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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救援队驰骋疫情防控第一线
CSP2020 系列访谈聚焦精神学科建设、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健康愈加受到广泛关注。一场新冠疫情，更让广大民众认识到了精神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我国在 10 月 10 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宣传主题为“弘扬抗疫精神，护佑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重视和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给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弘扬精神科医生的抗疫精神、凸显精神医学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重要意义、探讨精神学

科建设、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9 月 18 日 ~22 日，在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的指导下，《医

师报》围绕 CSP2020“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精神医学”主题，邀请 11 位精神医学领域专家进

行 CSP2020 系列访谈。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论坛创新性地采用线上 + 线下的方式举行，由《医

师报》直播中心直播，并于京东健康、腾讯健康、腾讯视频、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微博健康、新

浪新闻及好医靠 8 大平台同步直播，共计收获 245 万人次在线观看。

抗击疫情  400 名精神科医生冲锋在前

疫情助推心理援助大踏步

分会全员行动共度难关

李凌江：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

疫情暴发后，中华医学会

精神医学分会带领广大精

神心理科医生践行“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的承诺，

义无反顾地在第一时间冲

到了抗疫一线，为疫情防

控贡献了重要力量。

分会发布了《同舟共

济 共抗病毒——中华医学

会精神医学分会致全国精

神心理科同仁倡议书》，

要求广大精神心理科同道

高度关注此次疫情，积极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号召、

组织全国精神心理科医生，

在不同区域、领域，开展

了大量科学普及工作。全

国累计开通 300 余条免费

心理援助热线，帮助公众

共渡难关。

同时，分会牵头组织

专家制定了《重大突发传

染病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防控期间精神障碍诊治流

程和路径专家建议》，供

相关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建议分精神病医院和综合

医院精神科两部分，从门

诊、住院和居家管理 3 个

方面提出详细的诊治流程

和路径，具有很好的操作

性和指导价值，对于预防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院内感

染发生和保障精神障碍患

者 医 疗 安 全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此外，分会还号召全

国精神心理科医生积极开

展科学研究与临床调查，

并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密

切联系，加强国际交流，

为全球抗疫提供一手经验，

带领全球精神心理科医生

共抗疫情。陆林院士作为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

全球研究路线图”的专家

组成员，参加了社会科学

工作组的网络讨论会，向

世界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

的 20 多位专家分享中国抗

疫经验及研究进展。

提供专业心理科普

陆林：新冠疫情对大

众而言是一个应激事件，

人们可能因此出现抑郁、

焦虑、恐惧、失眠等各种

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分

会积极响应国务院提出的

“提供专业心理科普”号

召，组织精神心理学专家

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全民心理健康实例手册》

《新冠肺炎医务人员心理

防护手册》等大量科普书

籍，各精神专科医院、综

合医院精神科、精神卫生

机构联手各类媒体、杂志，

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帮

助公众、患者和一线医务

人员降低疫情带来的不良

情绪，保证心理健康。

分会组织全国精神心

理科同道，针对应对心理

应激、保障公众精神心理

健康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

对各种心理救援模式、心

理危机干预的措施进行系

统的评估，向国际社会展

示了我国在相关方面做出

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宝贵

经验，对抗击疫情、共克

时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00余精神科医生援鄂抗疫

王小平：按照党和国

家的统一部署，由 400 余

位精神心理科医生组成的

国家心理医疗队分多个批

次先后前往湖北，为抗疫

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其

家属提供心理援助。2 月

21 日，我接到上级通知，

带领 50 位湖南省的精神心

理专家，其中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 15 名，加入国家

心理医疗队驰援武汉。在

武汉，我们一方面作为精

神科医生，与各省医疗队、

各学科医务人员进行多学

科合作，参与联络会诊，

对患者身心同治；另一方

面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

团体或一对一的心理支持；

此外，我们还针对一线医

务人员进行患者心理问题

识别与支持方面的培训，

让他们知道哪些患者需要

帮助，紧急情况下如何帮

助等。

陆林：疫情暴发之

初，大量患者涌向医院，

导致医疗挤兑现象的发

生。医务人员不仅面临

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也

面临着医学局限性带来

的无力感。焦虑、抑郁、

失眠是一线医务人员面

临的主要心理问题。

张宁：据 统 计， 此

次新冠疫情中，患者群

体发生精神、心理问题

的 比 例 在 10%~15%， 全

人群大概在 5%~8%，这

个比例虽然看上去不高，

但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

会给公众造成很大的心

理压力。

李凌江：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干预

的重点在于：首先，要

减少压力带来的心理应

激反应，以减少疫情对

公众精神的伤害；其次，

心理危机干预要高度关

注精神压力大、易感性

强的重点人群。而难点

则在于，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因此，应做好识别工作，

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

重点人群。

于欣：2003 年 SARS

暴发后，大家普遍没有

充分认识到心理救援的

重要性，心理救援呈现

出零星、自发和被动的

特点。我们曾对部分医

护感染者进行了随访，

发现即使经过 5 年的康

复，仍然有 50% 的人有

存在着中到重度的抑郁

情绪，同时，他们的躯

体也存在各式各样的疼

痛症状，还有人展现出

记忆、认知相关问题。

SARS 过后，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灾后心理援助技

术指导方案和组织条例，

并在各省份建立了心理

救援队伍。2008 年汶川

地震，国家及时派出多

支心理救援队伍，对伤

者、受灾民众和救援队

伍提供了专业心理帮助。

此次新冠疫情，我

国政府将心理危机干预

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

在短时间内组建多支以

精神科医生为主的心理

救援医疗队奔赴湖北，

开展心理救援工作，彰

显了党和国家在社会治

理层面的智慧和能力。

可以说，此次新冠疫情

的心理援助，较 17 年前

有了巨大的进步。

精神
PSYCHIATRY

张艳萍：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开展了哪些工作？

张艳萍：抗疫一线的医患双方面临着哪些心理压

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干预有哪些重点、难点

问题？近年来，我国心理援助工作又取得了哪些进步？

CSP2020“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精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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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5 名精神心
理专家驰援武汉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年会 (CSP2020)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尹晗  宗俊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