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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为“戏剧”发展埋伏笔。在参加心理

健康蓝皮书的发布会之前，一位女记者发来短

信，让我“顺便问问（中科院）心理所有没有哪位

老师可以做做心理测评之类的”，她觉得自己“可

能是抑郁了”。

这位同行的“抑郁”状况在快节奏的大城

市中并不少见。在 2 月 22 日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行的心理健康蓝

皮书发布会上，“抑郁症”这个词在有关心理

健 康 问 题 的 一 系 列 专 业 词 语 中“ 知 名 度 ”最

高。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心理健康蓝皮

书副主编陈祉妍说，在对被调查人员测评的

15 个“常见心理疾病知晓度”中，抑郁症比焦

虑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闭症（孤独症）

等知名度都高。

全球超3亿人遭受抑郁之苦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对四类人群（心理健康

工作者 933 人、医疗卫生工作者 1516 人、教育工

作者 2434人和媒体工作者 448人）的心理学知识

调查中，数据显示，在对“抑郁症”的了解方面，媒

体工作者仅居心理健康工作者之后，竟比医卫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略高一点。或许，当年崔永

元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句“抑郁了”，真的把这

一心理学名词大大彰显了一番。

蓝皮书披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

球有超过 3亿人正在遭受抑郁之苦，抑郁症的现

患率从 2005年到 2015年的 11年间增长了 18%。

在某种程度上，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

焦虑症等已经成了社会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新

发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介绍，一项对 1994 年—

2011 年的 230 个研究涉及 88500 名教师的分析

显示，18 年间，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

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抑郁、焦虑、偏执等

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变差趋势。医护

人员群体的情况也不太妙。2006 年—2016 年

间，对 18616 名医护人员的调查显示，医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显著比我国普通成年人的平均水平

要低，其中焦虑、偏执、抑郁、强迫等心理问题

是较为突出的。

是否抑郁不能靠感觉判定

人 们 为 什 么 会 有 抑 郁 、焦 虑 等 心 理 健 康

问题？

专家表示，目前中国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及绿色文明等的快速变化中。“我国

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

遇到诸如环境、就业、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蓝皮书主编、中科院心

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指出，信息化、网络化时

代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而且生

理和心理上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国民的心理健

康问题已呈现出比单纯的躯体健康问题更突出

的态势。

按照心理学专家的分析，产生抑郁、焦虑等

心理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生态环境因

素。心理学家发现，自然环境与心理健康最为

明显的关系之一反映在抑郁问题与光照和季节

的联系上，像季节性抑郁经常是在光照少的秋

冬季节反复发作，而在春夏季节抑郁症状则缓

解。社会经济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很大，

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抑郁的发生

率显著升高。此外，受教育水平、工作与学习

环境、家庭环境、生活方式等都是影响人们心

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一个人是否抑郁，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现

在网上流行着一些测评小程序或方法。但中

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陈祉妍说：“最权威的判定

只能找精神科医生，比如对抑郁症，他们有典

型症状、持续时间等一系列判定指标。”

如果确定一个人患有抑郁症，一般的治疗办

法是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针对不同的人、不同

的症状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陈祉妍说，药物治

疗和心理治疗是等效的，不是说哪一种更好，也

可能两种治疗方法都同时使用。

感觉被抑郁击中？听精神科医生怎么说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

年）》，提出在有咀嚼槟榔习惯的地区，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

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查，促进牙周、口腔黏膜病变

等疾病早诊早治。专家表示，长期咀嚼槟榔有患口腔癌的风险。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 2017年公布致癌物清单时，已将槟榔

果列入一级致癌物。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教授、中华口腔医学

会副秘书长刘宏伟表示，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的群众有咀嚼槟榔的习惯，从

而导致了口腔癌的发病率增高。前期槟榔碱先逐渐导致口腔黏膜纤维

化，患者会有张口受限、舌活动受限、黏膜弹性丧失及溃烂等表现，也有疼

痛、影响进食等痛苦。这是口腔癌发生前的癌前病变。且槟榔成瘾性强，

时间久了可以转化为口腔癌。

在国内咀嚼槟榔盛行的地区如海南省、湖南省等地，绝大多数的口腔

癌是由咀嚼槟榔导致的。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国疾控中心曾调

研湖南省群众嚼槟榔和口腔癌的现状，当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口腔颌面

外科病房内，50 位住院患者有 45 人患口腔癌，其中 44 人有长期、大量咀

嚼槟榔病史。

刘宏伟说，槟榔嚼物一般由槟榔果、老花藤和煅石灰组成，有的地区

还在其中掺加一些烤烟和香料。其中的添加剂如石灰、丁香、烟叶和槟榔

籽中含有一些致癌因子，口腔癌的发生与嚼槟榔的时间和槟榔在口腔内

滞留的时间呈正比。

长期咀嚼槟榔有致癌风险

2月 22日，有媒体报道6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女孩琪琪正在天津

寻求骨髓移植救治，由于中华骨髓库的供者体检出现问题，台湾骨髓库

的供者悔捐，她仍在等待。

通过骨髓移植手术救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方法，在我国已经

有55年的历史。1964年2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在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为一位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成功施行移植手术，采用的

是这位患者的同卵双胞胎姊妹的骨髓，这是第一次在亚洲成功进行骨

髓移植手术。

“很多病人对骨髓移植，现在叫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太了解，还可能

存在一种恐惧心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主任医师姜尔烈说，

实际上，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论从供者还是受者来讲，安全性都已

经大大提高。

“我接受骨髓移植的时候有些纠结，可

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一位曾经接受骨

髓移植的患者讲述了的经历，她是急性髓系

白血病高危组，但在最开始没有选择造血干

细 胞 移 植 ，“ 最 开 始 我 选 择 了 化 疗 ，我 当 时

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复发了，不行了我再

考虑移植。”

人们对骨髓移植安全性的顾虑，使得不

少患者不太倾向于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当时她的供者是她的儿子，是‘半相合’，

这样移植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她当

时在第一次缓解期的时候没有选择。”姜尔烈

解释。

所谓半相合，是指 HLA 半相合。HLA 又

称人类白细胞抗原，它是位于染色体上的一种

糖蛋白，这种糖蛋白如果相合就意味着不同来

源的骨髓能够相互接受，不产生排斥。而半相

合则是由于生物学父母兄弟姐妹中至少有一

半是相同，另外还可有部分可能相同。

“HLA 全相合的同胞供者曾经是异基因

移植的首选。近年来随着半相合移植技术

的改进，移植成功率不断提高，为更多患者

解决了造血干细胞供者来源困难的问题。”

姜尔烈说。

最后，姜尔烈为这位患者实施了半相合的

骨髓移植手术，并取得成功，至今已 3 年有余。

而文章开头提到的琪琪在始终无法寻找到合

适配型的情况下，也将选用直系亲属的半相合

配型进行治疗。

55 年来，骨髓移植技术有了很多进展，使

得能够获得该技术救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患者

也因此有了“保底”的余地。

“最初，造血干细胞需要从患者的骨髓中

获得，从骨髓中获取造血干细胞需要通过骨髓

穿刺技术，对供者伤害较大。”姜尔烈说，随着

人们对造血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发现正常生理

状态下外周血中也含有一定比例的造血干细

胞。但是外周血中的比例并不高，可能无法满

足需求。

1988 年，科学家发现粒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能动员造血干祖细胞从骨髓中大量转移

到外周血，这意味着外周血也可以携带出健

康者的造血干细胞。1994 年成功实施了首

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动员后的

外周血已逐渐取代骨髓造血干细胞，成为造

血干细胞新的来源。这大大提高了供者的

安全性。

此外，上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也发现了脐

血中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1988 年世界上

首例脐血移植并取得成功。随后，全世界各国

政府或科研机构出资兴建脐血库。脐血干细

胞的发现和应用，为造血干细胞移植提供了一

个新的细胞来源。目前全球已有 40000例以上

的儿童和成人患者接受了脐血移植，而且这个

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发掘不同的造血干细胞源泉，大大缓解

了来源缺乏的限制，使得临床上的使用越来

越多。

不再骨髓穿刺
发掘更多造血干细胞源

经典电视剧《蓝色生自恋》中的配型无果

桥段曾在不同的电视剧中反复出现，而近些年

电视剧中的桥段逐渐转变成等待配型、在绝望

时忽然传来配型成功消息的情节，这些细微的

变化其实也是实际生活中的反应。

除了技术的进步，保障体制也不断完善。我

国建立了中华骨髓库，台湾省建立了慈济骨髓库，

另外很多省份如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都有自

己的脐血库。姜尔烈说，至今已超过100万患者接

受和得益于这种治疗技术，这是第一个进入临床

实践的再生方法并对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骨髓干细胞移植并不一定都需要

他人作为供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来自兄弟姊妹的同

胞供者减少，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

究所严文伟教授成功开展首例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之前认为，白血病患者的骨髓不健康

不可对自己进行移植。严文伟查阅国外资料，

经充分论证，成功开展了首例自体骨髓移植。

针对不同特点的血液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各有优缺点。

“自体造血干细胞来源于自身，所以不会

发生移植物排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也就是俗

称的‘排异’。”姜尔烈表示，自体移植并发症少

且无供者来源限制，移植相关死亡率低，但在

治疗恶性血液病时，因为不能“取他人所长补

己之短”，缺乏移植物抗肿瘤作用以及移植物

中可能混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复发率高，更多

用于复发风险较低的血液病。

而基因造血干细胞来源于正常供者，无肿

瘤细胞污染，且移植物有免疫抗肿瘤效应，故复

发率低，长期无病生存率高，适应症广泛，甚至

是某些疾患唯一的治愈方法。但供者来源受

限，有“排异”，且需要长时间使用免疫抑制剂。

治疗百万患者
复发风险低可自体移植

“用新的造血干细胞替代患者的造血干细

胞，重建患者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从而治疗

疾病，仍是目前最为有效、又是唯一可以治愈

某些血液疾病以及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实

体瘤的最佳治疗方法。”姜尔烈强调。

随着靶向药、基因治疗等全新技术的出

现，不少患者也会寻求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

治疗方法，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抱着“神药会出

现”的侥幸心理。

“对于复发难治的白血病，没有哪一种新

药是确切地能够治愈这个疾病，基本上都是能

够使病情得到控制、得到缓解。”姜尔烈提醒，

获批上市的疗法才符合临床上安全、有效、可

控的要求。而在患者之间、患者家属之间流传

着所谓的偏方更加不可信。

“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医生会根据专业知

识和治疗经验判断，根据病情选择国内外的循

证证据已经证实可靠、疗效最好的方案进行医

治。”姜尔烈说。

在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时，方案也不尽相

同。疾病诊断和状态、排斥风险、复发风险等因

素都会影响方案的选择。在移植前患者会进行

放疗或者化疗，“掀掉”肿瘤细胞庇护所。因病

种而异、因人而异的更加个体化的预处理方案

也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研究追求的目标。

一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是不是成功一般

要经过五大关口：移植前预处理关、移植关、移

植后免疫排异关、感染关、复发关。五关之后，

还需要在移植后两年内反复进行残留病变监测

和供者细胞嵌合度检查，若在患者体内实现供

者细胞完全嵌合，没有残留病变，且血象及重要

脏器检查正常、无明显症状，才算真正成功。

据统计，约60%的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异基

因骨髓移植后可以达到3年以上的生存期，其中一

些已经达到6年左右。这部分患者基本上可以认

为已经治愈，因为急性白血病患者移植后6年以上

复发的情况极为罕见。而55年前我国首次实施的

骨髓移植手术，患者在30年后随访时造血功能仍

正常，当时属世界上移植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两例

病例之一，目前仍是难以打破的治疗后生存纪录。

神药尚未出现
移植仍是临床“法宝”

坚持和推广母乳喂养是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提升国民素质的重

要一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6 个

月内纯母乳喂养率整体偏低，母乳代用品促销等因素容易对母乳喂养的

选择产生不利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6个月内纯母

乳喂养、坚持母乳喂养到2岁及以上、在婴儿6个月龄时开始添加有足够营

养和安全的辅食。根据我国国民营养计划，到2020年，0至6个月婴儿纯母

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到2030年，这一数字在2020年的基础上提高10%。

然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基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对全国 1

万多名 1岁以下儿童母亲进行问卷调查发布的报告显示，6个月内婴儿纯

母乳喂养率仅为 29.2%，大城市这一数据高于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调

查还显示，新生儿在出生后 1 小时内开始吸吮母亲乳房的比例为 11.3%，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母乳代用品促销误导消费者，显著提高了婴儿母亲们给孩子添加奶

粉的可能性，降低了6个月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这构成我国母乳喂养状

况改善的一大障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说，婴儿母亲对母

乳喂养的认知不足，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对母乳喂养

的支持不到位以及产假较短等，也是造成我国母乳喂养状况的主要因素。

我国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不到三成

骨髓移植骨髓移植5555年年
从凤毛麟角到百万受众从凤毛麟角到百万受众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获悉，《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

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规划（2019 年—2022 年）》已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和自治区政府批准下发。这一规划鼓励宁夏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

建设互联网医疗平台。

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2 年，宁夏全区二级及以上医院全面开通线上

就医便民服务业务，推行预约诊疗、智能导诊、在线问诊、结果查询、诊间

结算、床旁结算、药品配送、出院服药指导、在线复诊、检验检查报告单医

生解读等全流程服务。

这一规划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在实体医院基础上，运

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全适宜的医疗服务，支持医疗卫生机构、符合条件的

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对内覆盖宁夏全区、对外辐射周

边的宁夏互联网门诊，开展线上专家预约、咨询会诊、网络门诊，强化远程

在线指导、专科诊疗等服务。

此外，宁夏还将结合“互联网+”医疗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强化上

级医院对基层的技术支持，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慢病随访、健康管

理、绿色转诊、延伸处方、特殊人群健康监测等线上线下互动服务。

宁夏拓展医疗线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