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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work and life,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China’s medical science 
contains rich thoughts on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
retical system, and summarized a lot of effective psychotherapeutic method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sychotherapy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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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作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逐年增多。我国医学蕴涵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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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精神疾病的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本文对心理

治疗在精神科的临床应用进行了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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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精神性疾病是指一组因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

的临床表现的疾病，始终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研究结果认为，主要是由于家庭、社会环境等外在

原因，和患者自身的生理遗传因素、神经生化因素等内在原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以心理活动、行为及其

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主要特征的病症[1]。精神疾病一般分为轻型精神疾病与重型精神疾病。常见的轻型

精神疾病有强迫症、抑郁症等，严重的抑郁症也常导致自杀等严重后果。常见的重型精神疾病有精神分

裂症等。轻型精神疾病主要是表现在情感障碍如焦虑、忧郁等，思维障碍如强迫观念等，但患者的认知、

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而重型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的初期，患者也可出现焦虑、强迫观

念等表现，但此类患者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和自知力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 
心理治疗就是医生与病人之间首先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利用有关理论和技术方法，对病人进行帮助

的过程。其目的是激发和调动病人改善的动机和潜能，以消除和缓解病人的心理问题和障碍，促进其人格

的成熟和发展。精神病人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和障碍，因其病因、病情不同而表现的方法、程度也不相同[2]。 

2. 心理问题现状 

2.1. 心理问题的常见性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矛盾复杂化程度增加，心理问题普遍存在,时常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

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心理障碍几乎是人人都可能遇到，如失恋、落榜、人际关系冲突造成的情绪波动、失调，一段时间

内不良心境造成的兴趣减退、生活规律紊乱甚至行为异常、性格偏离等，这些由于现实问题所引起的情

绪障碍，成为心理障碍。像这些问题大多数人往往能够自我调节或求助父母、亲朋、老师等帮助来调节，

倘若通过这些调节方法仍无效果时，就需要找心理咨询医生寻求帮助[3]。 
此外，心理咨询也适用于神经症，包括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疑病症、神经衰弱以及人格问题

等[4] [5]，还适用于心理生理障碍(即心身疾病)、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心理障碍、儿童情绪障碍、

学习障碍、各种智力发育异常等。 

2.2. 重视心理问题的解决 

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对精神病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研究发现心理原因是诱发精神疾病的

重要因素，心理治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精神科临床治疗中，心理治疗与其他治

疗不同，主要体现在基本理论、技术、检查等方面。在心理治疗中，加强对心理治疗的技术和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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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有利于提高治疗的效果，提升精神疾病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在心理治疗的研究中发现，治疗精

神疾病需要掌握：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心理发展理论等。通过心理治疗，

可以有效的提高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6]。 

3. 心理治疗在精神科的临床应用 

3.1. 对焦虑症的治疗 

焦虑症，又称为焦虑性神经症，是临床常见精神疾病，以焦虑情绪体验为主要特征[7]。患者出现莫

名担心紧张，坐立不安、手抖、出汗等，而患者难以忍受此种情绪，却无法摆脱，难以治愈，易复发，

对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影响[8]。在治疗焦虑症时，一般采用药物治疗，但是西药治疗副作

用大，降低了患者的依从性。在中医方面，焦虑症属于“情志病”范畴，其主要病机是由于情志不舒，

气机郁滞导致，病因多是由于忧思过度，而患者肝气郁结，心神失养导致本病发生，中医认为在治疗焦

虑症时，需通过疏肝泻火、养血安神进行治疗。姚玉芳[9]以 50 例焦虑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给予心理联

合中药治疗焦虑症。在焦虑症治疗时，以中药柴胡、白芍、当归、茯苓、白术、甘草为方[10]，并进行心

理护理干预，取得了显著效果。由此可见，心理联合中药治疗焦虑症，可明显改善患者焦虑情绪，缓解

负面情绪，降低焦虑抑郁评分，效果显著，值得肯定。 

3.2. 对抑郁症病人的治疗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疾病，抑郁症患者常有兴趣丧失、自罪感、注

意力难以集中、食欲丧失和有死亡或自杀观念，其他症状包括认知功能、语言、行为、睡眠等异常方面

的表现[11] [12]。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均导致患者人际关系、社会和职业功能的损害。严重抑郁症常导致

患者最终自杀，社会危害极大，目前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后，我们应针对性施策，合理组合

运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有效方法，不仅可以减轻或缓解病人的症状，而且可以提高病人

的心理社会适应功能水平，改善和提高其生命质量，是最具干预效果的方式之一。常见的行之有效的抑

郁症心理治疗方法有一般性的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人际心理治疗、音乐心理治

疗等。多数研究认为抑郁的严重程度也可影响治疗效果。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以治疗抑郁症，究竟哪种方

法对病人最好，还需要考虑到具体情况和个体差异。对轻中度的抑郁患者单独进行心理治疗有可能取得

与药物治疗相似的效果，且无副作用；而严重抑郁症应该选择药物治疗或与心理治疗等多种方法合理组

合进行。抑郁症的心理治疗与心理防护在临床上举足轻重，从临床实践看，患者需要的不是单纯的说教

和一成不变的单一治疗方法，而是需要医生的人格、素养、经验与理论等方面有机结合，需要组合性、

创造性的心理治疗[13] [14]。 
抗抑郁常用药之一是百忧解，主要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对递质 5–羟色胺的再吸收，来治疗抑郁症

和其伴随之焦虑，也可以治疗强迫症及暴食症。这表明精神疾病及其治愈均与神经递质有关，学习和记

忆也与另一类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等上调和下调有关，这是我们提出精神神经递质统一论的基础[15] [16]。 
特殊年龄抑郁症患者(如老年患者、或青少年患者)的心理治疗宜采用相应的、适合于患者的治疗策略。

一般抑郁症可分为三类：内源性抑郁、体因性抑郁和心因性抑郁。详细了解患者抑郁的主要来源和不同

表现，以使心理治疗的选择有所侧重，针对性强，是对精神科临床医生的一个较高的要求。季建林[17]
对不同抑郁患者的心理治疗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绝大多数的抑郁症病人在临床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

会有显著的改善，但极少数病人对治疗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无效。对这些难治性病人需考虑综合治疗，

这指广义的各种疗法的合理组合应用，如中医方法：中草药、针灸、太极拳和气功等，西医方法，自然

物理疗法及心理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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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治疗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持续、慢性的重大精神疾病，是精神病里最严重的一种，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

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临床上表现为思

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不协调。病情较轻的患者或处于康复期的患者一般意识清楚，

智能基本正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首选的治疗措施，药物治疗应系统而规范，治疗原则是

早期、足量、足疗程，注意单一用药原则和个体化用药原则。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

部分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因此药物和心理治疗相结合成为新的治疗方法。在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治疗时，从其入院到出院，在不同的疾病阶段，针对其精神及心理状态，分别采取相应的心理治疗，

李春丽[18]对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心理治疗取得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心理治疗被纳入

到认知行为干预治疗中，心理治疗有助于提高病人对疾病的认识，增加病人社会适应能力和信心；使患

者对自身的精神状态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更深入的了解，加深患者对自身精神症状及治疗

重要性的认识，促进患者接受使用精神药物治疗，使病人尽可能快速全面康复。 

4. 小结 

在精神科精神疾病的治疗中，加强对心理治疗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高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促进

患者的康复。随着精神疾病的高发，国家对精神疾病的防治越来越重视，要求加强对心理治疗的研究，

提高临床工作的质量。精神疾病的分子机理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19] [20]。此外，心理治疗在精神科以外

的普通疾病的治疗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唯物论，所有心理现象一定有其生理物质基础，我们发现这一物质主要就是神经递质。依据我们

的精神神经递质统一论[16]，可建议对精神病患者使用单一或综合疗法：或用心理疗法(如精神分析等)，
或用环境改变物理疗法，或用相关神经递质药物(如 5–羟色胺受体再摄取抑制剂：百忧解等)并辅之其它

类药物(如罗拉、佐匹克隆等改善睡眠药物)，或者心理、生理、物理三种疗法合理组合等，一定能收到良

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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