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社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群体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疾病管理、社会融入

及心理康复等多方面问题。然而，随着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创新，社区在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本文将探讨社区如何通过创新手段，重

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桥梁，助力他们

走向康复之路。

背景与挑战

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9 月，合并了原桂城医院精神科及

南海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

成立之初，该中心面临着多重挑战：未

推行网格化管理、精防医师数量严重不足、

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的各项指标，如检出

率、规范管理率等，难以达到国家标准，患

者在社区中的康复效果不理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管理服务质量和社区康复技术，桂城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决定推行精神科医师

网格化管理模式，通过专职化管理和增加人

员投入，探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的

新模式。

精神科医师专职网格化管理

组织保障与人员配置  为了保障网格化

管理模式的顺利实施，成立了多个工作小组，

包括管理服务领导小组、技术小组、绩效考

核小组和应急处置小组。这些小组在统筹制

定工作方案、计划总结、绩效考核、人员培

训、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人

员配置上，中心大力招聘精防医师，同时选

派全科医师参加转岗培训，成为具备精神卫

生专业资质的精防医师。

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实施  评估诊断与

建档，网格化管理从评估诊断与建档开始。

对于上级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确诊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精神科医师会在征得患者

和（或）监护人同意后，建立档案。同时，

社区内的精神科医师还会对疑似精神障碍

患者进行排查评估，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开展日常随访，内容涵盖危险性

评估、精神症状、服药情况、药物不良反

应等多个方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医

师会进行分类干预，确保病情稳定的患者

得到适当的管理，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得到

及时地处置。药物治疗与双向转诊由网格

精神科医师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药物治疗

服务。对于需要转诊的患者，医师会与上

级精神专科医院联系，预约病床，减少患

者的就医等待时间。社区还提供心理咨询

和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帮助患者缓解心理

压力，提高应对能力。

通过举办家属护理讲座和义诊咨询活

动，中心向患者家属传授护理知识和沟通技

巧，提高家属的护理能力，为患者的全面康

复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网格精神科医师对

辖区内出现的紧急情况进行迅速反应和妥善

处置，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中心还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

免费体检服务，及时发现药物不良反应并采

取措施干预。

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  为了确保服务质

量，中心成立了质量控制小组和技术指导小

组，负责日常的质量控制和技术指导。通过

定期组织人员培训和考核督导，不断提升精

防医师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

成效显著：从数字到生活的改变

精神科医师专职化管理后，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的各项管理指标均显著提升。检

出率、规范管理率、规律服药率、面访率、

体检率等关键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省市平均

水平。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精

神健康服务，病情波动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避免了反复住院的困境。长期稳定的病情

为患者走出家门、回归社会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总之，社区在助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

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加强制

度建设、打造专业康复平台、优化资源整合、

加强宣传教育等措施，社区可以为患者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帮助他们重建生活桥

梁，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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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数字时代，互联网如同一张无形

的网，将我们的生活紧紧相连，为儿童青少

年打开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然而，

当这份便利与乐趣逐渐演变成难以自拔的依

赖时，“网瘾”问题便悄然浮现，成为家庭、

学校乃至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儿童青

少年心理科的医生，我深感责任重大，希望

通过这篇科普文章，引导大家正确认识网瘾，

学习如何有效预防和干预，共同守护孩子们

的心理健康。

认识网瘾：揭开面纱，理解本质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网瘾并非

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术语，但它所反映的现

象——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系列心理、行

为和社会功能受损，却是真实存在的。网瘾

通常表现为长时间沉迷于网络游戏、社交媒

体、视频平台等，忽视现实生活中的学习、

社交和身心健康，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焦虑、

抑郁、睡眠障碍等心理问题。

为何儿童青少年易陷网瘾？

好奇心与探索欲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身

心快速发展的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网络世界的丰富多彩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探索

需求。

社交需求  在网络上，孩子们可以更容

易地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心事，获得

归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生活中

社交不足的遗憾。

逃避现实压力  面对学习压力、人际关

系紧张等现实困境，网络成了一个“避风港”，

孩子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暂时忘却烦恼。

家庭环境与教育方式  缺乏有效沟通、

过度溺爱或严厉管教的家庭环境，都可能促

使孩子转向网络寻求安慰或逃避。

走出网瘾的五大策略

增强自我意识，合理规划时间  鼓励孩

子树立时间管理意识，设定每天上网的时间

限制，并坚持执行。同时，引导他们认识到

网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实世界同样精彩。

丰富生活，培养多元兴趣  鼓励孩子参

与体育运动、艺术创作、阅读书籍等多样化

的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减少对网络

的依赖。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探索新领域，

增进亲子关系。

家校合作，共同监督引导  学校和家庭

应建立紧密的沟通机制，共同关注孩子的网

络使用情况。学校可以开展网络安全教育，

家庭则需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提供积极的

榜样示范。家长需要跟孩子制定合适的时间，

不能一刀切完全不给孩子玩的时间。当然，

也不能随便他玩，一般上学日

不建议给，周末可以使用 1~2

小时。

心理疏导，关注心理健

康  一旦发现孩子有网瘾倾

向，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

咨询师的帮助。通过专业

的心理疏导，帮助孩子认

识并面对自己的问题，学

会情绪管理和压力调节。

强化社会支持

构建健康网络生态

社会各界应共同努

力，加强对网络内容的监

管，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

环境。同时，鼓励开发更多

有益于儿童青少年成长的网络产

品和服务，满足他们的正当需求。

家长的角色：理解、支持与引导

作为家长，面对孩子的网瘾问题，首先

要保持冷静和耐心，避免简单粗暴地指责和

惩罚。要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

需求和困惑，给予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

要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兴趣爱

好 和 交 友 情

况，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和伙伴。

网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

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孩子自身的共同努力

来应对。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智慧和

耐心，引导孩子们走出网络世界的迷雾，拥

抱更加健康、充实和美好的现实生活。记住，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值得拥有

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未来。

走出网络世界，对网瘾说“不” 
▲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卢凡凡

重建生活桥梁：社区如何助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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