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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以心境低落、
兴趣减退或精力疲乏为主要的临床特征，严重影响到
患者的学习、生活及其社会功能。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
有效与规范治疗，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根据
ＷＨＯ 疾病负担报道，抑郁症所致疾病负担在全球非感
染性疾病中列首位，占 １０％，近似于所有癌症所致疾
病负担（１１％） ［１］。 或许个案会令人印象深刻，如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德国客机坠毁导致 １５０ 人遇难是患抑郁
症的副驾驶员蓄意所为。 因此，早期识别与规范化治
疗抑郁症非常重要。 本文简要介绍即将出版的《中国
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 ２ 版）的一些修订特点［２］。

１．重视循证证据，借鉴国内外研究：与第 １ 版最大
的区别在于邀请统计学专家参与文献的阅读与筛选，
并统一制订指南的 ４ 级证据分级和推荐分级，力求客
观、公正和切合临床实际。 如优先推荐（Ａ）须符合 １
级证据＋临床支持，以及兼顾疗效和安全性评价。 新
版指南累计复习参考文献 ４００ 余篇，总字数 １０ 万余。

２．强调抑郁症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版指南
除突出抑郁症主要临床特征为情感症状、躯体症状和
认知症状外，还就其他特殊的症状群予以叙述，如焦虑
性抑郁、混合性抑郁、内源性抑郁、非典型抑郁、精神病
性抑郁、紧张症性抑郁、孕产期抑郁，以及季节性抑郁
等。 并对儿童青少年、老年和女性等特殊人群的抑郁
诊治提出了建议。

３．建议评估贯穿于整个的临床诊治过程之中：新
版指南采纳了美国抑郁障碍治疗实践指南（２０１０）的
理念［３］，强调基于评估的诊断、治疗与协作医疗模式，
改变凭借经验的传统诊治手段，提高抑郁障碍识别率，
使抑郁障碍的诊疗规范化。 对于存在抑郁症状的患
者，应当进行完整的心理社会和生物学评估，以明确抑
郁症的诊断。 具体的评估包括：（１）病史的采集（现病
史、目前症状、是否有自杀意念，既往是否有过躁狂发
作或精神病性症状发作，目前的治疗情况及疗效、过去
的治疗史、家族史等）；（２）精神检查（侧重情感、躯体
和认知等症状）；（３）量表评估（他评和自评症状量表、
疗效和副反应量表、生活质量与社会功能量表等），其
中病人健康问卷（ＰＨＱ⁃９）是简便实用有效的抑郁筛查
和疗效评估工具。

４．明确治疗目标、强调全病程治疗和恰当选用有

效的治疗方案：新版指南抗抑郁治疗的目标在于尽可

能早期诊断，及时规范治疗，控制症状，提高临床治愈

率，最大限度减少病残率和自杀率，防止复燃及复发。
成功治疗的关键需要彻底消除临床症状，减少复发风

险；提高生活质量，恢复社会功能，达到真正的临床治

愈。 围绕治疗的目标，抗抑郁治疗需要涵盖急性期治

疗控制症状、巩固期治疗预防复燃、维持期治疗预防复

发。 针对具体的患者以及医师的经验，可选择不同的

治疗方案（如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不
过，最常用的方案仍推荐药物治疗。

５．药物与心理治疗并重，均可作为优先推荐：新版

指南推荐的一线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 ＳＳＲＩｓ，如氟西汀、帕罗西汀、艾司西酞普兰

等）、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ＳＮＲＩｓ，
如文拉法辛等）、去甲肾上腺素能和特异性五羟色胺

能抗抑郁药（ＮａＳＳＡ，如米氮平）等。 考虑到中国实情，
对中草药（如疏肝解郁胶囊、圣约翰草等）在轻中度抑

郁症中的使用也予以一定推荐。 因为抑郁症的发生和

复发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心理治疗单用或

与药物治疗合用常常是必要的，优先推荐的是人际心

理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 但需注意，心理治疗一旦考

虑使用，必须有机地整合到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科治疗

方案之中，而不是独立于整个治疗方案之外；另外，心
理治疗师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技能与受训经历。

６．预防复燃与复发，识别和防范复发的危险因素：
抑郁症是复发率高的精神障碍之一，部分患者的病程

特点是持续性的，因此需要长期治疗。 对于既往有 ３
次及 ３ 次以上抑郁发作或者慢性抑郁症的患者建议维

持治疗至少 １ 年；如果存在复发危险因素则在第 ２ 次

抑郁发作后考虑维持治疗；首次抑郁发作一般只需要

急性期治疗缓解症状和巩固期治疗预防复燃，不需要

维持治疗。 抑郁症复发的危险因素［３］：（１）残留症状

（如抑郁和焦虑等）持续存在；（２）之前多次抑郁发作

史（＞３ 次）；（３）首次发作及后续发作症状重；（４）起病

年龄早（＜２０ 岁）；（５）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如酒滥用、
人格障碍等）；（６）共病慢性躯体疾病；（７）有精神障碍

家族史，尤其是情感障碍；（８）持续的心理社会应激或

功能缺陷；（９）负性的认知观念；（１０）持续的睡眠障

碍。
简而言之，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有效、规范治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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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 因为经抗抑郁治疗后，大部分患者抑郁症状
会缓解或得到显著减轻，但仍有约 １５％者未达临床治
愈，复发率约为 ３５％。 首次抑郁发作缓解后约半数患
者不再复发，但 ３ 次发作、未接受维持治疗的患者，则
今后的复发风险几乎是 １００％［４］。 新版抑郁障碍防治
指南的修订出版旨在提高临床医师诊治抑郁症水平、
规范疗程和降低抑郁症复发、自杀，以及失能（ｄｉｓａｂｉｌｉ⁃
ｔｙ）等风险。 更重要的是，减少因抑郁障碍所致的经济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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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２０１５ 年中华医学会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启动了“行为健康·幸福中国”行
动，经中华医学会批准，拟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以“行为决

定健康，汇聚中国力量”为主题，既是开展“行为决定健康”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重大学术活动，也是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 “行
为健康·幸福中国”活动的重要举措。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主要活动

会议以“行为决定健康，汇聚中国力量”为主题，围绕行为决定健康，开展广泛的学术研讨。 会前、会期拟举办“让爱为生命护

航”、“行为决定健康科普大讲堂”、行为健康高端论坛、中华诊断学高峰论坛、学术专题讲座、学术交流等多项活动（详情登录中华

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网站浏览）。 本次学术会议重点专题内容：卫生政策管理与行为健康；行为医学

与医患关系；心理行为与生活质量；躯体疾病与心理健康；公共卫生与行为健康；临床诊疗与行为管理；心理行为健康诊断与评估；
心理行为干预与治疗；行为医学与护理；行为医学与功能康复；行为医学理论研究；行为医学与其他交叉学科。

二、征文要求

１．撰稿与投稿：凡国内外未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按中华医学系列杂志论文格式撰稿，包括全文和摘要，使用 ｗｏｒｄ 编辑文档，Ａ４
页面打印，稿件封面注明个人简况（姓名、性别、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或手机、电子邮件）。

２．论文截止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以邮戳为准。
３．参会论文请寄：稿件（１ 份）经邮局寄送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会议筹备办公室”，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大会专用 Ｅ－

ｍａｉｌ 信箱”。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会议筹备办公室”收稿地址：邮编 ２７２０６７ 山东省济宁市北湖新区荷花路 １６ 号济宁医学院 ３１０ 信箱

高昶（收），大会专用 Ｅ－ｍａｉｌ 信箱：ｇａｏｃｈａｎｇ－８８８＠ １６３．ｃｏｍ，会议筹备办公室：０５３７－３６１６１６６，手机： １３８５３７３０２７９。
会议回执邮寄 ／传真：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钱荣路 １５６ 号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科教科，季庆（收），邮编：２１４１５１；电子邮箱：ｋｊｋ＿

ｗｘｍｈｃ＠ １２６．ｃｏｍ；手机：１３３５８１１８９２６；办公室电话：０５１０－８３２１９３１０ ；传真：０５１０－８３０１２２０１。
三、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３１ 日（２８ 日全天报道）
四、会议地点

江苏省无锡市山明水秀大饭店。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溪路 ９９９ 号，距离苏南硕放机场约 １６ ｋｍ，距离无锡站约 ７ ｋｍ，距离无锡

新区站约 １３ ｋｍ，距离惠山站约 １７ ｋｍ，距离无锡东站约 ２０ ｋｍ。 联系电话：０５１０－ ８８６８１８８８，手机：０５１０－ ８８６８１８８８，传真：０５１０－
８８６８１８８８。

五、学分授予及论文发表

大会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６ 分。 凡入选学术论文将编入《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其
中优秀论文将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六、大会信息发布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ｘｗｙｘ．ｊｎｍｃ．ｅｄｕ．ｃｎ；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ｗｙｘ．ｃｎ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

二○一五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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