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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解码
老人抑郁、焦虑都不可怕，

子女不正视不接纳，才最可怕。
老人抑郁、焦虑都不可怕，

子女不正视不接纳，才最可怕。

听说老父亲可能抑郁了
女儿异常激动坚决否认
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把一家人拖垮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杨陶玉 视觉中国供图

老伴去世后，72岁的李大伯抑郁了，女儿接受不了，拒绝给他服用抗抑郁药物。

“有些家长无法接受孩子有情绪问题，同样的道理，有些成年子女也比较难接受父母抑郁

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住院医师乐丹盛说。

和子女的不接受相比，部分老人更难接受自己情绪上生病了。

“抑郁、焦虑都不可怕，不正视不接

纳才最可怕。”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

科副主任医师廖峥娈感叹。

40 多岁的杨先生（化名）在

得知父亲是抑郁症时，也花了

很久才消化这个消息。

去年 3 月份，杨先生的母亲去世，父亲老

杨变得沉默，“可以一天不说话，就呆呆坐着，

你问他话，他就回答一两个字。早醒，总说肩

膀疼，又查不出什么。”

杨先生把他从老家接到杭州，发现父亲越

来越颓废，便带到医院去看睡眠障碍门诊。

“老人已经出现重度抑郁，有消极观念，需

要住院治疗。”乐丹盛解释，老杨长期和老伴一

起在老家生活，另一半突然离开，对他是沉重

打击。当近亲去世后，悲伤的情绪持续超过半

年以上，就可能发展为抑郁。

“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会抑郁，只是觉得心情

不好，缓缓就好了。”杨先生很配合乐医生的治

疗，“有病就治啊，精神上生病和其他疾病一样。”

将近两周的住院治疗后，老杨情况出现好

转，肩膀不疼了，睡觉好了，话也多了起来。杨

先生也在反思，“对父亲的情绪关注确实不够，

以后还是要多陪伴。”

对老年人的这种居丧反应，杭州市社会福

利中心“芸汐工作室”负责人秦芸有很深刻的

体会，“我们这里高龄老人居多，不仅是伴侣，

周围的人去世都会对他们造成冲击，心理干预

要走在前面。”

前段时间，86 岁的唐爷爷（化名）的老伴

突发疾病离世。

“他们一直住在一起，爷爷无法接受，事发

后，坚持让120继续送到医院抢救，我们按照他

的要求去做，让他一开始就不留遗憾。”准备奶

奶的后事时，评估唐爷爷的身体以及征求家属

后，秦芸建议唐爷爷参加整个过程，“让他参与

整个过程，慢慢接受。尤其是到告别仪式的现

场，在那个环境中，想哭就哭，可以发泄情绪。”

做完这一切，秦芸建议唐爷爷的家人暂时

接老人回家居住一段时间，“福利中心原来的

房间里都是奶奶的痕迹，容易触景生情。”

一个多月后，唐爷爷觉得自己可以回来了，

秦芸和家人陪同他一起整理奶奶的遗物。

“如果没有前期的疏导，巨大冲击下，老人

的情绪很容易出问题。”秦芸说。

老伴突然去世后
他移居一个多月，才回去整理遗物

李大伯最初是因为失眠来医院的。

“我们科室设有睡眠障碍专科门诊，他晚上只能睡一两

个小时，躺在床上整宿合不拢眼，这才来就诊的。”乐丹盛

询问之后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

一年前，李大伯的老伴因病去世，那之后，他就开始反

复失眠，每晚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时觉得有气无力，对

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女儿一直认为，父亲是因为母亲不在，太伤心了，需要

时间缓解。她带李大伯来就诊，只是单纯地想开点安眠药。

“心理评估显示，他其实已经是重度抑郁症。”乐丹盛说

出这个结果时，李大伯的女儿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是大声反

驳，“不会的，我爸就是睡眠不好!”

乐丹盛仔细解释老年人抑郁症的主要表现，李大伯的

女儿全程保持沉默，“我最后给他开了助眠药和抗抑郁药，

并叮嘱定时来复诊。”

李大伯的女儿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拉着父亲，一言

不发地离开诊室。

乐丹盛再次接诊李大伯已是半年之后，依旧是在女儿

的陪同下就诊。

“还是睡眠不好，”他说，“就诊后没几天就停了抗抑郁

药，之后我一直在社区医院配安眠药吃，起初还能靠药物入

睡，现在即便吃了好几颗安眠药也睡不着，只能又来了。”

乐丹盛询问：没有吃药，是因为服药后身体不舒服吗？

李大伯张了张嘴，还没有回答，女儿就激动起来，“我爸

就是因为我妈去世了，心情不好，睡不着觉才这样的，哪有

什么抑郁？而且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你开点安眠药就

行！”

乐丹盛起初被吓了一跳，等对方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她

想继续说服，“他女儿一听到抑郁症就显得抗拒，不让我再

说，催着我开药。”

在乐丹盛看来，这是一位强势的女儿和一位“被管起

来”的父亲，“我感觉，李大伯自己还是有治疗欲望的，问他

最近的情况，他还是很配合的，还有几次想开口，都被女儿

打断了。”

乐丹盛能理解家属的情绪：他们

对抑郁症缺乏了解，觉得自己已

经每天辛辛苦苦地料理老人的

饮食起居，老人怎么会抑郁

呢？这种“难以启齿”的心理

疾病，似乎显示出他们对老

人照顾不当，这种心态和无

法接受孩子患抑郁症的家长

是很相似的。

医生提示父亲抑郁了
强势的女儿却坚决不接受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院区的临床心

理科病房内，近三分之一的住院患者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

67 岁的杜阿姨（化名）是因为重度抑郁入

院，之前因为失眠、浑身疼痛，她从头到脚都做

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没想到是情绪生病

了。说起自己的病情，她不提名字，只说：得了

这种病，或者我们这种人。

廖峥娈经常对患者和家属说，不要害怕听

到抑郁症、焦虑症，“快速接纳，积极面对，及时

干预，老年人的这类疾病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60 多岁的温阿姨（化名）是位退休教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投资理财，在对方的说

服下，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最后发现是一场

骗局。

受不了打击的温阿姨开始失眠、没有食

欲、体重骤降。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所以

主动到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接受治疗。

“她来的时候已经处于重度抑郁的状态，

但依从性很好，药物治疗配合心理疏导，一两

周后，状态就慢慢好转。”廖峥娈说。

63 岁的吴阿姨情况刚好相反，她是焦虑

状态不太严重的时候，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就诊

的。但是治疗一个月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开始出现抑郁症的状况。

“我很不理解，因为她的病情不算重，换了

好几个方案，怎么没效果？”廖峥娈思来想去，

也找不到症结。

后来，吴阿姨（化名）的老公发现，吴阿姨

不知从哪里购买了很多保健品，对方告诉她，

不要吃医院的药，吃这个管根治。

“她没有吃抗焦虑的药物，花了10多万元

去买了那些保健品，瞒着家人，还照常来复诊、

开药。”廖峥娈哭笑不得。

家人清理了她所有的保健品，最终说服她

住院治疗。

“家里有一人患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

易把一家人拖垮。”廖峥娈在日常门诊中，目

睹了太多这样的状况，“于患者还是于家人，都

要对情绪‘感冒’引起重视，早发现早干预。”

不吃医生开的药
她买了10多万的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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