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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是一类最常见的心理障碍。
焦虑像抑郁一样是人类常见的情绪反应，而且焦虑反应远比抑郁反应常见。
这是因为：焦虑是对压力、困难、挑战、危险或威胁的情绪反应，抑郁是对“失去”（如失去亲人、
财富、地位、名誉等）的情绪反应；而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压力、困难、挑战、危险或威胁者远比经
受重大“失去”者多。
焦虑也像抑郁一样是一类常见的病理表现，以病理性抑郁情绪为主要表现的心理障碍，称为抑郁障碍
；而以病理性焦虑情绪为主要表现的心理障碍，称为焦虑障碍。
焦虑作为一种症状常常与抑郁症状同时出现；但长期以来，抑郁被认为是一类疾病，而焦虑却未被看
成是一类疾病。
将焦虑认为是一类疾病要归功于弗洛伊德。
他于1895年将以焦虑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神经衰弱从神经衰弱中分离出来，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
他的焦虑性神经症（后来被称为焦虑症）既包括了以慢性忧虑为主要表现的持续而广泛的焦虑，也包
括以惊恐发作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焦虑。
这一观点影响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SM-Ⅲ）才开
始改变，将焦虑症的概念扩大为焦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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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焦虑障碍的诊断和治疗》专门介绍焦虑及焦虑相关障碍。
共分六部分：　　首先，介绍了焦虑（包括恐惧）这种人类最常见的情感反应及其原因、表现、机制
和功能，以及如何区分正常和异常焦虑。
　　第二部分，介绍了焦虑障碍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与以前焦虑性神经症（即焦虑症）比较，焦虑
障碍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
由于焦虑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还不太清楚，只予以简单介绍，而较详细地介绍了焦虑障碍的表现，
也比较了DSM-Ⅳ和ICD-10焦虑障碍的分类。
　　第三部分，介绍3类与焦虑障碍有关的人格障碍：回避性人格障碍、依赖性人格障碍和强迫性人
格障碍。
　　第四部分，是《焦虑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的重点，介绍各种焦虑障碍，包括惊恐障碍、场景恐怖
症、社交恐怖症、特定恐怖症、强迫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以及躯体疾病和物质所致焦虑障碍，而且
对每种焦虑障碍都涉及概念、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病程、预后和治疗。
虽然惊恐发作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综合征，鉴于其在临床中十分常见和表现多样，而予以单独介绍
。
每种焦虑障碍的后面都附有一个或多个病例，目的是帮助读者认识焦虑障碍。
　　第五部分，介绍应激、心理应激和应激相关障碍，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适应障碍属于焦虑障碍
，但由于它们与应激和心理应激有密切关系，故单独介绍。
　　第六部分，介绍焦虑障碍的治疗方法，也是《焦虑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的重点，既包括了详细的
药物治疗，也包括了非药物疗法。
焦虑障碍的药物治疗已经获得长足的进展，因此予以详细介绍。
但是，很多读者更喜欢非药物治疗，因此详细介绍了各种焦虑障碍的非药物疗法。
　　《焦虑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可供精神科医生和其他临床各科医生参考，也适合对焦虑障碍预防和
治疗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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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恐惧和焦虑——性质相似而程度不同很多精神病学教科书指出焦虑与恐惧有明显的区别，包括
：从原因看，焦虑没有原因，即无名焦虑，是由内部刺激（冲突）引起；而恐惧有原因，由外部刺激
（危险或威胁）引起，是对真实危险的反应。
从合理性看，焦虑是不合理的，而恐惧是合理的。
从是否正常看，焦虑是异常反应，而恐惧是正常反应。
精神病学教科书之所以指出焦虑与恐惧有这些差别，是因为它所说的焦虑是指没有原因的焦虑，即自
由浮动性焦虑，而它所说的恐惧则是现实中的恐惧，即是对危险或威胁的反应。
如果从正常情绪反应定义焦虑和恐惧，未必有如此之大的区别，从以下几方面便可看出。
从原因方面看，焦虑和恐惧都可以有原因，也可以没有原因，都可以由外部原因引起，也可以由内部
原因引起。
如果是外部原因，现实的困难或挑战引起焦虑，而现实的危险或威胁则引起恐惧。
无名焦虑没有外部原因，可能是由个体内部原因引起；惊恐障碍患者的惊恐发作也没有外部原因，患
者说不清楚害怕什么，也可能是由个体内部原因引起，因此这类恐惧也属于无名恐惧。
从合理性看，焦虑和恐惧都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
有现实原因而且不过分的焦虑是合理的，没有原因的或过分的焦虑是不合理的焦虑。
同样，面临危险或威胁时出现的恐惧是合理的，没有原因的或过分的恐惧是不合理的。
从是否正常看，焦虑和恐惧都可以是正常，也可以是异常。
有现实原因以及焦虑的严重程度与现实原因相称的焦虑属于正常，而没有原因的或过分的焦虑属于异
常。
同样，由迫在眉睫的危险或威胁引起的恐惧，而且恐惧的程度与危险或威胁相称，这类恐惧属于正常
，而没有原因的或过分的恐惧则属于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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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焦虑障碍是一类最常见的心理障碍。
焦虑像抑郁一样是人类常见的情绪反应，而且焦虑反应远比抑郁反应常见。
    本书是有关焦虑障碍的专著，着重临床的实用性，对各种焦虑障碍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的介绍
较为详细。
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和很多具体的病例。
病例的写法也有别于临床病例，有较详细的细节，使之更具可读性。
这些例子都是作者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真实病例。
本书可以作为临床医师和基层医师参考，也可以供非医务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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