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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卫生障碍，成为了非致命性健康损失的最大威胁，是导致人们

身心致残的重要原因之一。微笑抑郁症作为抑郁症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人们通常习惯用“微笑”示人

以掩藏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障碍，将真实世界置于微笑之下，从而导致患上抑郁症而不自知，甚至走向

无法挽回的结果。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当代国内微笑抑郁症的成因及现状进行研究，希望人们对微笑抑

郁症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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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mental health disorder worldwide, becoming the biggest threat of 
non-fatal health los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y. Smile de-
pression as an external form of depression, people usually used to “smile” to show people to hide 
their inner world of emotional disorders, the real world under a smile, resulting in depression 
without knowing it, and even irreversible results. Therefore,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ontemporary 
domestic smile depression causes and status of research, hopes that people have a certain under-
standing of smile depression,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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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属于一种常见精神疾病[1]，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通常

在认知和行为上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受损、思维活动迟缓，意志力下降以及伴有

饮食、睡眠等躯体不适，程度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自伤、自杀等不利自身、他人或社会的行为[2]。微

笑抑郁症是一种对待工作、生活、社交等常以微笑面具示人[3]，独处时情绪低落压抑，长期如此以往

所形成的郁结于心中的情绪抑郁障碍，其所诱发的心境障碍会给患病的人造成生活、工作、学习中的

诸多问题与不便。 
在全球人口中抑郁症高达 3.5 亿人，成为了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源头[4]。在人口学中高

至 20%的个体在社会成长环境中都至少经历过一次抑郁体验，而再次抑郁的复发率高至 80%。抑郁

症在为家庭和个人带来入不敷出的经济负荷时，也对个体自身在生理、生活、思维认知和社会功能

等方面造成了相应的障碍，进而诱发了更高的致残及死亡风险。它的低成本患病性和高成本破坏性，

使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在未来或将发展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问题的最大杀手之

一[5]。 
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也在逐年增加，呈现出一种女性多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高龄多于低龄人群

的患病现状。抑郁症的发生不存在于任何特定年龄、职业和区域以及文化背景中，它出现的地方更倾向

于自身有躯体疾病或器质性病变的人群中以及长期处于高压力、强竞争环境下的人群中[6]。 

2. 微笑抑郁症的成因 

许多综合原因导致了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大量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的病因还有待进一步探析。本文

主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现状和高发病人群的特点，做了内因和外因的分析，以期能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微笑

抑郁症的成因。 

2.1. 生理因素 

微笑抑郁症作为一种由心境所诱发的心理障碍，不仅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存在生理上的包括遗

传、体质、年龄、疾病、神经系统等因素诱发的问题[7]，表现在年龄偏大的社会人群中，集中于有一定

社会阅历的经验人士，他们享受着社会带来的物质红利时，同时也经历着强大的心理压力与暗示，而不

得不因为工作、身份、职业性质等需要而长时间以微笑示人，从而诱发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此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疏解与调适就会兹发不良的消极情绪，从而为患上抑郁症创造了条件。

此外，大脑中枢神经中所传递分泌的物质也对人体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产生着影响，如神经系统的内分

泌失调会对有机体造成生物调节的紊乱；多巴胺的传递、胆碱能的变化都会对人体接受功能的指挥产生

相应的影响，进而导致人们患抑郁的风险和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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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因素 

造成微笑抑郁症的直接心理因素包括个体自身内在的心理发育、心理素质和心理反应[8]。对外在世

界的不同知觉、认识、思维以及应对方式，与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同时容易忽略造成个体情绪起伏

与内在的感受方面，也会促使不良的心境、思维、躯体不适等体验，进一步加剧抑郁症的形成与发展，

而最直接作用于抑郁乃至抑郁症发生的内在驱动原因，通常体现在性格、认知和自我防御三个方面，各

自都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个体患微笑抑郁症的风险。 

2.3. 环境因素 

每个人都是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一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教育和社

会文化都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关键的作用。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实践来丰富完善自己，如果其中任何

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对周遭生活环境的不同看法与态度，进而导致在思维、认知和行为等方面出

现偏差，迫使人们以不切实际的微笑面具示人，进而诱发抑郁乃至抑郁症的产生。身处现代化社会中，

时代的过速更迭与换代，加剧了社会工作压力、生活竞争的矛盾等多种不可调和的原因，促使人们常以

与现实有差距的心理去对待日常生活，用微笑代替一切情绪情感，封藏真实的本来面目，久而久之会产

生厌恶真实内在情绪及否定自我的想法，这就为导致患上微笑抑郁症提供了先决条件。 

3. 微笑抑郁症的现状 

微笑抑郁症是一种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比较普遍却又经常忽略的精神类疾病。在中国，随着

人口比例的增加，抑郁症患者也是只增不减，数值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WHO)。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抑郁症的新型类别 

微笑抑郁症是属于抑郁症中的非典型抑郁，有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区分。临床表现主要有为了自身

工作或某种需要常以微笑表情待人，刻意隐藏自己真正的情绪情感状态，个人单独相处时情绪低落、思

维迟缓、兴趣丧失，而当情绪或压力达到极致无法承受的时候会以爆发性的情绪失控反应出来。同时，

由于各自的患病原因的多样性又交织着不同的临床表现，造成相应的患病甚至同一患者患有两种及以上

类别抑郁症的交叉影响，更加重了临床症状的复杂性，在治疗方面也是难以对症下药，不仅让患者难以

得到及时的诊治，也给医生治疗带来了难题。所以在咨询和临床方面要加大对抑郁症的研究与发现，具

体的分析患病原因及时有效的做出治疗方案。 

3.2. 抑郁症的患病不自知 

微笑抑郁症的隐匿性，常常让患者在患病时无从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显露出来相应的症状，因

此就要求医生在前期能够准确地识别抑郁症[10]。如果在治疗初期没有及时准确的诊断，就会造成患者对

自身的情况不自知，难以识别病情程度，进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救助。专业心理医生在诊断病人的病

情时，需要从整体入手分析病人的病情、明确来访病人的患病史、了解患病的原因、现阶段病情总体严

重程度以及是否合并一些其他的精神性或躯体性疾病，同时还要考虑病人现阶段心理状况对治疗的干扰

影响。这就要求医生在诊断时，注意对抑郁症的识别，不要漏诊或错诊，不要让病人的病情不可控而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最佳治疗，如果一旦错过治疗的最佳期限，会导致抑郁症慢行化，或将发展成为更难治

疗的顽疾，严重者甚至会对自身安全带来致命的伤害。此外，患抑郁症本身在给人们生活带来阻碍的同

时，对于患有心理疾病的羞耻困惑感也增添了人们的烦恼，一方面对抑郁症的正确认知与了解较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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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了对抑郁症治疗的不确定性及治愈的怀疑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大多数人对精神障碍类疾病的刻板偏见

和污名歧视，更加剧了人们对于抑郁症患病的回避，导致病情的延误与错失最佳治疗期。因此抑郁症患

者要对自己的情况有清楚的认识并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断，现阶段的医疗水平也很有限，同时根据抑郁症

本身的复杂性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 

3.3. 抑郁症的治疗市场现状 

抑郁症是否能够治愈的问题在心理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心理上的感冒”，是否可以通过相

关的治疗达到痊愈。目前临床上对微笑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在当代社会加速运行的节奏中避免不了学业、事业以及家庭等带来的压力与竞争，进而导致人们患

微笑抑郁症的概率越来越大。这种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导致的抑郁，借助药物能够很好的帮助

人们调节情绪以适应社会正常生活。同时结合相应的心理治疗，能够更加有效治疗患者的心理机能，但

是当抑郁症达到中度及以上严重程度时，对患者的治疗由于缺乏内在的动力系统，相应的需要依靠物理

疗法来获取帮助。其中包括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ES)、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和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等物理治疗[11]，采用物理疗法的患者已经达到中重

度抑郁症，此时基础的心理治疗已经无法满足患者的心理调节，必须借助外在的物理疗法来帮助他们对

心理、行为及认知的调节与重塑。 
微笑抑郁症是一种易患病但不易治愈的心理障碍，取得一般性的治疗效果很容易，但是具有不稳

定性，容易复发，许多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抑郁程度都有所缓解，但出院之后病情波动幅度较大，一

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患者没有按照医院的嘱托接受规范治疗，长此以往更难诊治病情达到治愈，另一部

分原因是患者在治疗期间，没有积极配合医生的指导和建议。面对抑郁症，用积极正向的态度对待病

情，通过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如同对待普通感冒一样，规范合理的正确加以治疗也能够达到治

愈[12]。 
随着中国抑郁症患者患病的人数不断增加，进而抗抑郁药市场规模也在逐年增加，在抗抑郁药物销

售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医用药物品牌包括灵北、辉瑞、礼来、山东京卫制药以及华海药业、康弘药

业、四川科伦、上药中西制药等国内药企。主要以抑制病情的药物为主，能够短暂有效的稳定病情但同

时带有大量不确定的副作用，因此可见，国产抗抑郁药物市场也存在着很大的上升空间[13]。 

4. 总结 

对于微笑抑郁症，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的现状，同时以正确的态度去认识它，而患病

的人要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接受治疗。更好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适应发展，与时俱进。

其中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有三种[14]： 
药物治疗是正规专业医院给予患者一定的生理帮助。如阿普唑仑、黛立新、百忧解等药剂，在临床

上都有较好的缓解抑郁症状的效果。现阶段的抗抑郁药物还没能达到用药后立即生效，药效可以预测的

理想状态，因此更高要求专业医生在用药时必须注意药物的剂量以及谨慎用药。 
心理治疗是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的心理辅导，对微笑抑郁轻度患者来说，两者相辅相成，但一般的轻

微抑郁通常不需要抑郁药物的辅助治疗，更多的应该进行包括生活治疗、家庭、婚姻、子女等问题的辅

导。抑郁初期一般表现为心理和情感上的消极低落，在病症上没有明显症状，此时需以心理调理性药物

为主，结合心理和情感关怀为辅。因此，应积极开展有关抑郁的知识宣传，让人们了解抑郁发生的原因

和症状，做好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前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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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是对于人体有着无数积极作用的一种天然疗法[15]，同时也与抑郁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

体育锻炼能够让人情绪平稳，从而降低抑郁的发生。虽然体育锻炼与心理疗法以及药物治疗对抗抑郁的

效果相当，但后两种疗法的成本相对较高。在我国，低收入居民为抑郁发生的高危群体，有效且经济地

开展抑郁的治疗，首推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的态度、强度、频率、方式、时间长短、锻炼后的体验，以

及锻炼计划的积极性等对治疗抑郁症均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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