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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人渴望拥有良好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
然而，诸多因素造成的精神疾患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精神病患病率已达13．47‰，有精神病患者1600多万。
自1991年起，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九五”、“十五”计划纲要》，将精神病
防治康复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精神疾病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的身心健康，预防与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降低精神疾病的致残率，提高治疗和康复水平，增进人
民的身心健康，是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卫生工作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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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我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概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科技的发展，传染病一类的疾病已经
得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但由于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一
种威胁社会的疾病——精神病的发病率却在随之增长。
　　一、背景    近20年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均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如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业问题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使社会生活中心理紧
张因素、应激因素增多。
同时，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有害刺激，如噪音、污染、拥挤等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些都带来了新的精神卫生和行为问题，使得人们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健康问题大大增加，精神疾病和
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有关研究表明，精神病患病率已由50年代的2．7‰上升到70年代的5．4‰，80年代的11．1‰；1993
年由卫生部、公安部、中国残联组织的全国流行病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精神病总患病率为13．47
‰，精神病患者已达1600多万，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近700万人。
而且精神病的患病率还在持续上升。
据国外精神病流行学专家预测，21世纪将是精神病患病率增高、流行的世纪。
199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地区会议上，专家预测，未来10年对我国人民健康危害最
大的精神疾病是：老年痴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和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随着各种心理问题、行为问题及与精神卫生有关的问题的日益突出，摆在每一位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
者面前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一）精神病给病人、家庭以及社会造成的危害    在我国，精神疾患已成为当前疾病分类中较为
严重的一类疾病。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残疾调整生命年指标（DALYS）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所谓残疾调整
生命年是指通过将因一种疾病造成的丧失的潜在生命年与因该状况造成残疾而失去的有生产力生命年
结合起来衡量该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脏血管、
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WHO，1996年资料）。
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l／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1. 精神病给病人本身带来极大的痛苦  同身体其他器官的疾病一样，精神病同样是一种疾病，所不同
的是，精神病病程较长，治愈率低，易复发。
又由于精神病患者表现为思维异常、行为失控，对社会干扰大，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世俗的偏见
与歧视，他们有的被关锁家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流落街头、受到侮辱和歧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指出，精神疾病患者承受着来自他们本身的疾病和社会污辱与歧视
给他们造成的双重痛苦。
    2. 精神病给病人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由于精神病患者多发生于青壮年时期，病情迁延难愈，即使是康
复者也需要药物的长期治疗才能控制病情。
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的精神病人，常常因缺乏合理照顾、监护、指导而导致复发，使家
庭在精神上及经济上蒙受沉重的负担。
    3. 精神病对社会造成危害  有的精神病人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发病时杀人、放火、毁物，危害他
人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和正常秩序，同时也使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据有关部门推算，严重肇事肇祸、危害社会治安者约占精神病患者的8％左右。
照此估算，全国大约有严重肇事肇祸、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130万左右，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精神病人劫持民用客机，纵火烧毁油井，割断军用民用通信线路事件也常有发生。
某市1990年1至5月就发生精神病人杀人案件22起，杀死18人，杀伤23人，其中一次杀死2人以上的案件
就有6起。
有关专家认为，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次于刑事犯罪，居第2位。
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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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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