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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情绪问题也可以是病

近来心情不好睡眠差

当心这是“悲秋综合征”

最近两个月，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
就诊人数增加了20%左右。回龙观医院
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提醒：秋季是抑
郁症等“情绪病”的高发时段，公众要注意
识别不良情绪，警惕“悲秋综合征”。

陈红梅说，“悲秋综合征”的诱因一
般包括秋冬交替，万物凋零、气温变化
大，人们容易产生伤感情绪，加上临近年
底，工作压力大，容易产生不良情绪等。

陈红梅提醒，“情绪病”高发时段，公
众要提高自身对抑郁等不良情绪的识别
能力。入秋后光照减少，导致人体激素分
泌、睡眠节律出现变化。抑郁症或抑郁情
绪早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失眠或嗜
睡等睡眠问题。这些问题从侧面反映了
情绪的波动，也可能导致精神消沉、思维
迟钝、倦怠乏力等身体症状。频繁出现烦
躁情绪，比如“看什么都不顺眼、不顺心，
喜欢挑毛病”，也可能是“情绪病”的前奏。

如何预防“悲秋综合征”
●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天

气晴好时，出去多走走。既接受光照、调
节激素分泌，又能欣赏美景，转移情志。

●适量增加运动量也能平静情绪、
缓解压力。

●面对压力时，还可以通过列清单
的方式，将待办事项分轻重缓急排序处
理。状态实在不好时要允许自己停下
来，以免把“弦”绷断了。

●学会“借力”，比如向亲人、朋友倾
诉等，必要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此
外，已经确诊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秋冬
季节不要擅自调药、停药，遵医嘱治疗。

据《北京晚报》

人工智能
助力术中诊断脑肿瘤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荷兰研
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他们开发出一款人工智能系
统，可帮助医生在手术中判断脑肿瘤的
具体分类，进而做出诊断决策。

脑肿瘤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是最
致命的癌症类型之一，主要治疗方式包
括神经外科手术切除。医生在术中要
最大程度切除病灶，同时尽可能控制神
经损伤。目前医生常借助术前影像学
和术中组织学分析了解肿瘤类型，但有
时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介绍说，他们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出的“斯特金系统”，可结合
纳米孔 DNA 测序技术，在相对较短时
间内判断肿瘤类型。在对 50 个先前采
集的肿瘤样本进行分析后，该系统在40
分钟内对其中 45 个样本做出了正确诊
断。研究人员还在 25 台手术中测试了
该系统，发现它在90分钟内对其中18个
病例做出了正确诊断。

研究人员说，这表明基于低成本测
序技术的人工智能工具可帮助医生在
术中更好地做出诊断决策。

又 一 场 悲 剧 发 生 了 。
据成都高新区联合调查工
作组通报，10 月 10 日下午，
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向某
某在校内自缢，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经调查，向某某
有自伤的言行和疤痕，未发
现针对这名学生的校园霸
凌行为。通报中写道：“我
们深刻反思对学生身心健
康关心关爱不细致、对家属
沟通抚慰不到位等问题。”
向某某的自缢再次让社会
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近 几
年，多起引发关注的青少年
自杀事件中，当事人都处于
青春期。“青春期的特点是
人比较不稳定，思维活跃，
但是考虑问题不全面，情绪
容易变化，容易出现行为冲
动。”10月9日是世界精神卫
生日，在国家卫健委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安定医
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
郑毅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提问时说。

是青春期叛逆
还是心理出了问题

崔永华说，现在阻碍患儿没有得到
治疗的一大原因是，很多父母不认为孩子
的情绪问题是病，以为仅仅是逆反。

10月10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
篇题为《我的诊室挤满了孩子，家长却
不愿相信TA们病了》的文章，讲述了这
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高维佳的临床观
察——不愿意承认孩子得病的家长成
了有些孩子治疗的最大阻力。

和崔永华一样，高维佳也发现，近
几年来就医的家庭中，越来越多是孩
子主导的。

崔永华表示，不论是疾病的产生，
还是疾病的治疗和康复，父母、家庭对
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会对
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建议，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应该掌握
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父母会对孩

子的心理健康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父母就是孩子心理健康
产生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据崔永华介
绍，心理疾病的病因至今尚未清楚，目
前认为是社会、家庭、遗传等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儿童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个群体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

“当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已经明显
被耽误时再进行干预，其实已经错过
了最佳干预期。”郑毅解释说，如果孩
子的情绪和行为持续给自身和周围人
带来麻烦、痛苦，那就有可能是心理障
碍的早期表现。当孩子还处于早期表
现阶段，尚没有影响到学习和社交功
能，如果这时父母、老师给学生心理方

面的辅导，很多孩子可以调整过来。
崔永华强调，青少年抑郁早期的

主要表现是烦躁、易怒，而不像成年人
那样情绪低落、不爱动。甚至有的孩
子遇到好玩的事情可以玩得很“嗨”，
这也是和成年人抑郁不一样的表现。

此外，青少年的抑郁还表现为各
种各样的躯体症状，包括头疼、头晕、

恶心、呕吐、腹泻、发烧等，这也是崔永
华门诊常遇到的一类患儿。

关于青少年抑郁，崔永华指出了
父母常有的一个误区——认为孩子是
因为网络成瘾而耽误学习、生活，但实
际上，网络成瘾很有可能是抑郁的结
果，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把网络当成了
缓解情绪不适的手段。

崔永华表示，青春期孩子的心理
健康问题主要为情绪问题，而这样的
情绪问题又以抑郁和焦虑为主。

10 月 6 日，《中国疾控中心周报》
发表了一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12个城
市（103个县）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包
括2019 年的83866名青少年（49.3%为
男 孩），2020 年 的 67998 名 青 少 年
（49.4%为男孩）和2021年的86576名青

少 年（49.5% 为 男 孩），年 龄 均 在 13
岁-18岁之间。研究发现，女孩和高年
级学生的抑郁情况更为严重。

崔永华解释说，从生理角度来说，
女孩的青春期发育比男孩更早，她们对
性的感知要比男孩早得多。而且受激
素水平的影响，女孩也更容易产生情绪
波动。从性格特质来看，面对同样的压
力，女孩往往更加敏感，因此也更容易

有负面情绪。有了负面情绪之后，因为
男孩的外向行为比较多，比如打篮球、
跑步等，所以容易发泄这些情绪，而女
孩相对内敛，情绪更容易淤积。

崔永华说，研究发现，父母焦虑情绪、
父母离异等家庭环境对女孩影响更大。

《中国疾控中心周报》发表的研究
也强调，迫切需要更加关注女孩和高
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

10月12日下午四点半，记者来到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
主任崔永华出诊的诊室外，虽然已经快
到停诊时间，但走廊里依然人头攒动。

结束门诊后，崔永华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最近来看病的孩子有不少
是因为情绪问题而无法上学的中学
生。令人担忧的是，在崔永华的门诊，
有很多是孩子要求父母带自己来看病，
而不是父母带着孩子来看。“孩子最先感
知到自己可能出问题了，然后上网一查，
发现可能真出问题了，父母则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学，就没有大问

题，除非孩子坚持不上学了，父母才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崔永华认为，父母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认知程度很低。

父母认知程度低的一个表现是，容
易把心理疾病的表现误以为是青春期
叛逆。崔永华解释说，青春期叛逆也叫
逆反，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段都会逆
反，这是正常的，但是逆反一般不会影
响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偶尔和父母
吵个架，很快就好了，不会耽误事”。但
如果孩子的行为已经明显耽误了学习、
生活，那就不可以简单地归因为青春期
叛逆了，有可能已经有了心理障碍。

C 青少年抑郁的典型早期表现是易怒

B 青春期女孩比男孩的抑郁风险高

A 正常的青春期叛逆不会影响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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