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岁的张某患糖尿病多

年，住院后变得沉默寡言，几乎

不与妻子说话， 妻子以为是病

痛的折磨让丈夫变得如此冷

漠， 殊不知其丈夫是患上了抑

郁症。

心理医师指出， 在住院病

人中这样的病例很多， 多数家

属都认为是本身疾病所带来的

情绪问题， 认为生病就会带来

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因此所有

的情绪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原

因———疾病， 殊不知患者可能

本身就已经存在抑郁障碍， 而

躯体疾病这一事件发生后又会

诱发和加重心理疾患， 这部分

病人会出现情绪低落、 行动迟

缓、 食欲减退、 失眠等抑郁症

状， 但因为与身体疾病联系在

一起， 往往被简单地认为是疾

病的结果， 潜藏在背后的心理

疾病则被人忽视。

医生提醒说， 住院病人已

经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需

要引起家属及医生重视。 对他

们的情绪变化要给与关注， 提

高识别能力， 为其提供心理指

导。 患病人群中如果突然出现

性格改变、 悲观、 消极， 兴趣

减退， 对热衷的事物丧失兴

趣， 不与人交流， 笑容减少，

声调低， 语速慢， 行动迟缓，

记忆力和理解力减退， 听不懂

他人的话， 表情木讷， 食欲降

低， 失眠， 心慌、 胸闷等这些

问题， 要考虑心理疾患， 积极

联系心理专科医生， 帮助病人

解决情绪问题， 同时也有利于

躯体疾病的康复。

杜恩

多数出轨事件都是在稀松平

常的状态下发生， 不一定有烛光

晚餐，也不一定有花前月下，往往

是某个时期的特殊心理在作怪，

两颗“善于接纳，超级感性”的心，

碰撞在一起。 双方可能有共同的

朋友，相近的工作，类似的兴趣，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只是对婚姻

有些厌倦，对配偶有些怨气， 对

生活有些不满， 尤其是对自己的

道德有些松懈……就这样， “出

轨事件” 便发生了。

正如有媒体总结的几个出轨

共性： “彼此没有什么心理防

备； 对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有

一个易于培养感情的环境或机

会； 道德松懈， 约束放松， 将规

范置之脑后。” 不难看出， 出轨

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道德， 当道德

的自我逐渐的被情感的自我说

服， 出轨的借口就有了， 只要有

适当的机会， 就跨越了界限。 其

实， 在出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

双方都有很多次机会刹车， 但彼

此都消极对待， 听之任之， 结果

终究还是冲过了封锁线。

所以， 无论如何， 男人和女

人都应该明白： 出轨是需要抵挡

的， 是需要用心预防的， 是需要

用力气逃脱的。 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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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女生小丹两年多来， 总

觉得自己脚臭， 而且越来越厉

害， 她甚至因为脚臭不能正常学

习和睡眠， 为此， 母亲只得领着

她四处看病， 所有的皮肤科医生

都认定小丹的脚不臭， 也没有任

何毛病， 但小丹还是不信。 鼓楼

医院心理科曹秋云主任认为小丹

的问题出现在心理上， 她患有严

重的焦虑症。

原来， 小丹的父亲在她小时

候病故， 母亲从小就教导小丹要

坚强， 凭着勤奋好学， 小丹从小

在班上都能保证在前三名。 但是

进入大学后， 她明显感觉自己要

想进入班级前十名都比较困难，

她开始感到着急和失望。 突然有

一天， 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脚臭，

这之后的两年多来， 她每天都为

这个问题所烦扰， 最后发展到经

常失眠， 上课走神。

另外有一个患者， 来医院就

诊时， 大热天戴了一个大口罩，

他说空气中总有一股化学味道，

他认为是别人故意在他周围投

放， 要置他于死地。 结合其他

症状和相关检查， 医生发现他是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焦虑、 神经衰弱、 癔症患者

容易发生对某种气味过敏的情

况， 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则

容易出现嗅幻觉， 就是说其实没

有这种气味， 但患者主观感觉这

种气味的存在， 而且认为这是有

人故意投放。 他们在生活中的表

现就是总能闻到一般人闻不到的

异味。因此，如果突然出现对某种

气味异常过敏， 排除器质性病变

后， 建议到心理科就诊。 柳辉艳

■心理透视

对气味异常过敏 也许心理有病

美国 3/4 以上的

老年人仍过着性生

活 。 而 1/6 的人随

年龄增长对性生活

更感兴趣。 下面的

几条“性不老 ” 秘

密 ， 是美国性学家

研究所得， 将有助

你获得更美满的夫

妻生活。

1、 大多数长久

夫妻不会厌倦性生

活。 研究表明， 性生

活频率和令人满意的

程度在孩子长大离家

后开始上升 。 据统

计， 男人在 51—64 岁性生活

频率最高， 女人在 60 几岁时

性生活频率也高于 50 几岁和

40 几岁。 而且， 夫妇越是恩

爱和谐， 性生活也越美满如

意。

2、 男人的性能力在达

到顶峰之后的几十年中， 不

会持续衰退。 男人的射精能

力在 50 岁无明显下降， 而

在 50 岁之后， 虽然射精时

间推迟， 但却更容易获得性

满足。

3、 闭经之后， 大多数女

人并没有丧失对性的兴趣。 研

究表明， 65 岁以上的女人性

生活频率有所上升。 而且， 这

时女人更乐于充当主动者， 这

对男人是种“解放”。 但绝经

后的女人阴道较干涩， 这可借

助于使用某些水溶性润滑剂来

解决。

4、 大多数老年妇女不会

丧失获得性高溯的能力。

5、 晚年性生活有益健康。

性生活对于老年人是一种强

度适宜的运动， 有助于保持

身体的健康机能。 从心理学

上来说， 它还可消除压力，

提高自尊， 增强信心， 防止老

年抑郁症。

6、 性交不可能导致心脏

病。 冠心病人因性交而猝死的

不到 1%， 而且， 这其中 70%

以上发生于婚外性关系中。

7、 阳痿并非不可避免一

一即使发生阳痿， 也可医治。

65 岁以上的男人约 15%—

20%有较严重的阳痿， 因而影

响性交。 但老年人阳痿大都与

某些疾病有关， 如糖尿病、 心

脏病、 高血压、 血管硬化等。

如果你发生阳痿， 应及时去看

医生。

8、 不论你年龄多大， 都

有能力享受性生活。 “用进废

退”， 保持健康的性生活， 可

延缓衰老引起的某些生理变

化。 杨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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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今年 45 岁了， 对自己

年龄渐大、 事业未成的境况，

经常会产生悲观、 消极的情绪。

大明 23 岁大学毕业时就来

到这个单位， 至今已经整整 22

年了， 目前还只是个副主任科

员。 如果近一两年还提不上去，

他可能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了。

这种忧虑造成了他很大的

心理压力。 大明越来越感到自

己很没用， 奋斗了大半辈子竟

一事无成。

大明最近睡眠很不好， 只

要一躺到床上， 他就会胡思乱

想， 比如自己是否应该换个工

作， 或干脆辞职下海经商， 或

移民加拿大、 澳大利亚什么的，

他总是焦躁地想， 他再不改变，

肯定坐火箭都赶不上他的同学，

也赶不上这个消费日益高涨的

时代。 他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

年纪， 许多梦想已经远逝， 没

有实现的仿佛永远也不可能再

实现。

像大明这样， 许多中年男

人事业上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或者遇上困境、 瓶颈， 都会对

自己年龄渐大、 事业未成的境

况产生悲观、 消极情绪， 这即

是所谓的“年龄恐惧症”， 也就

是心理专家所说的“中年危

机”。

一般来说， 产生“中年危

机” 的男人最重要的信号， 就

是自身的沮丧感， 伴随失眠或

者是嗜睡， 食欲下降， 总觉

得不舒服。 令人困扰的生活

事件往往会加剧这种沮丧感，

并会开始怀疑人生的一切，

人生态度也变得比从前消极，

加重了人到中年， 风雨飘

零的感觉。 这类男人常

常会选择沉默与逃避来

对待， 再加上内心压

抑， 情况严重者，

甚至会选择自杀

作为逃避方法。

丽早

■心海导航

人到中年后， 关键要重新

调整自己的方向。 要逐渐由关

注身外之物变为更多地关注自

己的心灵， 逐渐领悟到人生的

智慧， 这样才能减轻心理压

力， 顺利地度过“中年危机”。

中年男人能否真正消解

“年龄恐惧症”， 主要看在以下

几方面能否做到“放得下”：

财能否放得下。 李白说过：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 ”如能在这方面放得下，

那可称是非常潇洒的“放”。

情能否放得下。 凡是陷入

感情纠葛的人， 往往会理智失

控， 剪不断， 理还乱。 若能在

情方面放得下， 可称是理智的

“放”。

名能否放得下。 一般而

言， 高智商、 思维型的人， 患

心理障碍的比率相对较高。 其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一般都喜欢

争强好胜， 对名看得较重， 有

的甚至爱“名” 如命， 累得死

去活来。 倘然能对“名” 放得

下， 就称得上是超脱的“放”。

忧愁能否放得下。 现实生

活中令人忧愁的事实在太多

了， 如果能对忧愁放得下， 那

就可称是幸福的“放”。

另外， 无论工作再忙， 都

应该保留着每天看书、 学习的

习惯。 对抗浮躁最简单的办

法， 就是在知识中寻找强大的

力量。 自身内心强大的人不易

受环境的影响。

如果压抑、 沮丧的心理已

经影响身体， 不妨安排一次长

假外出旅游， 调整一下状态。

睿齐

中年男人的

顺利度过“中年危机”

相关链接

隗

“爱屋及乌” 这

一成语是说爱一个人

而推及到与这人有关

的物。 这种心理在生

活中是很常见的， 在

心理学中被称为“晕

轮效应”。

晕轮效应最早是

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桑戴克于本世纪二十

年代提出的。 他认为，

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

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

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

也即常常以偏概全。

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

好的， 他就会被一种

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

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

品质； 如果一个人被

标明是坏的， 他就被

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

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 这

就好像刮风天气前夜月亮周

围出现的圆环 (月晕 )， 其实

呢， 圆环不过是月亮光的扩

大化而已。 据此， 桑戴克为这

一心理现象起了一个恰如其分

的名称“晕轮效应”， 也称作

“光环作用”。

晕轮效应不但常表现在以

貌取人上， 而且还常表现在

以服装定地位、 性格， 以初

次言谈定人的才能与品德等

方面。 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

行评价时， 这种效应体现得尤

其明显。

从认知角度讲， 晕轮效应

仅仅抓住并根据事物的个别特

征， 而对事物的本质或全部特

征下结论， 是很片面的。 因

而，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应该

注意告诫自己不要被别人的晕

轮效应所影响， 而陷入晕轮效

应的误区。 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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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患病当心抑郁症

“出轨”须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