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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青少年抑郁障碍中西医结合防治指南》解读

构建全社会参与的青少年
心理健康支持系统

家校医合作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护航

接纳并理解孩子情绪   构建安全亲子关系

5 月 14 日，由中华中

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

组织编写的《青少年抑郁

障碍中西医结合防治指南》

在网络首发。会上，郭蓉

娟作为该指南的作者之一

进行了解读。

她表示，青少年抑郁

障 碍 呈 现 高 患 病 率、 高

致 残 率、 高 自 杀 率、 高

疾病负担及高复发率的

特 点， 对 社 会 及 个 体 构

成 重 大 挑 战。 指 南 的 制

定旨在应对这一严峻形

势， 通 过 中 西 医 结 合 的

方 式， 提 供 更 为 安 全 有

效 的 防 治 方 案， 以 应 对

青少年抑郁障碍问题。

她介绍，该指南的编

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证

据，采用循证医学方法，

整合了中医与西医的治疗

优势，由跨学科专家团队

共同完成，包括心理、精神、

神经科学、中医、药学和

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的专

业人士参与。内容涵盖了

青少年抑郁障碍的临床表

现、诊断标准、常见危险

因素、治疗策略及康复预

防等方面，旨在规范中西

医结合治疗方法，提升临

床疗效。

治疗策略强调全链条

干预，从预防、早期筛查、

轻中重度抑郁的治疗到康

复及预防复发，均提出了

具体建议。同时，郭蓉娟

还特别提到，在临床实践

中应将国学智慧融入治疗，

如禅宗的顿悟、道家的自

然和谐、儒家的责任担当，

以及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

一，这些都是促进心灵成

长的宝贵资源。

郭蓉娟总结道：“青

少年抑郁障碍的防治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指南的推出

仅为起点，未来还需更多

高质量研究以不断完善。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青少年

不仅治愈抑郁，更要实现

心灵的成长与坚韧，为他

们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青少年心理健康促

进是一项复杂且涉及多部

门、多环境的系统工程，需

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协同

推进三级预防体系的实施，

确保青少年在健康、支持性

的环境中成长。”刘靖与陈

剑华在此领域的洞见为观众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强

调了多方协作在青少年心理

健康促进中的关键作用。

刘靖首先从影响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多元因素入

手，揭示了遗传、环境、

个体特质、家庭及学校环

境、社会文化等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她

特别强调了家庭中父母的

身心健康、教养方式、婚

姻状况及经济条件对孩子

的深远影响，同时指出学

校中的学习压力、同伴关

系、教育方式、校园霸凌

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媒

体和网络环境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潜在威胁。

陈剑华强调了科学育

儿方式和科普宣传的重要

性，以引导父母正确行动，

避免不当养育方法。他分

析，青少年心身问题诊疗

延误的原因包括社会因素、

药物治疗的误解等，并强

调信息时代的挑战。为此，

他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如学校建立友好环境、心

理健康教育的系统融入、

家长学习专业知识营造健

康家庭环境，以及社会层

面构建多维度心理救助网

络，提升服务规范化，增

强科普宣传，以促进全民

心理健康素养，增强社会

对心理问题的包容性。

针对宣传教育月提出

的“理解、关怀与参与并重”

的良好生态构建，会上，

专家从理论研究与临床实

践双重视角切入，探讨了

精神健康专家在青少年心

理健康促进中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识别、干预和支

持策略上的深化。

刘靖以注意缺陷与多

动障碍（ADHD）为例，揭

示精神障碍在青少年中的

普遍性与复杂性。她指出，

由于社会的病耻感和误

解，ADHD 等精神

障碍往往被遮

掩藏，导致

家长和教

育 者 难

以正确

理解。

刘

靖 强

调， 要

深 化 对

这 些 精 神

障碍本质的

认识，明确它们

是神经发育问题的体现而

非个体行为问题，以此消除

误解。在临床实践层面，她

倡议推广科普教育，促使家

庭和学校能及早识别问题，

建立家庭、学校与医院间的

协作生态，确保早期干预和

有效治疗。刘靖进一步呼吁，

鉴于精神障碍的长期影响，

构建理解关怀体系对于早

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以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陈剑华从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的全程关注角度，

特别是早期发现、家庭与

学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的重

要性进行了阐述。他举例，

青少年的情绪低落和成绩

波动可能被忽视，直至确

诊抑郁后家庭和学校才恐

慌。确诊前，仅指责学习

态度和成绩，确诊后却紧

张，对孩子的管理放松。

他强调，孩子可能因边界

模糊而行为极端化，此时

需要家长与教师紧密沟通，

形成治疗联盟，以科学和

积极态度应对问题。

“良好的家庭环境与

亲子关系是孩子健康成长

的基石，尤其是在出生至

独立期间，对孩子的个性

塑造和心理健康有着深远

影响。”刘华清探讨了依

恋理论视角下的儿童心理

健康与亲子关系构建，强

调了早期亲子互动对于儿

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性。

刘华清通过两个典型

案例阐述了不同亲子互动

模式对孩子性格和未来行

为习惯的不同影响，强调

了温暖、及时响应的亲子

关系对孩子形成安全依恋

的重要性，这种安全依恋

有助于培养孩自信、共情

能力和情绪自我调节技能，

为成年后建立满意的人际

关系打下基础。

他进一步指出，安全

依恋的建立关键在于父母

能够与孩子在情感上的同

步，接纳并理解孩子所有

情绪的存在，包括负面情

绪，同时保持情绪的稳定

性，这对于 0~5 岁儿童大

脑发育尤为关键。刘华清

还提醒，父母应避免非必

要的亲子分离，特别是创

伤性分离，以免影响孩子

的大脑发育和情绪社交能

力，同时提倡有效沟通与

正念练习，帮助父母管理

自身情绪，以积极的心态

影响孩子。

此外，刘华清还强调

了高效亲子沟通技巧，如

幽默、保持好奇心、接纳

孩子冲动愿望及理解孩子

感受的重要性，并提倡夫

妻关系应优先于亲子关系，

良好的夫妻关系能为孩子

树立正面榜样。他鼓励父

母通过正念冥想、自我关

爱活动及积极情绪培养等

方法维持自身心理健康，

以 便 更 好 地

支持孩

子。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不仅关乎个体的成长，更关乎国家的未

来。”郭蓉娟强调，青少年所承受的多元压力，
包括学业重负与网络影响，可能导致诸如焦虑、抑

郁等心理困扰，进而波及健康，影响学习与未来。因此，
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提高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
对于他们的全面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融合心现
代科学与传统医学智慧，推崇尊重个体发展规律，强调

中西医优势互补，乃解决心理健康议题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携手共进，以强“心”健“身”

为目标，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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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青少年面临的心理挑战日益严峻，心理行为问题及精神障碍的阴影悄然扩大。《中国国
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揭示：2020 年，我国青少年中，有 24.6% 检测出存在抑郁风险，重度抑郁风险更是触及了 7.4% 的高点。

为进一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专业指导，《医师报》主办、康弘药业公益支持的“强‘心’健‘身’赢未来——关
注青少年心身健康论坛”于 5 月 28 日召开，这是教育部开展首个宣传教育月以来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举措。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郭蓉娟强调，作为心理健康领域的实践者，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心理环境，是每位
医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医师报》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起点，携手多方力量，将各位专家的洞见转化为实际举措并落地，共同为青少年
营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论坛汇聚了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党委副书记、儿童

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刘靖，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

任医师陈剑华，北京回龙观

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刘

华清等权威专家，他们为青

少年心身健康教育领域带来

了新的思路与活力。

活动在医师报直播中

心——医 TV 进行直播，新

浪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党

媒客户端、百度健康、搜狐

视频、医师报视频号矩阵等

十余个平台同步直播，共收

获 61.2 万人次在线观看。

“强‘心’健‘身’赢未来——关注青少年心身健康论坛”召开

多方共筑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