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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自杀离

世的消息令无数人深感震惊与痛心。

其家人在微博中透露，李玟曾长时间

与病魔斗争，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于 7月 2日在家中轻生，经 3天抢救无

效最终离世，年仅 48岁。

她这么爱笑，为什么还会抑郁？李玟、

乔任梁、张国荣、海子……抑郁症为何能

夺走这么多本该鲜活的生命？一时间，人

们再次关注起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话题。

人类第二大杀手

抑郁症是一种伴有思维和行为异常

的精神心理障碍疾病，复发率高、致残率

高、自杀率高，可谓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

二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

约 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超过

3.5亿人患有抑郁症，近十年抑郁症患者

的增速约 18%，预计到 2030 年，抑郁症

将上升为第一致残诱因。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成人

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6.8%，其中抑

郁症为 3.4%，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

9500 万，每年大约有 28 万人自杀，其

中 40%患有抑郁症。

在患者画像中，五成抑郁患者为在校

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女性患病率为男

性 2倍，四成产后抑郁被漠视；超七成患者

出现复发，“变胖”是最难忍受的副作用。

尽管抑郁症的患病人群已为数不

少，但在他们之外，还有更为庞大的抑

郁风险人群。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1—2022）》指出，心理健康风险已

成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不同年龄段

的心理健康水平显示，随着年龄增加，

人们的心理问题会逐渐增多，直至 35

岁达到峰值，而后不断下降。“但近几

年在新冠疫情、‘内卷’文化的多重压

力下，该拐点已延后至 40岁。”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祉妍说。

2022 年，我国抑郁风险检出率为

10.6%，18 至 24 岁的年轻人抑郁风险

最高，检出率达 24.1%。另外，青少年也

需特别关注，该群体抑郁风险检出率已

达 14.8%，重度抑郁风险达 4%。其中，

农村地区略高于城市地区，西部地区高

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抑郁风险最低。

正如《柳叶刀 - 世界精神病学协

会抑郁症重大报告》主席、澳大利亚国

家青年心理健康卓越中心和墨尔本大

学教授 Helen Herrman 所言，“抑郁症

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危机”。

不是简单的“坏心情”

把抑郁症等同于坏心情，把抑郁症

患者看作是矫情、想太多，这是公众对

抑郁症认知的最大误区。

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持续的情绪低落

和快感缺失。诱发抑郁症的原因不一，本质

上是因为抑郁症患者都对自我要求比较苛

刻，对个人价值的实现有所怀疑。但由于人

与人的性格不同，对生活的处理方式不同，

因此患抑郁症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些人

会变得愁苦、易怒，时常抱怨不公平和委

屈；但有些人会一如往常地活跃、阳光、积

极，实则把痛苦郁积心中，这也是最近常被

提及的‘微笑型抑郁症’。”陈祉妍表示，后

者由于刻意掩饰自我的真实情绪，即使是

亲近的人也很难察觉到他们的异常。

他们不会向家人倾吐，因为增加父

母的担心会令他们更加内疚；他们也不

会向朋友求助，因为向朋友“吐槽”烦

恼在他们看来是给别人增添了心理负

担。所以尽管他们有社会支持，人际交

往没有障碍，仍然只会选择把痛苦和抑

郁的情绪埋在心中。

“人们总以为内向的人更容易患抑郁

症，但实际上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果。”陈

祉妍在实践中发现，越是乐观开朗的人越

拒绝承认自己脆弱的一面，越喜欢强撑着。

而研究发现，一个人越克制、越否定自己的

负面情绪，抑郁的风险越高。

“对于一个‘故作坚强’的抑郁症患

者而言，他的内心世界像极了一间没有

窗户的房子、一个不断被吹大的气球，

压抑、悲伤等负面情绪迟早会将这个气

球‘撑爆’。越着急粉饰太平，越遍体鳞

伤。”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三科主任李

献云说，从临床经验来看，习惯“打碎

牙齿往肚里咽”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

八九成患者未得到诊治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如何才能及时

发现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呢？

陈祉妍分享道，如果察觉到身边的

人有以下特征则需警惕：兴趣丧失或减

弱、行为变得退缩，无法感受到愉快；

食欲减退、体重明显减轻或暴饮暴食；

精力减退或疲乏；精神运动性迟滞或

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

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睡

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

在抑郁症患病高增长率的背景下，

临床中对抑郁症的诊断主要依赖量表筛

查和精神科医生问诊，常用的抑郁量表

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贝克

自评抑郁量表（BDI）等。为了提高诊断

准确性，减少误诊率，影像学、人工智能

同时辅助抑郁症诊断。

影像学研究表明，边缘—丘脑—皮

层网络等神经环路可能在抑郁症的发生

中具有重要作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皮

层下结构会出现海马灰质体积显著降

低，扣带回、脑岛皮层厚度更薄以及白质

纤维分数各向异性值更低等变化。

知识驱动的第一代抑郁症诊断主要

依靠机器学习，通过算法对语音信号、面

部表情、脑电等信号提取表征抑郁的特

征，结合随机森林、朴素贝叶斯、高斯混

合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等构建抑郁识

别模型进行预测。数据驱动的第二代抑

郁症诊断主要使用深度学习网络，将抑

郁症数据送入深度网络，例如卷积神经

网络、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深度残差回归卷积神经网络等

进行训练，从而对抑郁症进行预测。

“未来同时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

算力，将会构建出一个更强大、更全

面、更准确的第三代人工智能抑郁症诊

断系统。”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赵健在其论文《基于人工智能的

抑郁症辅助诊断方法》中说道。

《柳叶刀 -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

郁症重大报告》指出，在高收入国家，

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

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

到 80%～90%。然而，该报告的共同作

者、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 Dr Charles

Reynolds 表示：“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到

足够的支持和治疗，各个年龄阶段的大

多数抑郁症患者都可能康复。”

请想象有一只黑狗，紧随在你

的身边。任何人看到都以为它是一

只再寻常不过的动物，然而只有你

知道这只黑狗的不寻常之处———

它以摄取你的所有情绪为食。

它时刻跟在你的身边，你所

有想要向他人宣泄的情绪都会进

入它的身体，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而它在吞食你的情绪之后长得越

来越高、越来越大。

你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跟着你的，你只知道自从发现

它在你身边之后，你周围的一切

好像都变得暗淡无光、模糊不清。

你感到身边的亲人、朋友不再像以

前那样能走入你的内心，他们所有

的关心对你来说无关痛痒；你感到

无助、闷闷不乐，对任何事情、任何

人都没有任何兴趣。你发觉到了自

己的不正常却又不知问题在哪儿，

也不知如何改变。

你不敢也不愿跟身边的人说，

怕被人说是矫情。你责怪自己为什

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身边关

心自己的人感到愧疚。你的整个世

界都充满了那只黑狗的身影，它已

经长得太高太大以至于你被压得喘

不过气。你的睡眠不再规律，时而辗

转反侧、彻夜难眠，时而昏昏沉沉、

久睡不醒。你悲痛欲绝，甚至于想要

结束自己的生命。

抑郁症就是这样的一只黑狗。

（本文摘自《抑郁症》序言，有删减）

抑郁症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因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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