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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设置国家精神疾病

医学中心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市、上海市

和湖南省设置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

我国精神卫生学科起步较晚。虽然

近十年来在国家重视和各级政府部门

的推动下，公众对精神心理健康的认识

逐渐提高，但与世界上精神医学发展较

早的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针对我国精神障碍负担不断加重、

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精神障碍防

治面临诸多困境的现状，国家精神疾病

医学中心的设置对于精神卫生事业的

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精神心理问题形势仍然严峻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

人中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高达

16.6%，给公众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

了深远影响。

2020年 2月左右，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大众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显示，超

过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感染者、大众

产生了焦虑、抑郁、急性应激、失眠等症

状。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进入第三年，

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和范围的扩

大，应激来源也更加多样，包括患者在

感染、康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心理

问题，公众在隔离期间出现的心理症

状，并且由疫情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变

化也可能引发心理问题。有证据表明，

目前焦虑、抑郁、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精神疾病发病率进一步上升。

精神疾病需要早识别、早治疗。然

而不同于其他躯体疾病，精神疾病在我

国的就诊率很低，80%以上的抑郁症和

焦虑症患者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其原

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公众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认识

存在误区。很多人常常将精神疾病与意

志薄弱画等号，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而不当成疾病对待，不去及时就医。

其次，遭受歧视也是精神障碍患者

就诊率低的一大原因。很多人因为有病

耻感，不愿意去医院治疗，导致病情延

误，继而产生严重后果；也有很多人对

精神疾病缺乏认识，认为这种疾病“治

不好”，所以不去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人

员配置仍然不足，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

地区，可能整个县或市都找不到一个精

神科医生。无处看病、大城市挂号难的

问题同时存在，导致远远不能满足患者

实际需求，也影响了患者及时就医。

设置医学中心有助解决现有困境

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设立的目

标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布局，有效提高我国精神疾病领域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

一方面，在国家与北京市、上海市、

湖南省的支持下，南北三个国家精神疾

病医学中心能够通过多中心协同工作

机制，以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体医

院的优势学科及亚专业为引领，发挥在

医疗管理、人才培养、技术转化等多方

面的管理示范和技术辐射作用，树立行

业标准，打造精神医学高地，带动全国

精神疾病领域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

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与国家精神疾病区

域医学中心相协同，形成全国上下联

动、区域协同的精神疾病防控体系，实

现精神疾病的分级诊疗规范化、临床诊

疗技术推广的实地与网络结合、精神医

学人才团队的能力提升同质化等，逐步

推动我国精神医学卫生资源合理布局

和均衡发展，切实提升我国精神医学的

医疗服务和学科水平。

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为例，未来将

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国家精神疾病医

学中心。

首先，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制

定精神疾病和心身疾病临床治疗指南和

行业规范，推广普及适宜技术，提高精神

专科主要常见病诊疗能力；加强与综合

医院科室、社区医疗机构的合作，提升多

发病和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能

力；开辟专科诊疗平台，针对儿童、老年、

不同年龄段的精神障碍，大力发展亚专

科诊疗体系；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以患

者安全为中心，实现精神医学诊疗的一

流服务环境和服务水平，加强预约与转

诊，提高诊疗效率，提升就医体验。

其次，建设科研创新和转化平台。

通过建立大样本精神障碍队列和国家

大数据库平台，融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等多学科先进技术，开发精神障碍风险

预测及诊断模型，进而实现个体化治

疗；建设精神科研究型病房，制定与国

际接轨的医学伦理学管理规范化与应

用，国际标准化数据库电子创建、维护

与应用等指导文件，开展规范化、标准

化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将临床科研成果

向临床应用转化，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再次，加强医疗资源和人才培养。

呼吁提高精神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待

遇，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科医护人才队伍

后继乏力的问题。同时，针对精神科医

疗卫生人员能力不足的问题，积极开展

专业人员培训体系的建设。未来通过建

立示范级精神科师资能力培训中心、多

点辐射精神科网络在线远程教育中心、

制定国家级精神科专科培训标准等多

种手段，为国家培养精神医学的优秀人

才，全面提升我国总体精神医学诊疗服

务水平。

最后，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为

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和数据

支持，积极推动国家精神心理相关政策

法规的出台，推动国家精神医学分级诊

疗服务网络和管理运行机制建设，切实

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偏见，

构建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院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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