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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心理
·

疾病
·

健康

第二二讲 心理诊断与心理治疗
王 极 盛

心 理 诊 断

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
，

从人的心理活动与行

为的表现进行检验
，

称为心理诊断
。
心理测验是

心理诊断的重要手段
。
心理测验主要包括智力测

验与人格测验
，

它对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的诊断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心理现象是人脑的机能

，

因

此心理测验用于脑疾病的诊断为最多
。
心理测验

对某些内科病的诊断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传鼎教授认为
， “

行为

或心理的测验在发现大脑机能障碍方面
，
比物理

或生理的测验更为灵敏
。 ”

一
、

智力测验与诊断
�

智力测验 的 种类 很

多
，

最早是比奈一西蒙量表
。
目前在医学临床较

常用的智力测验是斯坦福一比奈量表
、

韦克斯勒

成人智力量表与儿童智力量表
。

����年法国教育部为了解决判断低能儿童方

法问题
，

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

比奈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

他同西蒙合作于����年

设计了第一个具有成效的智力量 表
，

并 在 ����

年
、
����年分别进行了订正

。

比奈一西蒙智力测验采用了
“
智力年龄

” 这

一概念
，

它指的是根据智力测验结果而得出的年

龄
。

实足年龄或生理年龄指的是儿童出生后的实

际年龄
。

某个儿童不管他的生理年龄多大
，

他若

能通过智力测验某年龄组的测验题
，

例如智力测

验三岁组的而不能通过四岁组的测验题
，

他的智

力年龄就是三岁
。

使用智力年龄这一概念能把儿

童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相比较
，
这比以往用聪

明或笨的笼统概念描述人的智力发展水平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
。

此奈一西蒙智力量表诞生之后
，
很快译成各

种文字
，
智力测验风行于欧美各国

。
����年美国

斯坦福大学教授特尔曼对比奈一西蒙智力测验进

行了修改
，
称为斯坦福一比奈测验

。
它使用了智

力商数 �简称智商或 ��砂 这一概念
。

智商是智

力年龄�万
·

�� 被生理年龄 ��
�

�� 相除而得的商

数
。

其计算公式如下
� ���，

五�
�

�

�
�

�

� ���
。

智力

年龄只能表示智力的绝对高低
，

不能比较牛理年

龄不同儿童的智力高低
。

智商则能表示智力的相

对高低
。

例如
�
甲儿童的生理年龄为 �岁

，
其智

力年龄为 �岁
，
而乙儿童的生理年龄��岁

，
其智

力年龄�岁
，
两个儿童的智力年龄都比自己的生

理年龄大一岁
，
这就难以比较他们的智力高低，

而用智商表示就比较 出他们 智力的 高低
�

甲

儿童的智商 ‘

二卫
一 、 ����

��

�
一
了

� �������， 乙儿童 的 智商

二
���

。

由此可见
，
甲儿童的智力比

乙儿童的智力高
。

根据斯坦福一比奈量表对大量美 国儿童 测

验的结果
，
对智力可进行如下分类

�

智商在 ���

以上者为天才， 智商 �������为最优秀， ����

��� 为优秀， ������ 为常态， �����为次正常

智商， �����为临界正常， �����为轻度智力房

弱， �����为愚鲁， �����为痴愚， ��以�为白

痴
。

斯坦福一比奈量表对于诊断智力落后等心理

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
。

被诊断者的智商在��左右

就应该引起怀疑
，
并应进一步确诊

。
被诊断者智

商如在��以下
，
则可诊断为智力落后

。

韦克斯勒智力测检有成人智力测验和儿童智

力测验两种
。

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
，
供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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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成人使用
。

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供测��

��岁的儿童使用
。

每个测验分成两个宽广的分量

表
�

言语的
、

操作的
。

每个分量表中又分几个分

测验
，
每个分测验又包括若干条目

。

言语分量表

包括一般知识
、

理解力
、

词汇
、

数字记忆广度
、

算术推理
、

识别语言的相似性等分测验
。

操作分

盈表包括客体会合 �把某些切开的部分集合起来

完成一体�
、

填图
、

按照意义排列图片
、

按照图

案搭积求
、

以符号配数字等分测验
。

每个分测验

的分数可以单独计算
。

它不同于斯坦福一比奈智

力测验的地方
，
在于允许分别使用言语测验和操

作测验所得的智商
，
也允许把两种智商合起来

。

韦克斯勒智力量表测验是国际心理学界比较

公认的好的量具之一
。

在国外
，
韦克斯勒量表广

泛地应用于诊断智力损伤或脑受仿所引起的智力

衰退
，
精神障碍或其他病理情况

。

例如
，
若一般

知识测验的分数低于理解力
，
词汇的测验分数或

者在一般知识中难的能够通过
，
而容易的项目反

而通不过
。

这些情况对于诊断抑郁
、

歇斯底里或

精神分裂症很有意义
。

数字记忆广度测验的分数

若低于词汇测验的分数达 �分以上
，
多见于焦虑

或精神病早期的患者
。

二
、

人格测验与诊断
�

人格测验的种类也很

多
，
目前人格测验方面在西方盛行的是明尼苏达

多相人格测验
。

它包括 �“ 个问题的陈述句，
内

容很广泛
，
包括健康

、

心身症状
、

神经障碍
、

运

动障碍
，
性的

、

宗教的
、

政治的和社会的态度
，

教育
、

职业
、

家庭
、

婚姻问题，
各种精神病行为

的表现等
。

例句如下
�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
多半

觉得睡眠充足
，
头脑清醒� 我总是在精神紧张的

情况下工作
� 偶尔我会想到一些坏得说不出口的

事， 我的性生活是满意的
�
似乎没有人了解我，

遇到麻烦的时候
，
我觉得最好是不说话等

。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要求被试者对每一个

项目作出选择性的回答
�

或是或非
，
或 不能 回

答
。
这个测验是由与被试者有关的问题所组成

。

被试者在着每一个问题时
，
考虑是否符合自己的

行为
、

感情
、

态度等
。
如果情况 符合

，
就 在答

案纸上该问题号码右边
“ 是 ”

字下的 方 格 内画
“
�

’ ， 如果情况不符
，
就在答案纸上该问题右边

�否，
字下的方格内画

“
�

” 。

如果确定不能判定

是或否
，
不作任何记号

。

根据记录表的分析
，
可

看出人格特点与心理健康状态
。

三
、

望闻问切与诊断
�
望

、

闻
、

问
、

切是祖

国医学独特的诊断方法
，
它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浓

厚的心理诊断特色
。

望诊是医务人员通过视觉观察人 体外 部的

神
、

色
、

形
、

态
，

以推断疾病的情况
。

古人重视

神色 �包括精神状态和面部气色�在诊断上的作

用
。 《

内径
，
对神色在诊断学上的重要性

，

有若

较深刻的认识
。 ·

形健则神旺
，

形衰则气惫
。

临床

上根据病人的面部表情
、

语言气息
、

动作行为来

作为望神的标志
。

如病人的眼神精彩内含
，
烟烟

有神
，

则为得神
。

如病人的眼神无精打彩
，
目暗

睛迷
，

则为失神
。

如病人疲惫
，
可见于劳后

、

肾

虚
、

胃不实
。

沉郁
、

呆钝可能是情志病
。
烦燥不

安可能是热病
。

闻诊主要是通过医务人员的听觉以诊察病人

的语言
、

呼吸
、

咳嗽
、

呻吟等声音的变化来推诊

疾病
。

人的情志与声音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

正常情况下喜时发声欢悦而散
。

怒时发音愤厉而

急
。

病人呻吟
，

多是身有痛楚
。
暖声哈气

，

多属

气郁于心胸院不畅
。

时发长呼短叹的声音
，

可能

情志不舒所致
。

问诊
。

是询问病人的发病经过及 其 自觉 症

状
，

只有通过病人的主诉
，

才能得到 真实 的 了

解
。

因此问诊是很重要的
。 《素问

、

四失论
》
说

“
诊病不问其始

，

忧患饮食之失节
，

起 居 之 过

度
，

或伤于毒
，
不先言此

，

卒持寸 口
，

何病能

中
。 ” 问诊的内容很广泛

，

包括病人 的 生 活 习

惯
、

饮食起居
，

精神状态
、

发病经过等
。

根据病

人的精神状态
，

可以帮助推诊疾病的原因
。

如健

忘
，

多系用心肾不交
、

心气不足
、

思虑伤脾等所

致
。

怔忡 �心跳不安的感觉�可能系恐惊之后
，

心血不足
，

阴虚火旺所致
。

抑郁不舒多由情志不

遂
、

多思善虑所致
。

切脉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祖国医

学对心理因素在脉法中的作用
，

已有 深 刻 的 认

识
。

祖国医学已经认识到七情内伤在脉象上是有

所反映的
。

例如
《 医学入门》 就指出了七情异常

与脉象的关系
� “

喜则伤心脉必虚
” ，

即喜则气

缓
，

脉虚必散
。 “

思伤脾脉结中居 ” ，

即思则气

凝
，

脉短而结
。 “

因忧伤肺脉必洽
” ，

即忧则气

滞而脉沉
， ”

怒气伤肝脉定濡
” ，

即怒则气逆而

脉濡
。 “

恐伤于肾脉沉是
” ，

即恐则气下
，

怯而

沉脉
。
平时

，

人们一时性情绪激动
，

脉象也可能

有变化
，

但这不是病脉
，

而当情绪平定下之后
，

脉象也就恢复正常了
。

心 理 洽 疗

心理治疗是对疾病的一种洽疗方法
。
一般说

来
，

心理治疗是通过医务人员和病人之间的交际

过程
，
其中包括语言

、

表情
、

态度
、

行为去影响

病人的认识
、

情绪和行为
，
以达到治疗作用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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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强调治疗的对象是有思想
、

有感 情的病

人
，

强调病人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

所谓心理兹询
，

就是通过骼询�给予
“
来访

者
” 以帮助和教育

，

并使之有所增益
。

骼询是一

个交往过程
，

往往需要多次的交谈
。
心理骼询与

心理洽疗是难以分开的
，

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

上
，

心理骼询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心理治疗
。
心理

皓询的方式有门诊骼询
、

信件咨询
、

报刊专栏咨

询与现场咨询等
。

祖国医学很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重要作
用

。 《内径
》
就指出

，
精神不进

，
志意不治

，

病乃

不愈
。

李中梓深刻地指出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

用
� 。 “

境缘不偶
，

营求未遂
，

深情牵挂
，

良药难医
”

著名心理学家潘蔽教授指出
� “

不仅药物能

治病
，

而且良好的心理因素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

于身体的或精神的疾病也常常能起到治疗或有助

于康复的作用
。 ”

大量临床实践证明
，

病人的心理状态
，

病人

的主观能动性在治疗疾病的效果上有着重要的作

用
。

我国医务工作者曾经对两组神经衰弱的病人

进行了研究
。

对这两组病人采用的药物等措施完

全相同
，

第一组病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好
，

痊愈

的占��
�

�帕， 第二组病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得不

好
，

痊愈的仅占 ����肠
。

对于疾病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
，

心理治疗是

当中的一种
，

它对某些疾病例如口吃
、

遗尿
、

性

功能障碍等可以单独使用
，

在多数情况下是与药

物治疗等配合起来
。
医务人员与病人都重视心理

治疗
，

就会不同程度地提高治疗效果
。

心理治疗渊源流长
，

远在两千多年前祖国医

学就很重视心理治疗
，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祖

国医学的心理治疗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

说理开导式心理洽疗
�

这种心理治疗起源于
《内经》 。

说理开导式的心理治疗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的内容
。

第一方面是
“
告之以其败万 ，

即指

出疾病的危害
，

引起病人对疾病的注意
，

使病人

对疾病要有认真对待的态度
。

第 二
“
语 之 以 其

善” ，

即指出只要与医务人员配合
，

治疗及时
，

措施得当
，

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

增张病人战胜疾

病的信心
。

第三
“
导之以其所便

” ，
即告诉病人

如何进行调养
，

指出治疗的具休措施
。

第四
“
开

之以其苦
” ，

即解除病人的消极的心理状态
。

以情胜情式心理治疗
�
这种心理治疗起源于

《
内径， 所说的

“
怒伤 肝

，
悲 胜 怒” 、 “

喜伤

心
，
恐胜喜

” 、 “
思 伤 脾

，
怒 胜 思” 、 ” 忧伤

肺
，
喜胜忧

” 、 “
恐伤肾

、

思 胜 恐
” ，

实 践证

明
，
情志致病

，
按照这种心理治疗方法治疗是有

一定的效果的
。

惊式心理治疗法
�

这是一种利用精神刺激
，

治疗人体生理机能活动的失调
。

例如
《
灵枢 》 记

载治疗一般功能性呢逆的方法
“
哆

，
大惊之

，
亦

可己
。 ”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
，
在一切疾病 的 治 疗

中
，
心理治疗都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
在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中
，
心理因素作用愈大

，
心理治疗的

意义也就愈大
。

当代的心理治疗一般可分为个别心理治疗和

集体心理治疗两种
。

个别心理治疗
，
这是采取医务人员与病人个

别谈话的形式进行的
。

在谈话时
，
医生的态度要

诚恳
，
情绪要稳定

，
语言要慎重和确切

。
医生要

消除病人对疾病的顾虑
，
帮助病人树立与疾病作

斗争的信心
，
制定治疗的具体方法

。

集体心理治疗是医生把病情相似的病人组织

起来
，
根据病人中普遍存在的消极精神因素与对

疾病的错误看法
，
深入浅出地给病人讲解有关疾

病的症状表现
、

病因
、

发病机制及防洽措施等
。

在医生讲课之后
，
组织病人讨论

，
加深理解

。

有

时还请治疗效果较好的病人现身说法
，
起到示范

的作用
。

心理治疗从内容来分有说理治疗
、

气 功治

疗
、

运动治疗
、

音乐治疗
、

戏剧 治 疗
、

艺 术治

疗
、

雕塑治疗
、

医疗性教育治疗等
。

现代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很多
，
其中主要

包括支持疗法
、

催眠疗法
、

精神分析法与行为疗

法
。

支持疗法是指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指导
、

疏

导
、

劝说
、

保证
、

安慰
，
使病人消除或减轻对疾

病的紧张与焦虑
，
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

，
恢复对

周围环境的适应
。

催眠疗法是使病人处于催眠状态
，
并进行暗

示
，
使病人消除恐惧的情绪

。

例如医生对处在催

眠状态下的焦虑症患者说
� “

经过这种治疗后
，

你的心情很快就能变得平静
，
不再有 不 安和 焦

虑
，
头痛很快就能减轻和消失

，
睡眠会一天一天

好转
，
会睡得很熟很深

” 。

精神分析法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

基础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的理论认为

，

人的心理障碍起源于无意识冲突
。

精

神分析法是借助于自由联想法等由对病人进行洽

疗
。

自由联想法就是病人躺在睡椅上
，
医生坐在

病人看不见的地方
，
医生鼓励病人把他自己所想

到的一切全部讲出来
，
借以分析病人的无意识的

内容
，
引导病人重新认识自己

。

行为疗法是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法
，
主要是

在 ���。 年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的
，
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
。

行为疗法是根据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学说与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化原理而衍生出来的心

理治疗方法
。

行为疗法的指导思想是认为人具有

自我控制与自我调节能力的
。
人的行为都是外界

环境中学习而来的
。

行为疗法认为为人的病态心

理与躯体症状是一种异常行为
，
是人与环境不协

调的表现
。

它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进行调整与改造

的
，
因此行为疗法又称为行为矫正疗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