进行。

无创 DNA 检测  采集孕妇外周血后使用

高通量测序检测血清中的游离 DNA 片段，通过

后续生物信息学分析评估胎儿出现染色体异常

的风险度。无创 DNA 检测主要适用于血清学筛

查临界风险的孕妇。此外，孕 20+6 周以上并

错过血清学筛查最佳时间的孕妇以及有介入性

产前诊断禁忌证的孕妇（包括先兆流产、发热、

出血倾向、慢性病原体感染活动期、孕妇 Rh

阴性血型等）也可选择此项检测。目前，无创

DNA 检测一般在孕 12~22+6 周进行。

介入性产前诊断  通过绒毛膜穿刺、羊膜

腔穿刺、脐静脉穿刺等侵入性操作获取胎儿细

胞，然后通过核型分析、染色体高通量测序、

染色体基因芯片、全外显子组测序等检测明确

胎儿是否患有染色体疾病及单基因遗传病。

产前诊断适合哪些孕妇

1.孕妇分娩年龄达到或超过35岁。2.血

清学筛查结果为高风险的孕妇。3. 夫妻双方

中一方具有染色体异常。4. 妊娠或生育过染

色体病患儿的夫妇。 5. 存在不明原因的自然

流产史、畸胎史、死胎或死产史的夫妇。6.夫

妻双方中一方患有单基因遗传病。7. 胎儿超

声检查提示异常的孕妇。8. 医师综合评估后

认为需要进行产前诊断的孕妇。

请注意，筛查并不是诊治，通过这些方

法可以把高危的人群检出来，以便提前采取措

施，将危害降至最低。此外，以现阶段的医学

水平不能做到所有的畸形都能在胎儿期筛查出

来，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做了产前筛查就能万

事大吉。

慢性病患者如何做好健康管理
▲ 深圳市保健委员会办公室综合门诊部体检科   文雅

这些知识孕妈们一定要知道
▲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张浩

来，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做了产前筛查就能万

事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