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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情绪问题
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网络上很快就有内行看出了

端倪， 说这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不过是一种老年期的心理疾病，
名为老年抑郁症， 建议家人尽快
带夏阿姨到精神科门诊就诊。 老
年人的身体异常， 并非真的出现
了器质性病变， 而是在情绪困扰
下， 各类脏器的功能出现异常，
表现出种种不舒服的身体症状，
这种因为心理因素引发的躯体不
适感， 精神医学将其命名为 “躯
体化”， 当然， 这类疾病也就属
于一种心身疾病。

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值得关
注 。 当他们有严重的情绪困扰
时， 他们意识不到情绪糟糕会导
致身体异常， 因为身体不舒服，
他们会主诉自己的各种症状， 而
不会主动报告自己有多重的情绪
问题。 很多老年朋友虽然情绪很
低落、 经常哭泣或快感缺失， 但
他们只会说自己有进食困难、 睡
眠障碍、 躯体疼痛、 消化不良等
方面的问题。 如果不了解老人的
情绪表现， 没找到病根， 只是头
痛医头、 脚痛医脚， 那么很容易
导致病情反复， 贻误治疗的最佳
时期。

严重的情绪问题也是一种精
神疾病 ， 这是很多人都会忽视
的。 从精神医学上看， 情绪稳定
平和，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
一。 过于强烈的情绪会干扰个体
的认知、 行为和意志， 导致社会
功能下降甚至丧失， 甚至形成心
理疾病， 如临床上的焦虑症、 抑
郁症、 躁狂症和恐怖症等。

老年期抑郁症风险大
需找准问题根源

很多老年朋友罹患上了抑郁
症并不知情， 当然就没有办法得
到正规治疗。 大多数人是因为躯
体疼痛、 睡眠或进食异常而来寻
求诊治。 还有一部分人， 知道自
己情绪很不好， 但觉得不好意思
告诉别人， 怕别人说自己矫情，
更不想对外人倾诉家庭矛盾和个

人隐私 ， 所以不肯
就医。

如果不及时就
诊 ， 老年期的抑郁
症实际上有很大风
险。 拖延病情， 会导致个体陷入
糟糕的负性情绪里， 无法集中注
意力， 做事容易出错和忽视身边
的危险 ， 比如过马路不看红绿
灯， 一留神就会被撞倒。 抑郁症
也会影响进食和睡眠， 导致个体
精力变差、 体重减轻， 增加患病
的几率， 影响生活质量。 严重者
还会有自残自杀的想法和计划，
导致个体实施极端行为。

治疗老年期精神疾病， 当然
要找准问题的症结， 深挖病根。
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有明显的诱
因， 结合个人的心理素质和社会
文化因素而共同形成。 通过心理
医生的循循善诱， 找到了夏阿姨
心病的原因。 原来在大前年， 夏
阿姨工作单位的几个老姐妹， 每
人拿出 5 万元， 参与了一个集资
项目。 这个项目负责人吹得天花
乱坠， 说是高回报率， 3 年返回
本金， 半年后， 每个季度都可以
分到 2 千元。 大家一听， 3 年就
可赚到 2 万 4 千元， 真是一个难
得的赚钱机会。 前两次， 大家真
的都领到了 2 千元现金。 看的一
旁的夏阿姨眼红不已， 赶忙投进
去了 5 万元。

谁承想， 不到一个月这个项
目就被政府通报为是搞传销， 很
快就取缔了 ， 负责人也被抓走
了。 夏阿姨和老姐妹的血汗钱都
打了水漂， 欲哭无泪。 虽然儿女
都竭力安慰她， 还给她补贴了一
部分生活费， 但夏阿姨如秋后茄
子， 萎靡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缓
过气 。 大家都以为她终于看开
了 ， 走出了这段投资风云的阴
影， 根本没想到， 夏阿姨其实一
直处于痛苦伤心和压抑的状态，
她不愿意让儿女们担忧， 所以伪
装成没事的样子。

如何应对老年期抑郁？
应对老年人抑郁， 首先要做

到药物治疗为主， 并在疾病缓解

期， 辅以一定的心理治疗。 治疗
抑郁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能
光靠医生的能力， 老年人也需要
做一些调整， 比如要听医嘱， 坚
持服药。 很多人不了解精神科药
物， 不懂得一人一方的原理， 害
怕有副作用， 随意减药或停药，
导致病情反复和加重。 实际上，
服药是必需的， 且利大于弊。 根
据个人体质， 在医生的建议下做
一些药物的调整 ， 才能控制主
要症状。

其次， 老年人也要做一些心
理辅导， 了解这个疾病的发生原
因， 表现和治疗方法。 老年朋友
也要意识到， 心理疾病与自己的
生活方式、 性格、 思维逻辑、 人
际关系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要注
意过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优化性格， 用更为积极的思维方
式去取代消极的思维方式， 发展
出良好的人际互动， 让自己生活
在一种更为友好的环境中， 帮助
自己度过特殊的心理疾病期。

最后， 要对老年人的家庭成
员做必要的照护叮嘱。 家人的关
爱是抑郁症患者康复的心灵良
药， 通过医院给亲属做一些健康
照护讲座、 开展医患家属的互动
和参与家庭治疗等活动， 让家属
了解情绪疾病的特点、 表现和护
理方法， 可以帮助患者得到更多
的社会支持。 让他们理解到， 空
巢老人需要陪伴、 交流、 理解和
呵护， 这是老年人的心理营养，
是情感联结的重要途径。 人老了，
心理容易退化和惰化， 又没有能
力完全做到自我照料， 这需要家
人领着老人， 参与锻炼、 就医、
社交、 娱乐和学习， 帮助他们延
缓心理衰老， 提高生活质量， 从
而化解心理疾病带来的精神损伤，
重现找到生活信心和希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 记得没有方向的时
候看看当下的自己， 是不是
和你期待和梦想的一样， 如
若没有， 请不要选择安逸！

▲ 人生总有些悔不当
初的遗憾， 这就是 “学费 ”。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 ， 可能
你照样还是会不够 珍惜 ，
这就是人性 。 所以 ， 错过
的 ， 就此别过 。 未来 的 ，
敬请期待。

安徽 武春华

老人浑身不适、变娇气
夏阿姨最近变得娇气了， 总觉得自己浑身不舒

服。 上个月说自己心口痛， 呼吸不畅； 三周前又诉
苦说胃部胀气、 时不时疼痛， 吃不下饭； 前几天开
始抱怨失眠， 休息不好。 情绪很糟糕， 总想发脾气。
儿子和女儿请假， 轮流陪同她去了当地的三甲医院，
从呼吸科、 消化科、 内科到脑科， 轮流看了一遍，
CT和心电图也照过了， 也没看出有什么大病。

夏阿姨很崩溃， 自己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得了
什么怪病？ 儿女们内心也很着急， 但不得不耐着性
子， 劝说夏阿姨多休息， 多注意调理。 为了搞清楚
老妈的疾病， 夏阿姨的儿女将母亲的种种表现写在
帖子， 请求网络大神帮忙诊断。

性格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的 “合金 ”。 遗传是性格的自然
前提 ， 在此基础上 ， 环境因素
对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
作用 ， 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的
性格 。 尤其是高中生 ， 随着自
我意识的发展 ， 已经能够主动
分析自己的性格特征 ， 自觉地
培养良好的性格 。 如何优化自
己的性格呢？

1. 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
高中生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与生
活信念， 性格就会受到熏陶， 表
现出乐观， 坦荡、 自信等良好的
性格特征； 如果失去了人生目标
和生活勇气， 性格也会变得孤僻
和古怪。

2. 理性分析自己的性格特征。
这是深化自我认识的过程， 是性
格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 。
辩证地对待自己的优缺点， 克服
和消除不良性格， 培养和发展良
好性格。

3. 自我锻炼， 自我塑造。 自
觉确立锻炼性格的目标， 使自己
的态度、 意志、 情绪、 理智等方
面的性格特征不断完善。 重视在
实践中磨练性格， 特别是在遇到
挫折或艰难处境时， 要具有不怕
困难与勇于斗争的品格。

4. 主动帮助他人。 所谓助人
为乐， 即心情改善了， 对人的看
法和态度也随之改变， 有利于优
化性格。

5. 融入集体。 集体是人格优
化的土壤， 也是个性表现的舞台。
集体生活为同学们提供了与各种
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机会， 会让你
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性格， 并从别
人身上找到健全自己人格的途径
和方法。

6. 选择榜样， 见贤思齐。 多
发现父母、 师长、 同学、 好友的
优点， 向他们学习。 还可以将成
功人士、 英雄模范、 伟人名人作
为自己心目中的榜样， 邀励自己
不断进步。

长沙市长郡湘府中学
心理老师 尹海君

高中生
如何优化性格？

■心理关注

警惕疾病掩盖下的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