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抑郁更可怕的标签

“你抑郁了吗？”在知名主持
人崔永元公布自己患抑郁症并
且痊愈之后，这句调侃一度风
靡。勇敢如小崔敢于直面抑郁，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

淄博的陈先生病发两次，但
是除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人知道
他患有抑郁症。“怕别人指指点
点。”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患者
的心声。

已经位居处级的赵先生在
得知荣升的时候给张馨发了一
条短信报喜，他脖子上自杀的伤
疤仍在，但绝不会向同事和朋友
承认自己是抑郁症患者，“那等
于断了自己的前途”。

抑郁症让患者背负了沉重
的心理压力，但从医生的角度来
说，抑郁症和其他的疾病并没有
什么区别。“有一定的自愈性，尤
其是季节性的抑郁症。”山东省
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王松波
说。

“抑郁症只是一个诊断标
签，其他的什么都不是。”这是包
括王松波和张馨在内的医生都
熟知的一种观点。

“抑郁”本身不是被制造出
来的，它有着生理和心理的基
础，抑郁情绪、抑郁状态在很多
人身上一直都存在。“抑郁症是
个综合症，并不是同质的，它是
异质的。”王松波认为。但自从美
国学界创造了“抑郁症”这个名
词，精神类疾病的标签让不少人
产生病耻感。

抑郁症常被称为“心灵感
冒”，这是让患者视抑郁症为类
似于躯体疾病，消除病耻感的方
法之一。但其实它更像“心灵高
血压”，“感冒”治愈后可以立即
停药，但抑郁症却属于一种慢性
的、复发性的疾病。“不过，它治
疗难度不大，临床可以治愈。”王
松波说。

好治又难治的抑郁

张馨说，许多患者寻求专业
人士帮助的时候症状已经很严
重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普
遍缺乏对心理卫生的正确认知。

张馨的一位咨询者王先生
被家人送来时，脖子上的刀伤还
没有愈合。王先生是政府机关的
公务人员，为家中独子，从小被
家人宠到大，求学、找工作也一
直很顺利，但是却在工作后碰了
壁，总感觉自己不受领导重视，
偏偏此时身体又患上了难以治
愈的慢性病，多年来积压的负面
情绪一下子爆发了。“我觉得很
痛心，自杀之前他其实已经有很
多抑郁症的表现了，但是他和家
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张馨说，

“如果能早一些治疗，其实抑郁
症很容易治好。”

有的人认为，抑郁症病人没
有求生欲望，所以才会选择自
杀。但实际上，他们是陷入了深
深的绝望。“抑郁症患者不是想
死，是想跳出来，但却没有办
法。”张馨说，还有一些人是想求
助、想治疗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的是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
有的是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办，还
有的是不想治疗，甚至觉得治不
好。”

对于抑郁症这种疾病来说，
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浓度降低是
发病的生理基础。“这种生理情
况会影响心理表现，产生抑郁，
进而出现躯体化症状。”王松波
介绍说。所以只有药物和心理的
双重功效，才能降服抑郁症。

据王松波经验判断，患病人
群中，接受治疗的仅有三分之
一，其他人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
因没有就医。在2014年世界心理
治疗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
抑郁症患者达3000万人，但是仅
有10%的人选择接受正规治疗，
也因此酿成了不少悲剧。

抑郁症能治，而且能治好。
诊断抑郁症后，经过急性期治疗
(6-12周)控制症状，巩固期治疗(4
-6个月)达到临床痊愈，再经过维
持期治疗后病情稳定，可缓慢减
药直至终止治疗。“如果是首次
病发，维持期治疗一般在一年；
如果5年之内再次复发，维持期

要延长到2-3年，如果复发三次
以上，建议长期吃药。”王松波介
绍说。所以抑郁症可以治好，有
的情况也不必终生服药。

不过，难治的一方面就相对
复杂。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相当
欠缺，一些患者因为躯体化症状
去其他科室就诊导致耽误病情，
或者复发过多次、病情时好时
坏，有的到处求医服过多种抗抑
郁药物，但效果仍不理想。“综合
来看，误诊、不遵医嘱的治疗抵
抗以及药物失敏是难治的主要
原因。”多年的临床经验让王松
波非常有信心，“病人的配合加
上医生的努力，能治愈抑郁症。”

让王松波更为无奈的是那
些没有来接受治疗的人群，“他
们不来就医，我们就什么都做不
了。”

药是治疗可靠方式

“一旦被诊断为抑郁症，必
须用药，再配合心理疏导。”张馨
说。药是治疗抑郁症的可靠方
式。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
徐怀谦，因抑郁症到安定医院就
诊，但他坚持不肯用药，2012年8
月22日从六楼纵身一跃，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

即便是用药，也有这样那样
的问题。刚开始服药的时候，陈
先生对药物的副作用很敏感，

“腿软、手抖、还有胃也不舒服”，
他说。很多病人会因为药物的副
作用抗拒治疗，陈先生坚持了下
来。

临床上，王松波会遇到一些
患者有诸多顾虑：考虑吃了药会
不会变成痴呆？会不会出现一些
可怕的副作用？但事实上，现在
抗抑郁药物安全性非常高，即便
出现一些副作用也是轻微的，医
生会提前告知患者，这样在出现
相应症状的时候患者不会害怕。

“有的患者对副作用很敏感，可
能同样的副作用对正常人就没
什么影响。”

这种对于药物的敏感，容易
给患者带来麻烦，陈先生就遇到
了这样的问题。

2015年，经过两年时间的治
疗，陈先生觉得自己的病情已经
很稳定了，于是把药给停了。“谁
知道一停药就开始失眠，一失眠
我就知道又犯了，赶紧自己找药
吃。”陈先生属于主动性强，一直
都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前两次都
没有住院，自己在家就把身体给
调理好了。

今年放开二胎，陈先生和妻
子决定再要一个宝宝，于是从三
个月前开始停药，没想到停药后
变得非常敏感。月初进货的时候
夫妻俩因为进西瓜还是进葡萄
的事吵了起来，陈先生甚至气不
过打了妻子一巴掌，还被妻子和
姐姐激得撞了墙。对此，王松波
是这样解释的：“病人治疗周期
内停药就会变得承受力很差，很
容易复发。”

两次复发都是因为停药，陈
先生表示：“以前不知道，以为症
状没有了就可以停了。我以后不
会再停药了，听医生的。”

逃避、接纳与共存

我怎么会得了这种病？我今
后怎么在班级里呆着？被别人知
道了我还能找到男朋友吗？大学
生小曹(化名)在诊断抑郁症后，
曾经向张馨一连串发问。

张馨明白，不是她不能接受
自己患上抑郁症的现实，而是不
知道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

接受并不容易。在大学里，
有的学生被确诊为抑郁症，他们
的父母无法理解，翻来覆去念
叨：“这孩子一直很乖的，怎么突
然就想不开了呢？”“这不是想不
开，这是病。”到这时候，王松波
都会强调。

他们还是很难接受：为什么
会得这个病呢？会不会学习压力
太大了？会不会对自己的要求太
高？会不会……在北京大学临床
心理学博士李松蔚看来，他们仍
然在努力寻找一种非病理化的
解释。如果他们的孩子也在场，
通常会面露为难之色。因为这种
解释，是把“得不得抑郁症”这回
事变成了当事人可以主观做出
的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把压力转
嫁到那个痛苦的人身上：“你降
低点对自己的要求呀……不就
好了吗？”

好像他们想好就能好起来
一样。

这个时候陈先生开朗的性
格或许功不可没。他经过一段时
间的了解之后，觉得“抑郁症没
什么大不了”，虽然已经是二次
复发，但仍然有信心痊愈。

“在家里我每天都要去爬
山、运动、喊山”，陈先生说，这是
患抑郁症之后他最大的改变。第
一次病愈出院后，有一段时间他
有焦虑症状，一直吃药控制，通
过一段时间有规律的运动，焦虑
感完全消失了，运动以后“特别
舒服，释放压力，不愉快的感觉
通过这些方式发泄出来了。”“规
律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治疗。”
王松波补充说。

走出抑郁的围城

□记者 张炜伟

众所周知的是，抑
郁症能治，而且能治好。

但是，如何走出这
让人痛苦不堪的围墙，
却是个非常大的难题。

在抑郁症患者心中
有两股力量，而这两者
的交织与斗争，才是作
为患者最大的痛苦：一
个拉一个推；推的力量
胜利了，终点就是死亡，
拉的力量胜利了，就能
走出深渊。

在从事诊疗的专业
人士来看，神经递质五
羟色胺浓度降低是发病
的生理基础，只有坚持
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的
双重功效，才能最终降
服抑郁症。

抑郁症用户发微博高峰
期在晚上11点

存在抑郁倾向的微博用
户与普通用户发博时间有明
显差异。这部分人群发博高
峰在晚上11点，其夜间活跃
度比普通用户约高出30%。该
群体微博关键词为死、抑郁
症、生命、痛苦、自杀。有60%
为女性，40%为男性。

——— 哈工大“社会网络
与数据挖掘”联合实验室、国
内数据挖掘公司“宏博知微”
组成的研发团队

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

全世界抑郁症患者已达
3 . 4亿人，已成世界第五大疾
病，预计2020年将跃升到第
二位，仅次于心血管疾病。中
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
中国每年有超过20万人因抑
郁自杀。

———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高学历、老人是高发人群

“孤独”是导致老人抑郁
的最大诱因。在表现出抑郁
的40%的老人中，有48%的人
经常会向心理疏导志愿者倾
诉孤独。在我国55岁以上人
群中，每年有超过10万人自
杀，老年群体自杀率非常高。
另外抑郁症“偏爱”高学历高
智商人群。这种病(指抑郁症)
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
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 美国著名抑郁症问
题专家史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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