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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亚林，曹玉萍主编的这本《家庭暴力现状及干预》从社会-精神心理-生物学角度的全面进行研究，
建立一套干预系统和干预方法，救治一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施虐者，并将防止家庭暴力的有关知识
授给精神专业的医生和医学生，最后为促进我国制定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专业参考依
据。
书中内容涵盖家庭暴力的流行病学、发生因素、社会特征与后果、施暴者和受虐者的社会心理特征、
孕期家庭暴力、儿童家庭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的干预模式和精神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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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医疗：一级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与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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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精品课程《精神病学》的负责人和主讲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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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国家重点学科精神应激研究的学术带头人。
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美国CMB等课题20余项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主编、参编学术著作46本。
主编代表作有《神经症理论与实践》、《精神病学》、《高级精神病学》、《行为疗法》、《心理冲
突与解脱》、《换个角度看非典》、《家庭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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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考试命审题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华医学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霍英东教育基
金项目评审专家；卫生部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精神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
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社会精神病学组副组长，中华
预防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湖南省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精神疾
病杂志》副总编，《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副主编，《临床心身疾病杂志》副主编，《中华精神科杂
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等杂志编委；美国加州大学、首都医
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吉首大学、新乡医学院等高校客座教
授、学术顾问或心理卫生顾问。
曹玉萍，医学博士，湖南省郴州人，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进修。
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主持、主参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卫生部、美国中
华医学会基金、美国耶鲁大学贾氏基金等项目12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60篇，参编国家“十五”
规划全国七年制教材《精神病学》、教育部研究生教材《高级精神病学》、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教材《精神病学新进展》等著作15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应激与行为障碍、神经症与心理治疗。
兼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等杂志特邀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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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主要应用于巩固期和维持期，患者精神症状逐渐消失，自知
力逐步恢复，接触改善，能进行交流学习，有了解疾病性质、提高识别能力的需要，也有学习应对社
会歧视、改善人际交往及其伴发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需要。
例如可以通过支持性心理治疗，减轻社会心理因素给患者带来的打击；通过情感上的关爱和精神上的
支持，使患者获得尊重、理解和重新生活的勇气；通过认知治疗，促进患者自知力的恢复，使其能坚
持药物的巩固和维持治疗；通过集体心理治疗，把具有共同性的患者合在一组，制订治疗计划，定期
指导和动员小组成员讨论。
对精神分裂症伴发的阴性症状和某些行为问题，可以借助行为治疗技术来塑造患者的行为，增强患者
对生活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延缓精神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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