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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精神障碍防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提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组织编写。
首批完成的图书有：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双相障碍、老年期痴呆和儿童注意缺损多动障碍，已
于2007年出版。
从得到的反馈信息表明：广大读者欢迎《指南》，认为《指南》有助于提高精神障碍的防治水平，有
利于规范精神障碍的诊疗实践。
读者的鼓励，敦促我们继续编写，这次推出的是：《焦虑障碍防治指南》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防治指
南》。
焦虑障碍属于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类别，按照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推算，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
可能达到五六千万。
而我国目前对焦虑障碍的认识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病例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
创伤后应激障碍，则为由异常强烈的精神应激，例如灾难所引起的精神障碍。
它和焦虑障碍有联系，美国精神障碍分类，便将之纳入焦虑障碍的范畴。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已将灾后人群列为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人群，防治创伤
后应激障碍则为重点工作。
《指南》的编写原则和指导思想，已在前期出版的各册的前言中阐明，其要点为：参考和借鉴国内外
最新成果和指导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卫生经济学原则；基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
的健康和疾病模式的综合防治措施；以人为本的个体化全病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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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焦虑障碍是人群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明显缺损，已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焦虑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和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生和发展一样，都是生物—心理—社
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的防治必须采取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措施。
合适的精神药物治疗对上述疾病有肯定的效果，但心理治疗在焦虑障碍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
本书介绍了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和社交焦虑障碍的防治方法。
     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在第一线服务的精神卫生工作者，包括专科医师、全科医师、综合医院心理科医
师、临床社工及精神卫生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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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6.1.2 人群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对社交焦虑障碍的疾病知识宣教，使社会大众了解该
病的性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及预防康复措施，早期发现疾病并给予及时适当的干预、
治疗，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缓解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心理负担；对高危人群进行健康宣教、提
供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康复指导、追踪随访等，充分动员相关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建立完善的健康
教育网络体系。
4.6.1.3 人群健康教育的主要实施方法开展以精神卫生工作者为主要实施者的综合性、全方位的全民健
康教育。
主要包括：（1）借助媒体进行疾病宣教，如报纸刊物、电视讲座、广播、宣传小册子、社区板报等
多种途径使社会了解疾病。
（2）通过网络宣教，提供基本知识普及、在线咨询、就医指导等。
（3）在中小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开设课程。
（4）举行精神卫生知识的讲座，深入社区、各级企事业单位。
（5）在医疗机构提供宣传册、专业咨询以及便捷的就医渠道、完善的随诊制度。
（6）对患者及高危人群提供个别及全程治疗、预防及康复，积极干预，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指导
，加强包括门诊、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医疗随访。
（7）加强对患者家属的教育，讲明病情及性质，指导其提供必要的家庭支持，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督促就医等。
总之，要做到多方位、多形式、点面结合、灵活便捷、全面综合的人群健康教育，切实有效地推动精
神卫生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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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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