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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16.6%！相当于

一百个人中有近 17 人会患上一种精神类疾病。这是国

际顶尖杂志《柳叶刀·精神病学》上最新发布的我国首次

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精神障碍包括心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

障碍、冲动控制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六大类。

“面对精神障碍患者，我们要做的，不光是用药物控

制症状，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康复帮他们回归家庭与

社会。”杭州市七医院精神障碍康复科主任汤剑平说。

典型案例
小伙总爱自言自语，原是精神出了问题

午后的阳光洒进窗台，悠扬的音乐在耳畔飘荡。一

小男生做累了习题趴在桌上小栖，走廊尽头的活动室里

则热闹非凡，打乒乓球的、下棋的、打牌的⋯⋯时不时就

传来阵阵欢声笑语。难以想像，这就是杭州市七医院精

神障碍康复病房的一个日常场境。

29 岁的小贾（化名），患精神分裂症 8 年。21 岁那

年，在当地工厂上班时，他突然对着空气狂飙脏话。他

说，耳边有人骂他，与他争吵。8 年来，他感觉稍微好一

点就停药，以致病情反反复复。因为自言自语的症状非

常严重，家人就把他送到这个精神康复科进行治疗和康

复。

康复科主任汤剑平回忆说：“小贾现在已重新找到

工作了。他刚到病房那段时间，常常一个人站在窗边，

嘴里念念有词。”

“有一次，我像朋友一样搭着他的肩膀问：‘你在跟

谁讲话？’”

几次之后，汤医生发现小贾的回答不太一样，有时

是因幻听在与空气对骂，而有时是因长时间没人说话，

他担心自己丧失说话能力，通过讲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训

练说话。

于是，汤剑平一方面通过药物控制小贾的幻听，另

一方面则反复找他谈心，告诉他讲诉自己的思考过程得

分场合，一个人的地方没有关系，但到人多的地方别人

见了会觉得异常，因此得适当控制。

果然，一个月后，小贾的自言自语明显减少。汤剑

平想了一个办法，让小贾先去乡下跟爷爷奶奶生活一段

时间，在空旷的田里劳作时自言自语不会惹来旁人的闲

言碎语。

如今的小贾，不但自己的生活能自理，而且还能很

好地照顾爷爷奶奶，有什么重活他都主动承担，碰到村

里的熟人也会笑着打招呼，自言自语情况基本没有了。

专家点评
精神康复是患者回归社会生活的关键

杭州市七医院副院长、杭州市精神康复学科带头人

施剑飞教授

精神康复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离不开医院的

专业康复、家庭的康复，以及社会环境的支持。

就拿小贾的康复过程来说，通过全方位的评估和耐

心的交流发现他特殊的自言自语，然后针对性进行药物

与认知治疗，待症状得到控制后再进入到家庭与社会环

境，最终一步步走回正常人的生活。

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时十分漫长。需要医生耐

心、细心，因人施治，考虑到康复的方方面面因素。

我们通过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住院环境，让患者

通过听音乐等娱乐活动，接受康复训练。

如今的精神康复已不是狭义的重性精神病的康复，

而是涵盖了所有精神心理疾病的大康复。预防、临床治

疗只有紧密结合后期康复，才能真正帮助患者回归社

会。相对于亚健康人群来说，通过康复也可以有效防范

精神疾病的发生。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李彬 金薇薇

我国近17%的人会患精神类疾病
杭州市七医院打造精神康复工程，帮助患者重返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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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七医院一直在推行一种基于全方位评估

的全程的个体化精神康复，终极目标就是帮助患者回归

社会，最近还因此入选了首批全国精神康复优秀单位。

为了增强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对精神康复的了解

和信心，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找到康复的希望和方向，全

面回归社会。杭州市七医院（杭州市精神障碍康复诊疗

中心）本周日将开展系列公益活动。

1、义诊：4 月21 日上午8 点~12 点，市七医院一号楼

3 楼，施剑飞、汤剑平、盘圣明、江长旺、陶云海、申变红

等专家提供义诊，注意请先到一楼导医台取号。

2、精神康复体验：4 月 21 日上午 9 点~11 点，市七医

院四号楼 6 楼，有康复团体训练体验（社会认知交互训

练）与认知功能评估及训练项目，注意需先经医生评估

方可领券。

“不听医嘱”，结果连连吃后悔药。这样

的浑事你犯过吗？

案例一：
不吃药、猛抽烟
第三次难逃鬼门关了

56 岁的老陆是临安人，身高 1.6 米多点，

体重却高达100公斤。

老陆是个勤快的生意人，早年养鸡，起早

摸黑，之后跑长途运输，白天黑夜连轴转，接

着做钢材生意，起起落落。辛苦、熬夜、情绪

波动，老陆的身体经受不住了。

“30 多岁就得了高血压，东奔西走，丢三

落四，也常常忘了吃药。”老陆说。

2017 年底，老陆突然胸口剧痛，得了让

人闻之色变的“急性 A 型主动脉夹层”。幸

运的是，被送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时，正好

遇上有国外专家团队在医院手术讲学，结果

是国内外专家同台为他手术。

可大难不死的老陆，又犯了老毛病，近两

年钢材生意好做了，他又忙了起来，吃药随

心情，抽烟抗疲劳，三周前，老陆在工作中

突然感觉出现持续性腹痛。当地医院检查

发现腹主动脉夹层瘤明显增大，有破裂风

险，他又被转到省人民医院，结果又是经受一

场大手术。

医生坦言，老陆第二次死里逃生实在是

命大，他接受的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在大

血管外科业内属于“皇冠”级别，国内只有少

数医院能独立完成，老陆也是浙江省第一个

接受这一高难度手术的病人。

专家点评：

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崔勇：再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否则，第三

次出现险情，绝没有好运气了。

对于高血压病人，不按时吃药，相当于把

自己的血管变成了炸弹，什么时候出现危险，

出现什么危险，都不在掌控之中。

案例二：
为了省钱不肯吃药
结果身体受罪还冤枉花钱

胡先生 52 岁，杭州人，患有高血压 10 多

年，因为身体没感到有何不舒服，尽管体检医

生都建议他吃降压药，可他从来不听。

理由是吃药太费钱了。

家人、医生劝他都不听，任性的胡先生遭

了殃——前不久的傍晚突然肚子痛，很快神

智不清，血压骤降到正常值的一半。

送入医院后发现他腹主动脉瘤破裂。最

终植入了覆膜支架，他才活了过来。整个抢

救费用花费了15万元。医生戏言：这个费用

如果折算成降压药，胡先生下辈子都够用了。

专家点评：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蒋劲松：

高血压对于血管的伤害是持续性的，特别是

在气温变化的时候，血管会为了适应环境而

发生收缩，这时候血压的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肠系膜血管、肾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

闭塞，而引起的缺血症状，都是跟血压控制

不佳有关，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服药，千万

别认为没有不适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

擅自停药。

案例三：
当年拒绝手术
10年后失去手术机会

胡先生花了 15 万元逃脱一劫，而 62 岁

的老徐却因不听医生劝告，结果连手术的机

会也没了。

上周，老徐肚子痛，眼睛发黄，检查结果

显示胆囊癌晚期，无法手术。

10 多年前，徐先生发现胆囊结石，当时

医生建议他做手术，可他并不在意。

等到察觉出身体不对劲时，他的胆结石

已进展到胆囊癌，并侵犯了胆管，在外科手术

中，这属于“禁区”。

专家点评：

浙江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成

武：戒酒、定期复查，肝胆胰有问题的人一定

要记住这两点，否则付出的代价会十分惨

重。肝胆胰领域，很多毛病在早期并没有太

多的指征，察觉不到，等到身体给出警报时，

疾病已重，如果确诊是肝癌、胆囊癌、胰腺癌，

治疗通常都十分棘手，尤其到了晚期，患者生

存率大大下降。

不听医生言，真的吃亏在眼前
有人换了人造血管，有人冤枉花了15万，还有人连命都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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