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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及其基本内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部 念 锋

一
、

什么是心理卫生

心理卫生是一项专门学科
,

它应有自己的定义
。

不过
.

目前在使用或说明这一概念时
,

尚存在着某些

不同看祛
。

有一本小册子中说
, “

心理卫 生 是关于保

护与增进人的心理健康的心理学原则与方法
” 。

给心

理卫生下这样的定义尚欠妥当
,

因为心理卫生不仅是

一些心理学原则和方法
。

比如
:

优生优育防止低能儿

出现
,

主要是依据遗传学
、

生物学
、

生理学以及医学

原则和方法 , 儿童出生后直到长大成人
,

在发育生长

过程中
,

要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

还要依靠教育学和

社会学原则与方法 ; 生产劳动中要保护劳动者的心理

健康
,

还要遵循劳动卫生学和环保学原则与方法 , 精

神文明建设
,

防止精神污染还要靠政治学
、

法律学原

则与方法 , 搞好人际关系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

搞好

家庭关系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

还要讲究点公共关系

学和伦理学等
。

因此
,

心理卫生概念比心理学范围要

广泛得多
。

有一本
“

心理学词典
”

中说
“

心理卫生 (M卜

nt ai H ea it b) 也指心理健康
,

是心理障碍的反义词
” ,

还有的作者认为
“

心理卫生就是指心理健康
”。

把健康

与卫生视为同一概念
,

这也是不妥当的
,

因为把表明

状态的概念
—

健康
,

等同于表明过程的概念
—

卫

生
,

是不恰当的
。

比如
,

我们说某人不卫生
,

意思是

说他有某些做法不符合科学原则
,

但并不一定是说此

人不健康
。

还有人认为
“

心理卫生可以定义为
:
以积极的

、

有

效的心理活动
,

平稳的
、

正常的心理状态对当前和发

展着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作良好的适应
。 ”

简单概括为
:

心理卫生是良好的适应
。

这种定义也不够全面
。

比如
:

适应吸烟室的环境不能说符合生理卫生
,

适应堕落的

社会环境不能说符合生理卫生
,

因为这类适应都要以

损害生理和心理趁康为代价
。

心理卫生学在我国仍处在起步阶段
,

至今对这门

学科的研究仍不够明确
,

在《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的

解释和说明还是很严肃的
。

这部书 里 说
“

心理健康是

2
,

体外反搏治疗
:

在心胜舒张期开始之际
,

人

工地给四肢
、

臀部等部位加压 (将缚于该部位之气囊

充气)
,

迫使血液返回主动脉
,

提高主动脉的舒张压
,

增加静脉的回心血量
。

然后在收缩期之前放气
,

促使

心排出量增加
,

脑血流量也增加
。

3
.

血液稀释疗法
:

众所周知
,

降低血液枯稠度

可使局部脑血梳量增加
。

血液粘滞性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
,

其中与红细胞压积 ( H ct ) 及纤维蛋白原的关系最

为密切
。

试验证实
,

血液粘滞性与 H ct 呈直线相关
,

而脑梗塞患者的血液枯滞性较正常对照组高出 7 5%
。

血液稀释疗法的目的是人为地降低 H ct
,

使血液粘滞

度下降
,

以增加脑血流量
,

改善脑的缺血
、

缺氧
。

常

用方法有以下三种
:

( 1) 高容量稀释法
:

在不放血的情况下静点低分

子右旋糖醉或 706 代血浆等稀释液
,

使总血容量超过

正常
,

这有利于改善侧枝循环及维持血压
,

但可加重

心
、

肾负担及肺水肿
,

故心
、

肾
、

肺功能不全者应禁用

或慎用
。

(2 ) 等容量稀释法
:

放血的同时
,

静脉补充相等

量的稀释液
。

(3 ) 放血加高容量稀释法
:

在放血的同时
,

静脉

补充稀释液量高于放血量
。

在我国以 ( l )
、

( 3) 两种方法应用较广
。

但稀释疗

法时 H ct 降至多少为宜
,

目前尚无统一意见
,

有待进

一步研究
。

上述各种治疗方法
,

尚存在分歧意见
,

有些治疗

方法仍需在实践中加以证实
。

但无论采用任何方法
,

积极的对症
、

支持治疗
,

精心的护理
,

防止各种并发

症的发生
,

在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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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个体心理在本身及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所能达到

的最佳状态
,

不是指十全十美状态
” 。 “

心理卫生包括

一切旨在改进及保持上述状态的措施
,

诸如心理疾病

的康复
,

精神病的预防
,

减轻充满冲突的世界带来的

心理压力以及能处在按自身的身心潜能进行活动的健

康水乎等
。 ”

简而言之可以这样认为
,

即
:

心 理 卫生

是指人类为达到和维持心理健康状态而采取的各种原

则
、

方法与手段以及它们的实施过程
。

依据以上概念去理解心理卫生
,

则可以认为
,

它

在学科分类中不是属于心理学范畴
,

而是医学科学的

一部分
,

是预防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
,

它与生理卫生
、

环境卫生等分支共同构成卫生学的总体
。

二
、

心理卫生的基本内容

心理卫生的墓本内容很庞杂
。

它几乎涉及到人类

生活的各个方面
,

涉及到个体发育和发展的各阶段中

的有关向题
。

但是
,

如果我们按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

归纳
,

便可以把它们归纳为相互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

三大部分
。

1
.

研究的对象
:

心理卫生研究的 对 象
,

一般地

说是具有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人
,

具体的说是人们的

不同的心理健康状态
。

凡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关的

各项理论与实际间题
,

都可以作为心理卫生的内容
。

比如
,

划定心理健康水平的标准 , 心理健康水平的分

级 , 破坏健康人格的关键因素 , 按心理健康水平对人

群的分类 , 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 . 遗传因素和先天因素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

躯

体疾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心理健康的神经生物学

基础等问题
,

都属于这一类内容
。

这类内容偏重于理

论性质
,

构成了心理卫生学的基础理论
。

与其相关的

其他基础学科还有
:

生理学
、

心理学
、

基础医学以及

文化人类学和伦理学等
。

2
.

鑫* 任务
:

消除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各种因素
,

促成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各种条件
,

按心理卫生的科学

原则使人形成和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

为完成这一任

务
,

必须对大t 的有关间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

比如
,

最常见的损害心理健康的因素有恐惧
、

失败
、

冲突等
,

心理卫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对上述各种因素的

性质
、

强度和特点做出科学的说明
,

把握它们的规律

性
,

从而达到减轻其强度和削弱其影响的目的
。

另外
,

每个人从生到死都要经历一个发育成长过程
,

在不同

的阶段
,

人们对内
、

外环境荆微的承受力及反应水平

不同 , 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个体差异及社会职业性

质的差异又给心理卫生提出不同的任务
。

这样
,

心理

卫生在针对人的年龄特征
、

性别差异
、

个性特点
、

职

业性质进行心理保健工作时
,

便形成了与其任务相关

联的第二部分内容
。

这部分内容偏重于应用
,

它与某

些应用学科有更广泛的联系
,

如心理诊断学
、

心理测

验
、

临床精神病学
、

临床心理学
、

劳动卫生学
、

劳动

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等
,

都与心理卫生学的内容相联

系
。

偏重应用的内容是心理卫生的主体
,

我们经常提

到的保持心理功能的最佳状态
、

康复心理疾病
、

预防精

神病和减轻心理压力等
,

都包括在这部分内容之中
。

3
.

其体方法和措施
:

即心理保健的手段
,

可以分

为以下三类
。

(1) 依据身
、

心关系的一般原则确立的
。

由于键

康的身体是健康心理的生物学基础
,

所以各种维护身

体健康
、

防止疾病和预防先天与遗传的不良影响的措

施也都是心理卫生的措施
,

或者说
,

上述措施中也都

包含着心理保健的性质
。

如孕期卫生
、

胎教
、

幼儿保

健
、

饮食习惯
、

劳逸结合
、

合理用脑
、

体育锻炼等
,

都包含在这一类之中
。

(2) 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

由于良好的人际关

系
、

和睦的家庭
、

充分的社会交往以及有益的社会活

动都是健康心理的支往
,

所以在心理卫生中也有这方

面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

(3) 由人的精神属性所制约的
。

由于人的心理健

康水平是人对外界客观事物和客观关系进行反应的结

果
,

而各种反应都具有主体的主观特征
,

所以
,

人的

意识水平
、

自制能力
、

人生观点和 自我修养等
,

都会

影响着反应的结果
。

依据这一原则
,

心理卫生的心理

保健方法中便包括着
‘

自身调节和自身适应等内容
。

这第三部分内容多是属于操作性的
,

但同样包含

着很多的哲理
。

如果失去了一定的理论性质
,

很多方

法与措施不但不会使人的心理达到健康状态
,

反而会

使人们失去人格的常态
。

比如
,

为了减轻冲突的世界

带来的心理压力
,

人们必须采取措施
,

这就是所谓心

理乎衡和适应向题
。

就其本质而言
,

这是进取而不是

退缩
,

是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进行两方面的改造
,

即

主观和客观的改造
,

改造的目的是要符合客观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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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态为代价而求得暂时心理平衡的任何方法都不是

心理卫生的糟施
。

因此
,

各种方法与措施的建立
,

必

须以第一部分内容中的科学理论为依据
,

以第二部分

内容中的具体任务为目标
。

这样
,

心理卫生的基本内

容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

而它的性质也姚能在这统

一体中体现出来
。

年醉
、

同种族在发育的诸方面也各有差异
,

这是正常

现象
。

三
、

青春期的发育指征

青春期某些发育指标的大致顺序见附表
。

附表 青春期各年龄发育指征

年叶(岁) 女 孩 男 玻

帮助青少年顺利渡过青春期

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叶 广 俊

8、9

1 0、1 1

身高突增开始

乳房发育开始
,

身高
突增高峰

,

出现阴毛

乳房继续增大

一
、

概迷

青春期(p u b er ty 或 a d o le s e e n e e )是由有依赖桂的

童年期发育到独立自主的成年期的过渡时期
,

其年龄

阶段一般定为 10 ~ 20 岁
。

p u b e rty 一字来 自拉丁文
“

Pu be rta
s ” ,

意为长阴毛时期
,

以早期内分泌变化
、

生长突增
、

第二性征开始出现为其特征
。 a d ol es ce llc e

包括青春发育期的全过程
,

尤其反映中后期的一系列

体格和心理变化
,

直到完全发育成熟
。

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
,

经历着身心各方面的

急剧变化
。

青少年时期的身心健康是成年和老年健康

的良好墓础
,

因此青春期身心健康在人的一生中占有

极重要的地位
。

青春期受到神经内分泌变化的影响
,

使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速度快
,

其形态
、

生理和心理的

剧烈变化表现在身体
、

情绪
、

价值观
、

态度
、

行为
、

人

际关系
、

自由与责任等诸方面
。

二
、

青春期的发育分期
1

.

, . 期早期
:

生长突增阶段
,

即俗称
“

窜个子
”

阶段
,

表现为身高
、

体重迅速增长
。

以身高为例
,

平

均每年增高 7 ~ 10 公分
,

增 长 快 的平均每年可增长

10 ~ 12 公分
。

这阶段尚未出现女孩月经初潮和男孩首

次遗精
。

2
.

, 春期中期
:

以第二性征迅速发育为特点
,

如

女孩乳房发育 , 男孩喉结
、

变声
、

胡须的出现 , 男
、

女孩阴毛
、

腋毛的长出等称为第二性征
。

在这个时期

多已出现月经和遗精的生理现象
。

3
.

青春期后期;
、

性腺基本发育成熟
,

第二性征已

墓本发育如成人
,

体梅发育逐渐停止
。

青春期发育在早
、

;中
、

后每期大约持续 3 年左右
。

青春期的开始年龄
、

发育速度
、

成熟年龄以及发育的

程度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

不仅男女之间 (如一般
女孩青春期的开始举龄平均比男孩早

: 年)
,

种族之间

有差异
,

而且在环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

同胜别
、

同

1 4

1 5

月经初溯
,

出现腋毛

乳房显著增大

脂肪积累增多
,

丰满
,

香部变回

月经规则

身高突增开始
,

皋丸
、

阴茎开始增大

身高突增高峰
,

出现
喂绪

出现阴
’

书
,

奉丸
、

阴

茎继续增大

变声
,

出现腋毛

首次遗精
,

出现 胡须

l2幼

阴茎
、

来丸已)达成人
大小

1 7、18 骨舫愈合
,

停止生长 体毛接近成人水乎

19 以后 骨舫愈合
,

停 止生长

四
、

青春期心理卫生

青春期发育是比较复杂的
,

从心理发展上看
,

这

一时期的青少年既具有童年期的一些痕迹
,

又具有成

年期的一些萌芽
,

常表现为似成熟又不成熟
。

他们既

要适应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卫生问题
,

又要适应社会

环境变化带来的心理卫生问题
。

因此
,

作好青少年的

心理卫生保健工作
,

是一项关系到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重要措施
。

我国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卫生向题大致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

1
.

对性发育的困感不解
。

在青春发育期人体生殖

系统开始迅速发育
,

这是其突出的特点
。

但有些青少

年对自身的性发育及性成熟的生理变化常感到神秘不

解
,

如
:

有的男少年对于本属生理现象的遗精出现种

种猜侧
,

个别人甚至把遗精视为病理现象而苦恼
、

焦

虑
,

形成紧张的心理压力 ; 有的青少年可由于对性发

育好奇而引起情绪不稳
,

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向成熟

过渡
,

朦胧地意识到两性关系等向题
,

对性知识发生

兴趣
,

开始是对同性
,

然后转向异性
,

并产生爱墓感
,

这些都是一种正常的转变
,

但有个别青少年由于缺乏

成人对他们的正确引导
,

心中的疑惑不解得不到答案
,

又难以启齿询向
,

所以就从不正当途径去探索两性知

识
,

容易受黄色淫秽书刊
、

录相带的不良影响
,

个别

人甚至走入歧途 ; 还有一些青少年由于有手淫习惯
,

常产生追悔
、

白责的情绪
,

而这些情绪又会影响正常

的学习
。

此时如能作好心理峋控
,

加强自制力
,

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