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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大健康

杭七院专家正在做青少年心理健康义诊

学科带头人陈致宇学科带头人陈致宇

全方位促进青少年
心理健康

杭州市七医院始终高度重

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诊疗工

作，在临床工作的基础上，

2008年1月正式申报成立杭

州市II类重点专科精神病学，

在学科带头人陈致宇的带领

下，组建了精神疾病早期干预

专家团队，学科经过10年的发展，

成员涵盖临床诊疗、神经认知、脑结构

及功能影像、分子生物学检测、基因检

测等方面。

医院在浙江省内率先开设早期干预门诊，积极筹建青

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促进）中心。现设定青少年心理健康诊

疗（促进）中心住院开放床位 45 张，开展青少年心理教育、

心理健康素养培养、认知行为治疗、ERP、正念疗法、森田治

疗、rTMS、家庭治疗等治疗技术和精神疾病早期药物干预

治疗。

为更好的满足大众不断增长的精神卫生需求，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杭州市七医院将于5月4日正

式挂牌成立“杭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促进）中心”。

据了解，中心制订了诊疗规范与流程，并由精神科中

高级职称人员组成专家库，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的医

疗服务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日常

诊疗工作。借助杭州市心理健康促进服务平台，积极开

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广大民众对精神疾病早

期干预的知晓率和就诊率。

同时，在和现有在杭高校的合作基础上，结合精神疾病

早期干预专科技术优势，加强心理危机事件预防工作，实现

早发现、早干预，全程治疗管理。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医学院

精神卫生中心的品牌优势，大力推进与浙江大学等高校的

紧密合作，畅通大学生心理危机和精神疾病诊断、转 介、治

疗的“绿色通道”，构建起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

体系新模式。

5月4日上午，杭州市七医院将举行杭州市青少年心理

健康诊疗（促进）中心成立仪式，届时（10:00~11:30），院内 4

号楼前，专家还将现场为有需要的人答疑解惑。

咨询专家——
青少年心理：陈致宇、王奕權、江小英

强迫症：唐文新、朱丞

双相情感障碍（躁郁）：夏泳、杨艳、赵勇

抑郁症：谭忠林、朱春燕、孙裕勇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李彬 金薇薇

“我感觉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喘不上气来，有时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但又想

着对不起家人，所以没勇气去做那件事。”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出这句话的是个才上初二

的孩子。小姑娘声音低沉，眉头紧锁，两只眼睛里充满无助。

放眼周遭，如今出现心理状况的青少年并不在少数。一项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大约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遭受心

理健康问题的困扰。

青少年处于个体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作为青少年的重要资源，

对其正向发展至关重要，反之则是影响其个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

开展规范化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已成为关乎社会发展、家庭幸福的急需解决的命题。

少年强，则国强。杭州市七医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青少年心理健康诊

疗（促进）学科带头人陈致宇教授表示，

杭七院作为浙江省最大的精神心理疾病

专科医院，一直致力于青少年心理健康

促进。

今后，也将继续秉持这份责任与义

务，集全院相关专家团队的力量，并与浙

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紧密合作，成立“杭州

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促进）中心”，为

全省乃至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推波

助澜。

“拼尽全力也进不了前十?”
初二女生天天哭着问自己

“医生，为什么我拼尽全力也进不了

前十？你说是不是我智商比别人低？”面

对小依（化名）的一连串提问，连资深青少

年心理专家王奕權竟也一时语塞。

小依从小成绩优秀，进了某民办初中

以后，也一直稳定在年级二十多名。但她

对自己并不满意，总想着再努力一把，可

以冲进年级前十。然而，行进在金字塔顶

端，每进一步都很难很难。

在初二的第一个学期，小依卯足了

劲想要发力，可收效却如一拳打在了棉

花上。可能是因为过度紧张，她竟没办

法集中注意力上课，尤其是本身就偏弱

的物理课，她感觉完全没听懂，作业不会

做，课后想弥补却怎么也跟不上。这种糟

糕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学期末，考试成绩

更是给了她沉重一击，非但没有进步，反

而一下掉到了年级七十多名。

当时，小依就觉得自己完了，放寒假

的前半个月时间，她天天在房间里哭着问

自己：“为什么我拼尽全力也进不了前

十？”

那是妈妈第一次带小依求助王奕權，

经综合评估，王医生给开了抗抑郁的药，

并叮嘱趁寒假适当做点别的事，学习的事

先放一放，免得孩子继续钻在牛角尖里。

因受疫情的影响，学习不能如期开

学，小依在家上网课倒还觉得不错。可上

周开学，学校先来了场摸底考，小依考了

五十多名，比上学期期末有进步，但因为

没达到她的理想成绩，她的心态便又一次

崩了。任凭妈妈、老师、同学怎么劝都听

不进。

再次找到王奕權医生时，她竟然说：

“我感觉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喘不

上气来，有时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但又

想着对不起家人，所以没勇气去做那件

事。”妈妈知道后直接被吓得瘫倒在地。

所幸，经过及时的心理疏导，小依的情绪

已逐渐稳定。

青少年情绪问题频发
建立亲子沟通是解决关键

无独有偶。一位高一男孩的妈妈焦

急地找到陈致宇教授，说一个长得高高大

大的小伙子动不动就哭，她非常担心，甚

至怀疑儿子的性取向会不会有问题。

结果仔细询问发现，这孩子只是存在

情绪表达的问题，比如当遇到不顺心的事

时，他不知道该怎样发泄，从小到大只会

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出在亲子关

系上，在情绪表达方面，家长没有给予相

应的引导。

“在青少年这个特殊时期，孩子的学

业压力加重，而家长对其的关注度提高，

这种‘负重’会让一些孩子觉得难以承受，

然后以一些过激的情绪或是不当的言行

表现出来。多数孩子起初只是露出一点

点苗头，症状并不典型，以致家长都没能

及时发现，把一时的小情绪问题拖成了家

庭问题，甚至是孩子的精神疾病。”陈致宇

坦言。

这些出现情绪问题的青少年，其实只

有 10%~20%存有心理或精神疾病问题，

而绝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只要家长能耐心

倾听、冷静分析，就能帮孩子找出问题并

引导解决。可症结就在，很多家长都忙着

工作，没时间听孩子说，或是没用心听孩

子说，以致亲子之间沟通不顺畅，把小问

题“养”成了大矛盾。

陈致宇表示，他们一直在努力助推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一方面是要筛出那

些有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孩子，进行早期干

预，不让他们变得更糟；另一方面则是作

为中间的桥梁，帮助家长与孩子顺利沟通

并达成共识。

当然，让更多家长能关注到青少年心

理健康，并学会一定的处理技巧，那就可

以防范于未然。

青春正当时
健康“心”理念
杭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促进）中心落户杭七院杭七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