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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
解码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解码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

“我的爸爸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为什么不开心，他们只关心我

考得好不好，能不能上高中。”

“我和他们说我很难受，心情不好，他们说是我想太多，太矫情了，没人能理解我。”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的诊室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日前，教育部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其

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要引起每个家庭

和学校的重视，更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这方面，看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精神

心理科医护团队是如何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撑起一片晴空的。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显示：2020 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相关数据同时表明，我国10%～15%的儿

童存在焦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卫生问题，这类儿童在留

守儿童群体内甚至高达30%，而就诊率却不到三分之一。

“从后疫情时代开始，精神心理科的门诊出现抑

郁症患儿增多的现象，基本每周都会出现至少 10例存

在抑郁状态的患儿。”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陈敏榕还清

楚地记得，在近期的门诊中遇到一位反复出现非自杀

性自伤的抑郁症患者。

12岁的小齐（化名）是一个性格乖巧的男生，但是从

11岁开始，突然间出现每日反复不断地用小刀切割自己

的手腕，导致他的双手留下密密麻麻的割伤与疤痕。通

过心理咨询，陈敏榕主任发现小齐“非自杀性自伤”的

原因与他的家庭息息相关。

原来，小齐的父亲长期酗酒，每日三餐都要饮酒配饭。

而在饮酒过后，小齐的父亲就难以控制地做出一些家暴行

为，反复辱骂、殴打小齐的妈妈与他。这种家暴行为一直从

他6岁起，持续到12岁。“当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因为还不懂

事，他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表现不好被爸爸打。但是当他

逐渐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以后，就会感受到强烈

的不甘——为什么我的同学都好好的，而我每天好好学习，

但是一回到家，却要遭受爸爸的辱骂与殴打，日复一日，没有停

止。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孩子出现了抑郁情绪。但是这个孩子不

幸的地方在于，他不懂得使用正确的发泄方式宣泄情绪。直到有

一天无意中割伤了自己的手腕，他发现难受的情绪很快得到了疏

解。因此这个反复割腕的行为就产生了。”陈敏榕说。

当得知小齐的抑郁是由于家庭原因导致，精神心理科

的心理咨询师在后期的干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他努力学

习的良好精神面貌以及对未来职业的期待，给孩子赋予充

分信心。鼓励小齐的妈妈振作起来，对家暴的爸爸进行反

馈：家暴必须停止，否则暂时与爸爸进行隔离。

在后续回访中，小齐已经停止了反复割腕并且抑郁情绪

得到了好转，能正常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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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期和青少年期是处于自我

统一性形成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

是经历学业、人际、自我认可等重要过

程，渴望被尊重，行事又不成熟，自尊又

敏感。这时候如果学业或人际交往或

家庭危机都容易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

等情绪障碍的发生。而这些由情境或

事件导致的抑郁，如果早期筛查早期发

现早期干预，孩子们的分化会很不同，

不少孩子能够恢复健康继续过有价值

的人生，所以教育部对学生进行健康筛

查的意义重大。”陈敏榕告诉记者，“我

们在心理咨询中会遇到很多患儿哭诉

他们的家长只关心成绩或者只忙于工

作，但一旦孩子们表现得不好，他们的

父母就会对他们进行冷暴力、打骂或

者批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孩

子的父母往往存在关心少但要求多的

情况。”

然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们的

社会关系重点也从单纯的家庭逐步发

展到和学校同学及其他朋友发展同伴关

系。好同伴的支持与理解会帮助孩子更加

健康快乐地成长，但是如果群体中出现霸

凌、同伴排挤、同伴关系中断等应激事件也

会成为导致孩子出现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陈敏榕坦言，在心理咨询中接诊了

多例因班级同学霸凌导致患儿出现抑郁

情绪的情况。“这些孩子的共同特征是突

然变得不愿意去上学，心情很低落，而且

整个人变得非常警惕、敏感、担惊受怕，

甚至有的孩子私底下偷偷出现自伤行

为。家长们发觉异常以后，通过了解

情况或是送到心理门诊才得知是由校

园霸凌所导致。”因此，她呼吁社会加

强关注校园霸凌，家长要对孩子进行

细致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出现突然

明显的情绪异常，及时和老师沟通，了

解孩子在校情况，必要时寻求警方援

助。老师在校园工作中，则需加强对

同学关系的关注。

据了解，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

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创建于 1988 年，

经过 33 年的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发展

为集临床、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科室，

是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及福

州大学应用心理系临床实践基地。年

门诊量上万人次，为儿童神经发育障

碍（多动症、抽动症、智力障碍、学习障

碍、语言障碍、孤独谱系障碍等）及青

少年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强迫障碍、

适应障碍及躯体形式障碍等精神障碍

提供综合性诊疗方案。

精神心理科现有工作人员 13人，其

中高级职称3人，多人担任国家及省市医

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委、委员。

科室下一步将完善心理治疗、儿童

青少年精神障碍及精神康复亚专科的

建设，在院内资源共享基础上，开展功

能磁共振检查、多导睡眠脑电监测、催

眠治疗、生物反馈治疗等，并计划在国

内率先开展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深度

门诊治疗和半日间治疗，全面提升精神

心理疾病的诊治与服务质量。 （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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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嵌甲该怎么办？
急诊外科医生教你如何缓解

急救妙招

1. 选择舒适、透气的鞋子,避免

鞋子过窄、过硬、过湿；

2.保持手及足部卫生,勤洗脚；

3.修剪指甲时应横向修剪,且避

免修剪过短。

□本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陈清军
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一走路，脚就感到“扎心”疼，这可能是嵌甲所致。

通俗来说，嵌甲就是脚趾的趾甲长进了肉里。

引起的嵌甲原因很多，如碰撞、挤压

等机械性损伤；某些疾病引起的畸形甲；

穿鞋不当、修甲过短过深等，都可能导致

嵌甲。

该不该把长进肉里的趾甲掰出来剪

除？剪了之后要不要“消个毒”？要是剪

完过了几天还是很疼，怎么办？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宁德市医院急诊

外科主治医师周波说，当发现脚趾不舒

服、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嵌甲时，它还处

于炎症期或轻度的脓肿期。

炎症期的表现：有红斑、轻度水肿，用

手指按压感到疼痛，甲皱襞（也就是趾甲

嵌进的“肉”）高度没有超过趾甲的甲板。

轻 度 脓 肿 期 的 表 现 ：红

斑、水肿、疼痛感较为严重，有

脓液渗出，且甲皱襞的高度超

过甲板（超出高度≤3mm）。

这个时候，可以用保守治

疗的方法来解决。

针对没有脓液的嵌甲，可

以采用温水浸泡法来缓解症

状：用 45℃的温水泡脚 10～20

分钟，使趾甲软化。每天泡一

次，直到症状缓解。趾甲软化

后，“多余”的趾甲可以小心地剪

除。

嵌甲红肿比较明显，或者

伴随着出现化脓、积脓，甚至

甲沟及甲周炎症等，周波提示

记下以下五点：

1.单纯红肿 清洁消毒，外

用抑菌药膏或者依沙吖啶（孕

妇慎用）。

2.红肿伴有炎性赘生物 清

创切除赘生物，外用抑菌药膏

或者依沙吖啶（孕妇慎用）。

3. 红肿伴有化脓 切开引

流，清洁消毒，外用抑菌药膏

或者依沙吖啶（孕妇慎用）。

4.红肿伴有甲下积脓或经

常复发的甲沟及甲周炎症，建

议部分或者全甲拔除 清创清

洁消毒，外用抑菌药膏或者依

沙吖啶（孕妇慎用）。

长进肉里的趾甲掰出来剪除？
脓肿

如何预防嵌甲危害

1. 当甲沟炎发作时,

要减少足部活动；

2. 用敷料包扎趾甲

时,注意松紧适宜，太松易

脱落,太紧影响血液循环；

3. 穿着拖鞋或宽松

的鞋子,避免局部挤压加

重病情。

特别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