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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诊人群心理门诊诊治状况调查

杨云秀!罗
!

捷!冉江峰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
!

/#!!/A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心理门诊就诊人群的咨询原因和诊断情况!探讨门诊常用干预方法的效果$方法
!

将
99$

例心理门诊就

诊人员分为学生组"

)_;>/

#及成年组"

)_B>B

#$采用自编问卷对其咨询原因'就诊情况及干预效果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

学生

组心理咨询原因以学习压力最多"

/B:B;]

#!成人组以家庭矛盾"

BB:>;]

#及婚姻问题"

!":A#]

#最为突出$疾病诊断第
!

位是情

绪障碍"

9#:B;]

#!学生组最常见的诊断为焦虑则以抑郁状态"

"":""]

#!成人组以抑郁症诊断为主"

B;:$9]

#$学生组干预方式

以心理治疗为主辅以药物治疗"

;/:;;]

#!而成人组药物治疗为主结合心理治疗的比例较高"

;>:>"]

#$二者的合计显效率达到

9B:9/]

"

A"/

)

99$

#$结论
!

学生学习压力!以及成人家庭'婚姻问题最值得关注!心理及药物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

关键词"心理疗法(情感障碍)精神病性(学生(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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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U

文章编号"

!$A!(9"/9

"

B#!!

#

!A(!A#;(#B

!!

心理咨询是由专业人员即心理咨询师运用心理学以及相

关知识#帮助求助者解决心理问题*国内研究人员对心理咨询

进行了大量研究&

!(;

'

#本文侧重分析就诊人群的咨询原因)就诊

情况和干预效果#旨在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提供参考资

料#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在
B##;

年
!

月至
B#!#

年
!B

月于本中心心

理门诊就诊的
"B;$

例人群中#选择坚持
;

次以上心理门诊#

且病例资料完整的
99$

例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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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

例#女
;"A

例(年龄
!B

$

9$

岁#平均$

"!:$̀ !!:B

%岁(大学

文化
B!"

例#中学
$#$

例#小学
$A

例(学生
;>/

例#公务员
9>

例#公司职员
A"

例#工人
$#

例#退休人员
"A

例#外来务工人员

!A

例#下岗职工
!$

例(已婚
!!/

例#离婚
9>

例#未婚
$9"

例(心

理问题存在时间
#:;

$

"A:#

年#平均$

B!:#̀ !#:;

%年(以往咨

询就诊医院
B

$

!!

所#平均$

/:À !:"

%所*将患者按职业及年

龄分为学生组$

)_;>/

%及成年组$

)_B>B

%*

@:A

!

方法
!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包括咨询原因)就诊情况

及干预方式等*以焦虑)抑郁症状就诊#但未达到焦虑症或抑

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以焦虑抑郁状态归类*干预效果以中华

医学会拟定的临床痊愈)显著好转)好转)无效
/

级标准评定*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B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学生组与成人组的咨询原因
!

学生组心理咨询的原因依

次为学习压力$

/B:B;]

%)人际关系$

!9:;B]

%)情绪不好

$

!B:!B]

%)睡眠障碍$

!#:$!]

%和恋爱问题$

A:B/]

%等*成人

组心理咨询原因依次为家 庭 矛 盾 $

BB:>;]

%)婚 姻 问 题

$

!":A#]

%)睡眠障碍$

!":"$]

%)人际关系$

!B:$A]

%)躯体不

适$

!#:$B]

%)情绪不好$

>:>"]

%和工作压力$

9:BB]

%等*两

组咨询原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A:A

!

学生组与成人组的疾病诊断
!

99$

例患者中有情绪障碍

者
A!!

例$

9#:B;]

%#其它心理疾病
!A;

例$

!>:A;]

%*学生组

最常见的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

"":""]

%#其次为焦虑症

$

B;:#9]

%)强迫症$

!B:$"]

%)失眠症$

!!:B9]

%及抑郁症

$

>:/"]

%等*成人组依次为抑郁症$

B;:$9]

%)躯体化障碍

$

B#:9>]

%)失眠症$

!9:!;]

%)焦虑抑郁状态$

!B:$A]

%)焦虑

症$

!!:"#

%等*两组疾病诊断所占百分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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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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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重庆医学
B#!!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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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A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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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与成人组就诊者咨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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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压力 人际关系 家庭矛盾 婚恋问题 情绪不好 睡眠问题 工作压力 躯体不适 精神病性症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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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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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与成人组的疾病诊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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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

焦虑抑郁状态 抑郁症 焦虑症 强迫症 癔症 躯体化障碍 失眠症 人格障碍 急性应急反应 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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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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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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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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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组比较*

A:B

!

学生组与成人组的干预方式及用药情况
!

两组的干预方

式以心理治疗为主辅以药物治疗最为多见$

/":##]

%*学生组

与成人组的干预方式见表
"

)

/

*两组干预方式及用药情况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A:C

!

学生组与成人组的干预效果
!

99$

例就诊人群显效率

$痊愈及显著好转%为
9B:9/]

$

A"/

"

99$

%*学生组显效率为

>!:#9]

$

;/!

"

;>/

%#成人组为
$$:!#]

$

!>"

"

B>B

%#两组干预效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学生组与成人组的干预方式'

)

$

]

%(

组别
)

单纯心理

治疗

单纯药物

治疗

药物与心理联合治疗

药物治疗为主 心理治疗为主

学生组
;>/ $"

$

!#:$!

%

!>

$

":B#

%

!99

$

"!:$;

%

"B/

$

;/:;;

%

成人组
B>B

B!

$

A:!>

%

"

">

$

!":"$

%

"

!A;

$

;>:>"

%

"

;A

$

!>:;B

%

"

合计
99$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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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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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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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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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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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组比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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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与成人组的用药情况'

)

$

]

%(

组别
)

未用药 单纯抗精神病药 单纯抗抑郁药
抗抑郁药的联合治疗

苯二氮卓类药 抗精神病药 其他

学生组
;>/ $"

$

!#:$!

%

A

$

!:!9

%

!"!

$

BB:#;

%

B!;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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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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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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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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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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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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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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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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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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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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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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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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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9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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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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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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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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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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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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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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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组比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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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与成人组的干预效果'

)

$

]

%(

组别
)

痊愈 显著好转 好转 无效

学生组
;>/ /B$

$

A!:AB

%

!!;

$

!>:"$

%

"A

$

$:B"

%

!$

$

B:$>

%

成人组
B>B A/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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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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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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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A

%

"

合计
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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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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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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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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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组比较*

B

!

讨
!!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组心理咨询原因集中反映在学习压

力上#与文献报道接近&

;($

'

#其次是情绪问题)睡眠障碍和恋爱

问题等*成人组以家庭矛盾及婚姻问题最为突出#其次是睡眠

障碍)人际关系)躯体不适和情绪不好等*疾病诊断第
!

位是

情绪障碍#约占
9#:B;]

#与国内研究基本一致&

A(9

'

*学生组最

常见的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其次是焦虑症)强迫症)失眠症及

抑郁症等*成人组的抑郁症诊断最为多见#其次是躯体化障

碍)失眠症)焦虑抑郁状态及焦虑症等*

本研究还发现学生组干预方式以心理治疗为主#辅以药物

治疗占多数$

;/:;;]

%#单纯药物治疗仅占
":B#]

*成人组则

以药物治疗为主结合心理治疗的比例较高#为
;>:>"]

#单纯

药物治疗也达
!":"$]

*说明对学生的心理门诊就诊者更多

采用心理治疗进行干预*

本研究中
99$

例就诊人群的显效率达到
9B:9/]

#说明心

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两大干预方式可以迅速改善精神症状*学

生组显效率高于成人组$

5

$

#:#;

%#这可能与诊断分类情况不

同有关#学生组最常见的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还未达到疾病

标准#严重程度较轻#心理干预容易获得效果*而成人组以抑

郁症诊断为主#常伴有躯体化障碍#心理干预效果相对欠佳*

因此#为了提高心理干预的治疗效果#患者应该尽早接受

治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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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目前肝胆外科手术中的很大部分

都可以被腹腔镜手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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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腹腔镜设备昂贵)操作

复杂以及严格的手术指征#直视手术仍然是不少患者最合适的

选择&

>

'

*而直视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比较#其切口较大#加上有

许多影响切口愈合的因素存在#切口愈合时间明显长于腹腔镜

手术#从而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如何找到合适的措

施#降低切口愈合障碍相关因素导致的切口愈合延迟#是外科

医师研究的重要课题*

导致切口愈合障碍的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营养不良)

切口过大及血小板减少等&

!#(!!

'

*肥胖患者腹壁脂肪组织增

厚)疏松#血液循环差#脂肪细胞容易破裂液化#其少量液体还

可渗透到周围组织导致伤口红肿)硬结#而大量的脂肪液化使

油性物质和水样渗出聚积#导致伤口无法对接愈合#使细菌生

长繁殖#切口愈合延迟(糖尿病患者营养消耗大#免疫力低下#

且多伴有血管病变#使手术切口局部的血液供应差#易发生感

染及切口不愈合(另外#营养不良患者的低蛋白血症)长度超过

924

的手术切口以及可致凝血障碍的血小板减少均可导致切

口愈合不良*

伴有切口愈合障碍相关因素的患者在术后切口皮下放置

引流管与不放置皮下引流管的对照组相比#放置引流管的患者

$研究组%平均愈合时间明显缩短#而切口甲级愈合率明显提

高*徐一石等&

!B

'曾报道为患者术后放置一次性引流管可提高

腹部切口愈合率#但是其甲级愈合率明显低于本研究#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采用切口下方为引流管出口#更利于切口愈合*

有报道皮下放置引流管有利于切口处渗血及渗液的引流#

从而减少过度炎症反应#炎症反应的减少可使脂肪液化减轻#

而已液化的脂肪可及时从引流管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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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之#伤口愈合不良可能对患者身心造成伤害#增加患者

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对于存在切口愈合障碍因素的肝胆外科

手术患者#预防性地放置皮下引流管#有利于提高切口的甲级

愈合率#此操作简单#方便#成本低#不增加患者痛苦#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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