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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应关口前移

尹小俭ꎬ丁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上海 ２０１４１８

【摘要】 　 抑郁症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ꎬ成为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难题ꎬ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常态化防控

更是对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提出了严峻考验ꎮ 鉴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抑郁症病理特征ꎬ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工作应关口

前移ꎬ应以“筛查和动态监测”作为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关口前移的重要途径ꎬ以“群体预防”作为实现防控关口前移的重要

保障ꎬ推进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工作关口前移ꎬ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墙ꎬ改善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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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影响因素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１

　 　 抑郁症是全球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ꎬ对个体情

绪、注意力、自信心等能够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ꎬ甚至

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１] 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报

道显示ꎬ目前全球抑郁症患者数量已经高达 ３.２２ 亿ꎬ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疾病负担[２] ꎮ 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全球新增抑郁症患者超过 ７ ０００
万[３] ꎮ 据«２０２２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ꎬ我国抑郁症

患者已近 ５ ０００ 万ꎬ其中儿童青少年占 ３０.２８％[４] ꎮ 党

和政府高度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ꎬ特别是青少年抑郁

症问题ꎮ ２０１９ 年«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明确要求ꎬ到 ２０２２ 年

底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ꎬ
落实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干

预措施[５] ꎻ２０２０ 年«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

案»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

必修课[６] ꎻ２０２１ 年«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

治措施的提案»ꎬ正式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

检内容[７] ꎮ 鉴于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发展特征与成长

环境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关注应该聚焦于公共卫生层

面对“抑郁症状”的早期干预ꎬ而非医疗层面的治疗ꎮ
在此背景下ꎬ结合«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所提倡的“关口前移、预防先行ꎬ针对疾病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导向和抑郁症病理特征ꎬ依托学

校环境ꎬ坚持预防关口前移ꎬ早期识别与动态监测相

结合ꎬ综合防控青少年抑郁症ꎬ将会有力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ꎮ

１　 我国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迫切形势

近几十年ꎬ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ꎬ加之青少年学习压力较大等因素ꎬ造成我

国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呈

逐渐上升趋势ꎬ其中在“抑郁症”发病率层面体现的较

为明显[５] ꎮ 应强调的是ꎬ公共卫生层面的“抑郁症状”
与精神障碍层面的“抑郁症”具有较大差异ꎬ前者主要

指一系列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失眠、食欲改变等症

状ꎬ可能影响到学业、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ꎬ主要表现

出“阶段性”特征[８] ꎻ而后者是一种医学意义层面的心

理疾病ꎬ需要在专业医疗机构寻求诊断和治疗[９] ꎮ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显示ꎬ我

１４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３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５



国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学生的抑郁检出率分别约为

１０％ꎬ３０％ꎬ４０％ꎬ重度抑郁所占比例随年级升高而上

升ꎻ总体而言ꎬ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２４.６％ꎬ其中

重度抑郁达到 ７. ４％[１０] ꎮ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儿童蓝皮

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２０２１)»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

抑郁症状发生率达到 ２６.４％[１１] ꎮ ２０２２ 年发布«２０２２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表明ꎬ１８ 岁以下具有抑郁症状的

患者已经达到总调查人数的 ３０.２８％[４] ꎮ 虽然不同组

织和机构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差异ꎬ但相关报告反映

出的青少年抑郁症人数比例上升趋势不得不引起高

度重视ꎮ 而一些因抑郁症导致青少年产生极端行为

的报道和案例则更具社会影响力ꎬ也让民众更加直观

了解抑郁症对青少年的危害[１２] ꎮ 然而ꎬ一些具体的问

题对青少年抑郁症防控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ꎬ如研究

显示ꎬ当个人出现抑郁情绪时ꎬ大概只有 ５％的人表示

会寻求专业机构或个人的帮助ꎬ而青少年占比更低ꎮ
基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多变性ꎬ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反复发作的概率相对较高ꎬ从而造成自

伤、自杀等行为ꎬ对学习、生活以及成长产生严重负面

影响[１３] ꎮ 另一方面ꎬ青少年抑郁症治疗有效手段和机

构的缺乏ꎬ则进一步制约了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有效

性[１４] ꎮ
为深入了解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及其影响

因素ꎬ本课题组研究人员于 ２０２１ 年 ９—１２ 月在上海、
乌鲁木齐、长沙、昆明四地对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抑

郁症状、体质健康、体力活动、生活习惯、家庭环境调

查ꎬ共获得 ８ １０２ 份有效数据ꎮ 根据前期研究基础以

及测试结果ꎬ研究组成员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 ７ 篇

研究论文[１５－２０] ꎬ分析和探讨青少年抑郁症状与儿童青

少年健康促进之间的关系ꎬ为深入了解青少年抑郁症

状提供一定借鉴ꎮ

２　 关口前移是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工作的核心

　 　 抑郁症的防控工作历来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项

难题ꎮ 当前我国对抑郁症的诊断、治疗、康复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ꎬ社会公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认知存在

一定的偏见[２１] ꎮ 对于青少年群体ꎬ提前预防和干预是

应对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最佳途径[２２] ꎮ 在青少年

抑郁症防治中ꎬ主要应该面向无抑郁或存在一定抑郁

倾向的青少年群体ꎬ因此ꎬ“防控关口前移”对于抑郁

症状的防控而言是重中之重ꎬ利于青少年抑郁症防治

工作从局部走向整体ꎬ建立有效传导反馈、及时回应

处理的系统和机制ꎮ
防控关口前移的实现途径主要在于学校、家庭和

社会三者协同配合ꎬ这是遏制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重

要前提ꎮ 避免青少年从无抑郁和抑郁倾向阶段转向

抑郁症阶段ꎬ是遏制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重要节点ꎮ

首先ꎬ应该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心理健康教育ꎬ包括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授、情感

管理技能的培养和应对挫折能力的训练等ꎮ 其次ꎬ家
庭和学校应该关注青少年的情感变化ꎬ建立有效沟通

机制ꎬ及时了解青少年的情绪状况ꎬ帮助他们解决情

感问题ꎬ如父母应该积极关注孩子的情感变化ꎬ给予

支持和理解ꎬ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ꎮ 在学校ꎬ教师应

该了解青少年的情感状态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ꎬ
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ꎮ 再者ꎬ社会应加强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和支持ꎬ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心理健

康服务ꎮ 当然ꎬ防控关口前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

现实难点ꎬ如牵扯主体多ꎬ需要多部门、多群体协同配

合ꎻ行动时间长ꎬ需要实施常态化预防等ꎮ 这些难点

可能导致在实践工作中ꎬ对于存在一定抑郁倾向的青

少年关注力度不足ꎬ源头治理出现失位ꎮ 因此ꎬ针对

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ꎬ应将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控工作

常态化ꎬ以“杜渐防萌”的态度ꎬ推动青少年抑郁症的

防控工作关口前移ꎬ有效化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ꎮ

３　 筛查和动态监测是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关口前移的

重要途径

　 　 鉴于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发展特征ꎬ及时筛查和动

态监测有利于推进青少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早
治疗ꎮ 尽管及时筛查和动态监测对于青少年抑郁症

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ꎬ但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ꎮ 在

很多地区ꎬ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心理健康缺乏科

学认识ꎬ青少年的抑郁症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ꎬ更别

提及时的诊断和治疗ꎮ 调查显示ꎬ家庭、学校和社会

对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率不足 １％ꎬ而且在识别过程

中容易与青少年性格、思想品德等混淆[２３] ꎮ 因此ꎬ建
立多层次的筛查机制是精准识别青少年抑郁的核心:
首先家庭层面ꎬ父母应基于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积极

关注青少年的情绪变化ꎬ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ꎬ关注

青少年的生活细节ꎬ科学识别其心理状态ꎮ 青少年亦

应主动了解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特征ꎬ主动进行自我比

照ꎮ 其次ꎬ学校也应该承担起筛查责任ꎬ通过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设置心理咨询室等方式ꎬ为青少年提供

咨询服务和帮助ꎮ 学校还可以通过定期组织青少年

进行心理测评ꎬ及时发现并帮助存在心理问题的青少

年ꎮ 再次ꎬ社会层面也应该参与到抑郁症的筛查工作

中来ꎬ通过组织志愿者、开展宣传等方式ꎬ引导青少年

正确认识抑郁症ꎬ提高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ꎮ 最

后ꎬ积极探索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的智能化手段ꎬ针对

青少年抑郁症重点人群通过可穿戴设备等方式实时

监测ꎬ以“科技守护”为主题探索青少年抑郁早期筛查

的智能化路径[２４] ꎮ
研究证明ꎬ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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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过程ꎬ如在发病时间层面多数表现为 “晨重夜

轻”ꎬ在性别差异层面表现为“女重男轻”等[２５] ꎮ 抑郁

症动态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变性ꎬ决定了应该建立“自

我—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多主体共同实施监测

的青少年抑郁症监测网络ꎮ 在自我监测层面ꎬ应积极

向青少年普及抑郁症心理健康知识ꎬ培养青少年自我

监测的能力ꎬ鼓励青少年勇于寻求心理帮助ꎻ在家庭

监测层面ꎬ应积极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ꎬ加强与子女

交流ꎬ及时了解子女的思想动态和行为ꎬ对子女出现

的异常状态做到及时疏导ꎬ协同学校实时监测子女心

理健康ꎻ在学校监测层面ꎬ应制定措施和安排专人实

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动态ꎬ定期向学校总结和汇报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ꎮ 通过自我监测、家长监测、学校监

测ꎬ形成一张严密的青少年抑郁症监测网络ꎬ只有各

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努力ꎬ才能够为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保障ꎮ

４　 群体预防是实现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关口前移的重

要保障

　 　 基于青少年群体以集体生活、群居生活状态为主

的特征[２６] ꎬ群体预防成为抑制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要关

卡ꎬ其中增加体力活动和纠正不良行为是保持青少年

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的最佳方式[２７] ꎮ 基于以上背

景ꎬ首先应充分利用早操、大课间、体育课等方式引导

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ꎬ调动学生参与体力活动的积极

性ꎻ其次ꎬ应纠正青少年不良行为ꎬ同时积极鼓励青少

年保证睡眠质量与均衡饮食ꎻ再次ꎬ重视校园和家庭

环境建设ꎬ在学校和家庭营造良好的交往氛围ꎬ注意

识别校园和家庭中的危险因素ꎬ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

防和解决ꎮ 例如ꎬ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暴力等问题ꎬ学
校和家庭应该注重教育和引导ꎬ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ꎻ针对家庭暴力、虐待等问题ꎬ应该

加强宣传和法制教育ꎬ让家长意识到这些行为的危害

性ꎬ同时加强法律监管ꎬ维护家庭和青少年的权益ꎮ
最后ꎬ须加强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科普工作ꎬ让心

理健康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ꎬ使学生、教师、家
长等高密接群体都能够关注到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ꎬ
学习了解相关知识ꎬ多方合作ꎬ共同促进青少年心理

健康素养ꎮ
综上所述ꎬ青少年抑郁症防控的核心在于防控关

口前移ꎬ而筛查和动态监测是青少年抑郁症防控关口

前移的重要基础ꎬ群体预防是实现青少年抑郁症防控

前移的重要保障ꎮ 在此原则下ꎬ应构建 “ 自我—家

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多主体共同实施监测的青少

年抑郁症监测网络ꎬ前瞻性地防治抑郁症ꎬ推动青少

年抑郁症防控关口前移ꎬ有效化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风

险ꎬ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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