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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洗手、反复擦写作业、爱捡垃圾……

就诊量上升
强迫症有多难治？

洗手，见到水龙头就去洗，洗到手红肿，依然洗；写好的作业，擦掉，重新写，再擦
掉，不停反复；往家里捡垃圾，不停地捡……

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强迫行为，发展下去，可能导致强迫症。青少年前期（11岁
左右）和成年早期（20岁左右），是强迫症发病的两大高峰期。家长发现孩子存在强迫
行为，一定要足够重视。

小强，男孩，9岁，是一
个三年级小学生，从小他就
是父母眼里的乖宝宝。

但是，在二年级下学期
的时候，老师开始向家长反
映，小强出现不交和晚交作
业的情况。家长也发现，小
强写作业的时间越拉越长，
越写越晚。最后严重到影
响睡眠。晚上不够睡，白天
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下降。

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
小强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反
复写、反复擦。写完一遍，
擦掉，重写，再擦。家长对
小强进行了提醒制止，这种
反复擦反复写有所缓解。

但是，没过多久，家长
经常发现家里有来历不明
的塑料袋、树叶、废纸等垃
圾。原来是小强不停地往
家里带垃圾。小强害怕家

长知道他捡垃圾，还把捡来
的垃圾藏到家里不易发现
的角落。

在跟父母一起出行的
时候，小强不但自己捡垃
圾，还要求父母帮忙捡。如
果父母不同意，他还会情绪
失控。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后，父母带着小强到北京安
定医院儿科就诊。孟凡超
医生在详细了解小强的情
况后，经过临床评估，确诊
他为强迫症，目前正在接受
治疗。“小强的情况比较典
型，他自己知道反复擦写作
业不好。但是他说，他受不
了字没有对齐。必须对齐，
心里才不难受。他也知道
捡垃圾不对，但就是控制不
住自己。”

影响生活就要及时就医

还 有 一 些 属 于 强 迫 观
念——— 比如脑子里经常会回忆
别人说的话、经常会闪现看过的
电视剧里的人物形象、总是担心
不好的事情发生等。

强迫症的症状有时候是强
迫行为，有时候是强迫观念，或
者两者皆有，而且症状已经严重
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和重要的社
会功能。“我们很多普通人都会
在离家之后，怀疑自己没锁门，
有时候会返回去，检查锁没锁。
这种一次两次的行为，不算强迫

症。到确诊强迫症的程度，是会
反复确认锁没锁门，十几次，甚
至耗时一两个小时。”当强迫行
为和强迫观念严重影响到了正
常生活，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
前往专业医院就医。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门诊
接诊患者中，大约10%至15%是
儿童青少年强迫症。11岁左右，
是强迫症发生的两个小高峰之
一。而且成年强迫症患者，回溯
起来，有超过三分之一在青少年
时期就出现了症状。

因此，强迫症治疗中，早发
现、早预防就至关重要。安定医

院接诊的
病例中，有
很多是家长一
开始没留意或者
没重视，错过了早期
干预的机会。青少年的认知
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有时候分
不清楚现实和想象，这时候就需
要家长去提供帮助。此外，青少
年反强迫意识不强，语言表达不
准确，所以，经常自己明明已经
有强迫症状，但是没办法跟家长
描述，或者自己隐藏起来。这也
需要家长细心观察孩子行为变
化，及时带他们到医院就诊。

强迫症患者就诊量上升

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副院长、临床心理科医生王振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院近年来统
计数据显示，强迫症患者就诊量
每年呈现10%—15%的上升趋
势。数据显示，仅在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2020年门诊强迫症患
者就诊量就达到了5万多人次。
在王振的门诊里，这类患者的年
龄跨度为14岁到83岁，症状持续
时间长的甚至超过50年，不仅有
学生，也有上班族、老人等。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因病
致贫不会发生在诸如强迫症这
类精神疾病上，但事实上很多人
会因此失业、失学，甚至失去社
会生存能力。”王振呼吁要关注
这一类精神疾病，尽早发现、尽
早治疗、规范治疗。

“‘强迫’是普通人也会有的
现象，按照严重程度划分，最轻
的是强迫现象，90%以上的人都
曾偶尔出现，如出门后担心门没
有锁好，但不会给生活带来影

响。如果这种现象每次出门都
会发生，甚至需要反复推几下
门，但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的
话，可能就达到了‘强迫症状’水
平，由于对生活影响有限，仅仅
这一个症状也构不成疾病诊
断。”王振进一步表示，如果这些
行为自己完全无法控制，每天要
消耗掉很多精力（比如一小时以
上），给自己甚至周围人带来痛
苦和麻烦时，那就需要治疗了。

让孩子感受被关心认可

不管是在社会心理服务中
心工作的李媛媛，还是在安定医
院工作的孟凡超，谈到青少年强
迫症问题时，都反复强调家长的
重要性。

孟凡超说，强迫症产生有很
多原因，其中有遗传原因，表现
出较高的家族倾向和遗传风险，
比如小强的父亲就曾患有强迫
症。同时，也有环境原因，比如
在怀孕早期饮酒或者母亲妊娠
期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等问

题。而在非遗传因素中，最重要
的，可能就要属家庭因素了。通
常，患有强迫症的青少年，他们
的家长都表现出过于严厉、期望
过高、过于追求完美。甚至，家
长也有亚临床强迫症，或者强迫
人格特质。

在社区日常工作中，李媛媛
经常发现，家长缺乏和孩子有效
的沟通，“不是只沟通就行，还要
注意沟通的方式。现在总有家
长说，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孩子
说话。其实哪怕是上学路上这
十分钟，抓住机会，去跟孩子聊
一聊他的事情，能让他感受到你
在关心他，这就已经很有效了。
所以，陪伴不在于时长，而在于
效果，孩子是否能够感受到被关
心、被认可。”

如果孩子确诊强迫症。治
疗一般分为三种：心理治疗、药
物治疗、物理治疗。在临床上，
家长最能接受的，是心理治疗。
而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家长要起
到关键的协同治疗作用。

据《北京晚报》《重庆晨报》

案例

洗到手肿依然停不下来

小斌，男孩，12岁。看
起来，他跟其他同龄孩子没
什么区别。但是，他的双手
始终是红肿的。并不是手
有伤病，而是他不能控制自
己，总是不停地洗手。只要
有机会，看到水龙头，他就
去洗手，即便手已经红肿，
他也停不下来。

小斌的家长把他带到
街道的社会心理服务中心，
社会心理督导师李媛媛对
小斌进行了帮助。

“在心理沙盘游戏中，
我注意到小斌的沙盘里，一
个绿色植物模型也没有，也

没有一点水。这意味着，他
内心美好的东西不多，安全
感比较差。”通过评估，李媛
媛建议将小斌送到专业的
医院。

在社区心理服务工作
中，李媛媛还遇到过一个学
生小梅，她的情况是需要经
常洗澡。只要上完厕所，小
梅都要洗澡。这已经导致
她很难正常生活，每天都需
要在洗澡上花费大量的
时间。

在李媛媛的建议下，小
梅也在寻求专业医院的
帮助。

从重写作业到捡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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