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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精神科疾病的种类与治疗越来越复杂!精神科疾病的治疗

难度随之增加!临床精神科医师急需一本系统介绍精神科疾病的专业书籍!鉴于此!我

们组织相关专业人员编写了这本"临床精神科疾病诊疗学#$精神科是临床医学的一

个分支!它是以研究各种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疾病的发展规律以及

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一门学科$

作为比较晚近出现的一门临床学科!精神病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其他学科

和新兴理论的冲击$由于精神病学广泛地涉及人的外在行为和精神活动!哲学理论%

政治运动%文化观念%艺术风潮都或多或少对精神病学的走向产出了一定影响$如果

不能将精神病学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看!在理解精神病学的演进过程时就

会出现困难$本书从我国基层精神专科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国内外有关的新资

料%新技术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篇主要介绍了精神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

论&下篇各论篇!对精神科临床常见疾病进行了介绍$考虑到国际上对精神疾病患者

的权益越来越关注和重视!我们单独分出一章对精神卫生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介绍$

同时!鉴于精神疾病护理的重要性!特别增加了精神疾病护理一章对其论述$

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出发!给临床医师一个清晰明了的诊疗指

导!在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中架设一座桥梁!使临床医师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诊断%治疗

的基本流程!提高专业技能$本书适合广大精神科医生%精神卫生工作者!以及综合医

院其他相关学科的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生参考使用$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临床精神科疾病诊疗学"编委会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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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绪论

第一节
#

精神疾病基本概念

一!精神与心理

精神即心理!两者同义"人的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脑的反映!大脑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器官!

精神活动是大脑这种高度分化物质的功能"人的精神活动不能脱离大脑而存在!同样!人的精神

活动亦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而发展"

二!精神活动及精神现象

精神活动及精神现象由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部分组成!其内容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

思维#情感#意志#行为#个性特征和倾向性等方面"人的精神活动是在适应和改造客观环境的实

践中进行的!通过不同层次的心理活动过程和接受#储存#利用信息的功能对环境和自身进行认

识#预测#调节和控制!使个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保持平衡"人类的精神活动按心理现象

的特征可分为心理活动过程和个性$人格%两种表现形式"所谓个性!是指某个体自身各个心理

活动过程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如个体的需要#兴趣#观念#气质#能力#性格等

心理倾向相对于心理活动过程而言要稳定得多"

三!精神疾病与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大脑功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

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如重性精神病#神经症#精神发育迟滞#人

格障碍等"在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精神障碍一词来取代精

神疾病的概念"所谓精神障碍是指任何先天或后天的心理障碍!其含义广泛!是一个不严密的术

语!包括一系列轻重不一的精神症状与行为异常"这些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给个体带来痛苦!

使其社会功能受损!如生活自理能力!人际沟通与交往能力!工作#学习或操持家务能力!以及遵

守社会行为规范能力的损害等"精神障碍的形成与发展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有先天或自幼便持续存在的!如精神发育迟滞"但大多数是所谓后天的!即在原来心理状态

正常的群体中!在有或无诱因作用的情况下发病的重性精神病性发作或症状较轻的神经症性发

作"关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主要依赖于症状群的特征与病程"就目前而言!常见的精神障碍并没

有可作为诊断依据的器质性病理基础!未能发现特异性病因"因此!准确把握精神病理现象$即

临床表现%的规律与特征!是诊治各类精神障碍的关键"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应根据不同的精神

障碍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分别采用各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职业治疗#社会家庭康复治疗和护理

等综合性措施!在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指导下进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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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病学

按古希腊语的解析!

#$

%

&'(

即精神#灵魂之意!故精神病学被定义为'治疗灵魂疾病(的医

学!是古代医学的一部分"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是以研究各种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的病因#发

病机制#临床病象#疾病的发展规律!以及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一门科学"它是临床医学的一

个分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范畴亦日渐扩大!专

业的划分更加深入和专业化!目前精神病学有临床精神病学$其中包括普通成人精神病学#儿童

精神病学#老年精神病学%#司法精神病学#联络会诊精神病学#精神病流行学#社会精神病学#社

区精神病学#职业精神病学#跨文化精神病学等"进
)*

世纪
+*

年代!国际和国内广泛采用精神

卫生和精神医学的术语!其含义较传统的精神病学更广泛!它不仅包括研究各类精神疾病$或精

神障碍%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病象#治疗与两防!同时还包含研究与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对人体

健康和痍病的作用与影响!以减少和预防各种心理或行为问题的发生等内容"可见!广义的精神

卫生或精神医学的内容包括传统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两方面"

"亓高超#

#

第二节
#

精神病学简史

精神病学的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发展速度与水平受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学科

水平#意识形态#哲学观点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对于理解精神病学发展的

现状!展望与筹划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简言之!世界精神病学的发展史可分为四十阶段!即远

古阶段#中世纪阶段#近代史阶段和现代史阶段"

一!远古阶段

远古阶段的精神病学发展!主要表现在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精神病的认识上"公元

前
,-*!"++

年!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首先认识到精神病是脑活动破坏的结果"认为脑是思维

的器官!精神异常是一种病!是可以治疗的"进而提出了精神病的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内有

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基本体液!此四种体液的正常混合保持了人体的健康!如若其中

的某一种过多或过少或相互关系失常!人就会生病"如人体内黑胆汁过多!进
.

脑内!干扰和破坏

脑的活动!人就会患抑郁症"同时!希波克拉底还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分类"首先划分出痛痫#躁

狂#抑郁#产耨精神病#酒精中毒性谵妄和痴呆等!并分别做了描述!由于希渡克拉底的贡献!故被

后人称颂为科学的医学奠基人和精神病学之父!此外!此时期还有不少学者如公元前
"

世纪的阿

雷提阿斯!公元前
/)0!1-

年的阿斯克勒披亚底斯!以及后来的奥雷里安纳斯等均分别对精神病

的分类!病因的假设!以及音乐#改变生活环境#工作娱乐和简单的物理#药理#心理等措施治疗精

神疾病方面做出过重大贯献!为精神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纪阶段

从公元
,+-

年至
/+

世纪资产阶级兴起的漫长历史阶段!医学为神学和宗教所垄断!娃在黑

暗时期!对精神病的看法大大后退"精神患者被视为魔鬼附体!以拷打#烙烧以及驱鬼等恪无人

遭的手段对待!无数精神患者受到残酷的迫害与摧残"更有甚者!对此类恶行持批评态度#伸张

正义的学者也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杀害"此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

,

&

临床精神科疾病诊疗学

3



三!近代史阶段

/0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对精神病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是近代史阶段精神病学发展的主要

特征"此时期!由于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科学快速进步!迷信受到巨大打击!致使医学逐渐摆脱

了中世纪唯心主义及神学的束缚!精神病学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精神病真正被看作需要治疗

的疾病!精神患者被看作是社会的成员"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精神病学家比奈尔$

#23(4

!

/+1,

!

/0)-

%!他是法国第一位被任命的'疯入院(院长!他对精神病院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将

'疯入院(变为真正意义的医院!解除了患者的铁链和枷锁!将患者从终身囚禁中解放出来!使医

生对患者精神症状的研究成为可能!进而发现了错觉和幻觉的区别!对'环性精神病(等精神障碍

进行了描述!对麻痹性痴呆进行了临床和病理解剖学研究!使法国的精神病学有了显著进展"应

该指出!在
/0

和
/5

世纪的德国!仍然存在两个观点对立的学派!即所谓'精神学派(和'躯体学

派("受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精神学派认为精神病是精神和灵魂本身的病!是罪恶和

居心不良所致!主张由哲学家进行道德教育!不应由医生治疗"而躯体学派认为!精神病是躯体

原因所致!应从躯体变化去寻找病因!积累资料和经验以利于疾病的治疗!这种观点体现了唯物

主义的科学精神!对当时精神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现代史阶段

自
/5

世纪中叶至
)*

世纪
,*

年代!自然科学包括基础医学如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发

展!以及大量临床资料的积累!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发展"最突出的进展是德国
672($23

8

(7

在

/0,1

年提出的'精神病是脑病变所致(的观点"而后!在
/5

世纪末至
)*

世纪初期!德国学者克

雷丕林提出了临床疾病分类原则!即认为精神疾病是可根据其客观的生物学规律进行分类的!每

一类精神疾病均应有其独特的病因!特征性的精神症状和体征!典型的病程和病理解剖改变!以

及与疾病本质相关的预后和转归"认为具备上述特征的疾病!可视为本质上有别于其他疾病的

独立疾病单元"据此理论!克雷丕林首次将早发性痴呆$现称为精神分裂症%视为独立疾病单元!

并认为青春痴呆#慢性系统性妄想症#紧张症和早发性痴呆是同一疾病的亚型"认为躁狂症和抑

郁症临床表现虽然相反!但本质上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而首先由他命名为躁狂抑郁性精神

病"进入
)*

世纪初至
,*

年代!还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精神疾病的命名#分类#病因#发病机制

进行过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大脑解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与探索"如布鲁勒提出的以精神分

裂取代克雷丕林的早发性痴呆的命名和精神分裂症的'

,9

(症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阿

道夫&麦尔的精神生物学说以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等!都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

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
)*

世纪
1*

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
)/

世纪以来!当代精神病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众多基础学科如神经生理学#神经生化学#精神药理学#神经免疫学的迅速发展!分子生物学理论

与应用上的长足进步!电生理学#脑影像学#心理测查等新技术在精神疾病的诊治和研究中的广

泛应用!特别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乃至人类学的理论在精神疾病以及心理行为问题的病因#治

疗#预防与康复等诸多领域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彰显了人类对疾病$特别是精神病%本质的认

识发生了根本眭的变化"现今!人们不仅能深入到分子水平!如神经细胞膜#受体#酶和氨基酸的

分子水平去探索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而且还十分重视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对精神疾病和

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的致病作用"以生物#心理和社会三维的整体观念#结合现代高水平的基础

医学理论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技术去研究疾病本质和善待患者是当代'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

模式的理论核心"这种疾病观念的质的飞跃是标志当代精神病学迅速发展的里程碑!

)/

世纪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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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正以惊人的速度和史无前例的辉煌成果与时俱进"

回顾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是从建国前基础十分薄弱#到
)*

世纪
1*

年代初期重新起步#再

到
+*!0*

年代迅猛发展#直至
)/

世纪与世界精神病学发展潮流全面接轨的漫长发展阶段!取得

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
)*

世纪末到
)/

世纪初!我国精神病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

交流#精神疾病流行学调研#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涉及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制建设#国际学术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发展迅猛!成果显著"为新世纪我国精神医学跃居世界先进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亓高超#

#

第三节
#

精神病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

在现代医学中!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由人体内中枢神经

系统与其他生理系统密不可分的生物学基础所决定的"大脑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高级部分!对

来自体内外环境的各种应激发挥着协调#筛选和整合的主导作用"因此!大脑的功能活动与其他

生理系统的功能活动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共组平衡!以维系人体功能的正常运转"正常情况下!

人体内分泌功能的生理变化!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脑功能的明显变化!反之亦然"病理

情况下!这些变化会十分剧烈而持久"临床上!各种躯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内分泌功能紊乱#营

养代谢性等疾病均会影响脑功能而出现精神症状或诱发各种精神疾病"反之!脑功能紊乱同样

会产生一系列内脏自主神经功能#代谢功能和内分泌功能明显且持续的失调"不少精神疾病患

者!如抑郁症患者发病期间可出现月经紊乱#闭经#食欲下降#体重减轻#便秘#失眠和自主神经功

能紊乱等症状"尤其应注意的是!神经系统疾病与精神疾病常互为因果!同一疾病过程中既可有

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和体征!又可有精神症状!两者并存"上述两类患者患病时!都会就诊于综

合医院各临床科室或精神病科"可见!精神病学与其他临床学科特别是神经病学的关系何等密

切"有鉴于此!综合医院临床各科的医护人员!要高度警觉各种躯体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患

者会出现精神症状或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在诊治各类躯体疾病的过程中!掌握识别和处置精神疾

病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样!精神科医生亦应学会常见躯体疾病的诊疗技术"对于严重的或复

杂的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共病问题!应在临床医学各科间!通过发展联络一会诊精神病学加强与

精神科之间的会诊来解决"

当今人类已充分认识到精神病是脑的疾病!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迄

今绝大多数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阐明"围绕着精神疾病病因学的问题!近
"*

年来!

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众多基础科学研究!如分子生物学#神经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神经生化学#

精神药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及相关的新技术!如影像技术#放射免疫技术#微量测定与微观技

术等都纷纷应用于精神病学的研究中!建立了相应的基础医学研究分支和学科!积累了大量与精

神疾病病因及发病机制有关的宝贵资料!为最终揭示精神疾病病因及推动精神病学的发展奠定

了广泛而深入的自然科学基础"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医学的发展!是精神病学发展的关键所

在!精神病学的发展!有赖于应用先进的基础医学理论和技术逐步揭开正常脑功能和脑功能紊乱

的奥秘"另一方面!基础医学也在精神病学的研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此外!精神病学与基础医

学的关系还表现在*人们对情绪及心理活动如何影响躯体功能和心身健康#心理社会刺激与疾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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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等问题越来越关注)运用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和心身医学等基础学科的原理解释精神

障碍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指导精神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工作的趋势日益明显"这进一步

显示!精神病学与基础医学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

"亓高超#

#

第四节
#

我国精神病学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世界精神病学的发展洪流一直推动着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作为临床医学的一个学科!我

国精神病学的发展!自
/**

年前至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相对落后到全方位与世界现

代精神病学发展前沿接轨的发展历程"

)*

世纪
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
)/

世纪后!公众对精

神卫生在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心身健康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精神卫生是

我国当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着国民的整体素质#社会稳定和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的理念已渐成

共识"

)**1

年
5

月
)/

日!卫生部在+关于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中提出*

'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是对人的根本关注!国民精神健康和享有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

家社会稳定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

年
/*

月
//

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

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

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体现了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

到心理健康$即精神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深远影响!并将精神卫生工作提升

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认识的提高!观念的改变!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有力地

推动着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精神病学在学科建设!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规模#服务性

质与范围!专业技术队伍的数量#质量与学术水平!教学与科研工作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展十分迅猛"迄今!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发展方针!遵

循着'政府领导#社会参与#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策略!逐渐形成了集医

疗#教学#科学研究#防治与康复#对外交流#社区服务和精神卫生的宣传与教育为一体的#较为完

整的学术和管理体系!对提高全民心身健康水平!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促进精神卫生

事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综观世界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现况以及临床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水平!我国精神病

学的发展仍相对滞后!困难和问题繁多!任务十分艰巨"当前!精神障碍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心理行为问题日益凸显

各个年龄段及不同职业人群的心理行为问题突出"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行

为以及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违法犯罪突显"

+*:

的老人#

/-;1:

的大学生#

)5;":

的公务员#

"":

的高校教师和
1);):

的中小学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问题"

,);/:

的医护人员有一定

程度的情绪衰竭现象"

/0:

!

)0:

的农民工伴有焦虑#抑郁症状"同时!自杀已成为突出的社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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