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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应用心理治疗的进展研究 

李 念 

遂宁市中心医院心身医学科  四川遂宁 

【摘要】对抑郁症患者开展心理治疗是目前对此症患者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能够使患者的病情趋于稳定、

避免反复发作，对治疗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对抑郁症患者心理治疗的进展进行分析，以期

为相关研究人员以及临床提供更多的参考，以使临床上能够更加有效的控制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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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sych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eatment methods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t present. It can mak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tend to be stable and avoid repeated attack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gress of psych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and clinical practice, so that the disease can be 
controlled more effectively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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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多见的一种精神障碍，

此病患者主要表现即为情绪、心境低落，严重者还会

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改变以及行为改变，重症患者多

会有自残或自杀等不良行为，对患者本人、家属及社

会均可造成较大的影响。此病的反复率也较高，约在

35%左右，反复发作 3 次以上且没有接受过系统性、

长期性治疗的患者其复发的风险几乎可达到 100%。导

致抑郁症反复发作的主要诱因与生活应激事件、无法

适应社会和缺乏家庭或社会的支持等均有关系。心理

治疗对于此症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称通过心

理治疗可缓解抑郁情绪、预防抑郁症反复发作、解除

自残、自杀危机、提高治疗依从性等。本文则将对心

理治疗在抑郁症中治疗的进展进行综述。 
1 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 
抑郁症患者的主要表现为心因性抑郁，此病是一

类外源性疾病[1]。导致此病的发生虽然多与某种事件或

是某种环境有关，但是更多的还是与患者自身的心理

层面相关，究其本质此病的发生即是一种心理上的疾

病，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病”[2]。整体来讲，抑郁

症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患者对周遭的环境、

事物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不协调的情况；第二，患者

对周遭环境以及对生活中不良情况的适应能力低下；

第三，对自己在家庭、社会中的价值自我否定，对自

我存在意义感到茫然；第四，执行目的以及在执行过

程中使用的手段混淆[4]。对于此病患者开展心理治疗时

不仅要对其症状进行细致分析，还需要对患者心理问

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如果仅进行对症干预（比

如药物治疗）虽然能够一时缓解其症状，但是无法达

到彻底治愈的目的，且治疗后病情也易反复[5]。而且长

此以往还可能出现迁移或是转化等现象，比如由抑郁

症所引发的强迫症等。而通过对患者心理层面上的分

析以及调整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心病”问题，

进而缓解其外部症状。心理治疗的同时还需要结合患

者自身的认知情况、精神状况以及行为能力制定出一

套综合的心理治疗方案，在消除患者身体症状的同时

培养患者纠正自身不良情绪，养成积极乐观、向上的

生活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患者能够正确看待不良刺

激、消除抑郁情绪并避免抑郁症反复发作[6]。心理治疗

的开展也可通过多种途径，对于轻症患者可利用视频

沟通、电话沟通等方式进行，每周可视情况进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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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沟通。若症状较严重时则需要先与患者开展面对

面交通，待其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后再通过电话、

视频等途径进行沟通。以督促患者养成独立思考、自

信、勇于面对困难的能力[7]。 
2 对抑郁症患者开展心理治疗的具体措施 
2.1 认知疗法的应用 
认知疗法延生于上世纪 60-70 年代，最早由美国

专家提出，此疗法的基本观点是认知过程以及认知过

程所导致的错误观察是引发行为及情感出现异常的关

键，适应不良行为以及情感与适应不良认知间具有密

切关联，此疗法在治疗时多采取认知重建以及心理应

付、问题解决等技术来纠正患者的不良行为[8]。具体来

讲就是说认知能力在人的情感与行为方式之间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抑郁症患者通常会对未来的发展存在认

知扭曲的现象，因此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固化心理，

信念感不强，表现即为对各种事情都会存在行为消极、

动力不足的情况，而且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情感障碍、

功能缺失现象。因此需要对其开展认知治疗，通过心

理医师的引导与患者共同分析抑郁症带来的消极认

知，对不合理的认知情况以及不正确的信念予以纠正

并指导其反复进行正确认识练习以使消极认知造成的

不利影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以消除[9]。 
2.2 认知-行为疗法的应用 
此疗法于上世纪 60 年代被首次提出，此疗法的主

要受益群体即为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其主要的着眼

点即在于纠正患者的不合理认知问题，通过改变患者

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以及态度来实现改

善其心理问题的目的。认知行为是基于行为学理论、

认知理论、信息加工理论而形成的一套理论，此疗法

应用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中效果十分显著[10]。此疗法

认为人的情感以及行为情感以及行为均会对人的认知

过程造成影响，因此在治疗时需要改变其歪曲可是不

合理的理念，同时还需改善其行为技能。此外也要对

患者开展监督、评价以及指导，并对治疗过程中发现

的其他问题及时予以解决。此方法可用于治疗较为轻

度或中度的抑郁症患者，可改善患者的不良症状、提

升患者的生活质量[11]。 
2.3 家庭治疗的应用 
家庭环境对抑郁症的发生及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部分抑郁症患者的发病与家庭功能的缺失、家

庭成员、家庭环境均有关系。比如家庭成员中已有抑

郁症患者也会给其他家庭成员造成不良影响。因此，

对此病患者进行治疗时家庭治疗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进行家庭治疗时应对家属中其他成员的症状以

及家庭成员间交往中不恰当的方式进行纠正，使患者

之前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得以改善，有利于促进患者病

情尽快康复。目前我国主要的家庭治疗方法有结构性

家庭治疗、策略性家庭治疗、系统性家庭治疗等方案
[12]。在国外相关研究中表示系统性家庭治疗适用于各

个国家，此方案的目的在于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症状，

促使他们互相理解，使家庭的稳固性得以维持。此治

疗方法可通过接触式交流的方法来促使家庭中每位成

员均能够做出改变，以实现维护家庭和谐、促进患者

病情改善的目的。 
2.4 森田疗法的应用 
此疗法由日本专家森田正马于上世纪 20 年代创

立，又被称为“禅疗法”，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和推

广，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此治

疗方法广泛用于门诊及住院治疗的患者中，也同样适

用于通信治疗或是集体学习治疗。不同的治疗场所提

供的指导思想以及治疗理论均有所差异，目的在于通

过心理医师的引导使患者的思想矛盾减轻，确保患者

对生活形成积极的体验[13]，进而增加患者的自信心。

同时，通过心理医师与患者间的交流使患者的不良态

度得以转变，最终实现促进病情康复的目的。 
2.5 人际心理治疗的应用 
人际心理治疗理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抑郁症，与

人际关系具有密切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可导致人情绪

的失落或是事物的变动。此而在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

的丧失、人际角色的纷争以及转变、人际关系的缺陷

中的任意一个问题均可引发抑郁症的发生。治疗的重

点在于患者的社会扮演以及患者对人际关系的体验，

此治疗方法不冲击个体的人格结构，而是帮助患者了

解是哪一种情绪影响到了他的人际功能，同时鼓励患

者发展其新的积极的情绪，澄清患者在处理人际关系

时的错误信息。此治疗方法可用于重度抑郁症患者。

具体治疗过程中要引导患者学会拒绝，鼓励患者多发

表自己真实的意见和想法，并且鼓励患者勇于承担自

己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义务。相关研究表明人际心理治

疗抑郁症患者时通过团体人际交往可使患者获得强大

的支持感，使他们的应对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均得到了

较好的改善。 
2.6 支持性心理的应用 
此治疗方法主要对通过对话的形式或是会谈的形

式完成，是一种较好的互动治疗方法，心理医师开始

治疗时的主要工作在于倾听患者的想法，同时要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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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达出的想法予以充分的尊重[14]。然后再利用自身

所学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来为患者制定某个特定的目

标并在患者具体完成目标的过程给予科学的指导，以

使患者症状得以改善。 
2.7 精神动力学的应用 
此治疗方案的特点在于疗程较短，一般情况下一

周进行一次治疗即可，在治疗期间主要通过心理医师

的专业技能来解决患者认知障碍的情况，使患者能够

控制自我情感以及异常行为，同时也使患者能够更为

冷静、沉着的处理某些应激事件。在具体治疗过程中，

若患者主动意识较强时则可与其自由交谈，在交谈的

过程中适当的穿插引入一些例子来发现患者存在的问

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线索[15]。 
3 小结 
当下，由于人们各方面的压力较大等原因导致的

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为此病患者开展心理治疗也成

为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在开展心理治疗时不仅

要对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还需综合分析患者的心理状

况并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科学性的指导，以使患者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降低复发风险，也可使此病患者可更

好的适应当下环境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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