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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渔邮院士主编的《精神病学》第5版就要付梓了。
这是一部凝结了中国一代精神病学专家毕生心血的大型参考书。
从第1版起，沈渔邨《精神病学》就以它编排结构合理、内容新颖、资料翔实在同行中树立了“权威
精神病学参考书”的声望。
在它不断再版的过程中，这一声望始终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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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价值观念的改变，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竞争不
断加剧，导致生活中的心理应激因素增加，带来了新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现有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表明，儿童和青少年行为问题上升，酒瘾、药瘾的患病率明显增高，阿片、
海洛因成瘾等死灰复燃，抑郁症和自杀率上升，综合性医院心理障碍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以及人口
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老年期心理障碍的新课题。
另一方面，生物精神病学、精神药理学等学科在分子生物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为精神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和手段。
为适应我国精神疾病谱的变化和对防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反映国际精神病学学科的新进展，在
全国精神病学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在《精神病学》前四版的基础上撰写《精神病学》第五版。
本版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心理学章节的认知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内容。
以及老年期精神障碍，对酒、药物依赖、自杀、儿童行为问题、家庭暴力，创伤后应激障碍、艾滋病
引起的精神障碍；精神药物治疗反映了精神药理的新进展等内容均给予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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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渔邨，中国工程院院士。
1924年2月出生于杭州市。
1944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生物系学习。
1946年6月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后期学习。
1951年毕业后同年9月赴前苏联莫斯科医学院第一医院攻读精神病学研究生。
1955年8月获前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
1955年回国后在北京医学院工作至今。
现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WHO／北京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主任，卫
生部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精神病院管理模式和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模式。
20世纪70年代首创在京郊农村开展精神病家庭社会防治康复新模式，为256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区家
庭进行治疗，取得满意疗效，为精神科专业人员与设施极为贫乏的我国农村创建了一个有效的服务模
式。
以第一作者荣获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
成果已在国内推广。
 
　　80年代初引进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使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水平迅速与国际接
轨，并获得改革开放前有价值数据，以第一作者于1985年获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1995年WHO已将
全部资料用英文出版。
80年代后期引进老年痴呆筛查和诊断工具进行老年期痴呆发病率、患病率调查及老年性痴呆（AD）发
病危险因素的国内协作研究，此课题以第一作者在1993年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60年代初建立精神疾病生化代谢实验室。
80年代建立精神药代动力学研究。
开展氟哌啶醇药物治疗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关系研究等。
对抑郁症进行神经内分泌神经递质神经代谢和临床疗效关系研究。
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正在进行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研完工作，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我国蒙族对酒依赖起保护作用的
为ADH遗传多态不同类型。
 
　　主编《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于1980、1988、1995年出版三版，分别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第五
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主编卫生部规划教材《精神病学》第二版、第三版。
主编《精神病防治与康复》获中宣部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二等奖。
 发表论文150余篇，1980年以来发表文章被SCI收录17篇。
1986年挪威科学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
1990年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研究员。
WHO总部精神卫生专家顾问组成员（已连任4届），世界心理康复协会亚太地区副主席。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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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第二十五章 精神分裂症第二十六章 分裂情感性精神病第二十七章 偏执性精神障碍第二十八章 情
感（心境）障碍第二十九章 神经症第三十章 心因性精神障碍第三十一章 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
第三十二章 心理生理障碍与心身疾病第三十三章 人格障碍第三十四章 性心理障碍第三十五章 妇女精
神卫生第三十六章 精神发育迟滞第三十七章 儿童精神障碍概论第三十八章 儿童特定心理功能发育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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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物理治疗和其他治疗第四十七章 精神障碍的护理第四十八章 精神障碍的预防第四十九章 社区精
神卫生第五十章 司法精神病学概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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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精神障碍分类学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一、研究目的按一定的分类学原则，将全部精神疾病
，分门别类地纳入一个分类系统之中。
使每一个精神疾病都有一个位置，也只有一个位置，既无交叉重叠，又无遗漏缺位。
二、研究意义分类学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对研究对象观察、分析、鉴别、概括、归纳的产物。
生物科学中首先有林耐（1707-1778）对千差万别的植物进行科学分类，继而有达尔文（1809-1882）对
物种进化的研究，这个研究工作首先就要求对每个生物体划分类别，排列门、纲、目、科、属、种的
位置，然后才能研究物种的演变与进化过程。
精神疾病分类学的先驱为克雷丕林（1856-1926），在功能性精神病中，他首先根据临床表现与病程，
分出了早发痴呆（即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即情感性精神病）和偏执性精神病，从而成为现代
精神病学的奠基人。
从林耐、达尔文与克雷丕林在生物科学领域的重大贡献，直接说明了分类学在各门科学发展中的重大
意义。
疾病的分类是与疾病的命名，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密切相关的。
先有疾病的命名与诊断，然后才有疾病的分类。
在精神疾病中，诊断标准的制定与分类学原则的制定，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精神疾病的科学分类必须以精神疾病的科学诊断为前提，而精神疾病的科学诊断，制定国际通用的诊
断标准，进行诊断标准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便成为研究的首要任务了。
各国精神病学家，接受国际通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分类方案，对今后精神病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是不言自明的。
因为：1.各国之问与一国各地之间，各种学术观点流派之间有了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
2.用描述的（descriptive）或纪实的方法将临床表现与病程基本相同的病例集为一类，将临床表现与病
程显著不同的病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利于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有利于预测不同的疗效与预后，
探索不同的病因。
3.采用统一的诊断标准与分类方案，有助于教学方案与教学计划的趋同，科研资料收集的一致性与科
研结果与发现的可比性。
三、研究方法精神病学领域各国之间甚至一国之内诊断分歧与分类方案不一的现象由来已久，原因很
多。
虽然作为诊断主要依据的现象学描述方法与症状学名词的使用历史悠久，比较稳定，但缺乏公认的、
统一的名词学解释的汇编。
精神疾病诊断名称与概念，变动较多，各国很不统一，各学派之间观点分歧很大。
如1960年开展过英国与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对比研究，观察两国精神科医师对同一批病例的诊断差异
，发现纽约精神科医师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病例比伦敦医师高出一倍，在伦敦诊断为躁狂症、抑郁症、
神经症与人格障碍的一部分病例，纽约医师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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