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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折和逆境#

在面对同样的压力时#有人成功应对#有人适应不良#

从而产生不同的结局'心理学上将这种.从威胁个体

稳定*生存或发展的重大挑战中恢复的能力/称为心

理弹性#又称为心理复原力(

#

)

'目前心理弹性已成为

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积极的心理学家们认为

心理弹性可以改善研究对象消极负面的结果#将其引

用于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0$

)

'近年来关于精神分裂症$以下简称分裂症%患

者和心理弹性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现将其研究进展作

一综述'

$

!

心理弹性定义形成及影响因素

!!

心理弹性以特殊的视角看待个人的应激反应#主

要包含
!

个基本要素!个体遭遇逆境和个体成功应

对'多年来曾因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弹性定义的阐述

存在多个开放性的观点#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应

用(

&

)

'

!"#$

年美国心理学会达成的共识将其定义!个

体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时的良

好适应过程(

.

)

'该定义得到众多专家的认同#且发现

许多因素和心理弹性水平关系密切#其影响因素主要

分为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在内部影响因

素中#自尊是心理弹性的直接保护因素#应对方式是

心理弹性的重要变量'

M/OaYT

等(

+

)调查发现#个体

外向性*自我效能感*自尊等与心理高弹性水平呈显

著的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不但是心理弹性的重要保

护性因素#还可将作为个体心理弹性水平高低的预测

因子之一'而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家庭支持占有最为

重要地位#社会支持的宗教信仰*友谊*医护人员的信

息支持等也对心理弹性水平明显影响'

/

!

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弹性的特点

!!

分裂症患者受症状支配的认知功能受到损伤#不

能对外界应激产生良好的应对#常表现为情感淡漠*

内向性思维*激越冲动行为等#故易让人产生分裂症

患者无心理弹性的错觉(

%

)

'实际上心理弹性作为一

种个体本身在适应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系统#

并非部分个体的独有特质#健康个体身处逆境时的心

理弹性主要表现出适应和复原的积极特质#分裂症患

者的心理弹性表达则有所不同#同时和病情相关(

*

)

'

有学者发现大部分的重症患者沉浸于努力克服病症

带来的斗争状态#病程中缺乏积极*发展性的适应结

果#易于形成愤怒*激越*悲哀等情绪#甚至产生攻击

行为#维持日常生活仅为其潜在目标(

)

)

'

故在同等条件下#遭受重大创伤或应激$如命令

性幻听*被害妄想%的适应过程中#分裂症患者的心理

弹性更倾向于将个体从患病中获取的经验转化为有

利资源#从关注患者的风险和弱点转向其优势和能

力#把易感因素变成潜在的有利条件(

#"

)

'患者更强调

抗争而非适应#通过.抗争/将经验转化为维持日常生

活的能力或潜力'由此推测#部分患者的攻击行为也

是其当时状态下的自我判断的有利措施#故除了人格

特征和症状等影响因素#心理弹性观点从新的角度解

释了分裂症产生冲动攻击行为的原因(

##

)

'

'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预后和心理弹性水平关

系密切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弹性同样和应对方式*人

格特质及自尊关系密切#且明显影响其生活质量'

',$

!

高水平的心理弹性是患者功能维持的重要保护

性因素
!

有研究发现#创伤后康复期患者的心理弹性

和社会支持对患者创伤后成长预测的作用显著(

#!

)

'

早期也有报道称#部分分裂症患者即使多年未服用任

何抗精神病药物#仍具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能力'回

顾性研究发现#该类型的患者具有较好的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高水平的心理弹性#且与目前的社会功能*

生活质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

)

'同时王艺等(

#&

)在

一项面对
+&

个精神分裂症案例长年的随访研究发

现#病前具有较高心理弹性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的患

者无需服药#却能保持病情稳定*社会功能大体完整'

有学者实验也发现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会影

响疾病的纵向进程#能减少复发的频率和改善药物反

应(

#&

)

'

其次#心理弹性水平高的患者病期症状严重程度

更轻'有学者对
&*

例最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谱系

障碍$

aaW

%患者的心理弹性和症状相关性进行研究#

发现心理弹性水平高的患者阳性症状多数不严重#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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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理弹性可能是其攻击*幻觉等症状严重程度的潜

在调节因子(

#.

)

'

]5

:

;@

对青少年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提示#由于青少年相对缺乏的生活经验和心理弹性保

护性因素较少$如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难以

克服症状所产生的困境#进而形成有效的抗争#故较

早的发病年龄可能由于心理弹性水平低#而对社会功

能和康复产生不利影响#并影响治疗期间的服药依从

性(

#+

)

'遗憾的是目前其对阴性症状的影响情况水平

尚不明确#且未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城乡差异导致心理弹性水平的不同#也影响

分裂症患者的预后'城市患者接受信息更明确#得到

的治疗和康复等概率较多#心理弹性水平相对高于农

村患者#更容易在患病后保持好的潜在功能(

#%

)

'

!"#+

年日本的一项对居住在城区和乡村岛屿中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分裂症患者群体认知

的感性经验和心理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

'城

市患者更突出地表现出对轻微*中度和主要压力源的

耐受#心理弹性水平更高#社会功能比乡村患者相对

较好'

',/

!

低水平心理弹性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结局的

不利影响
!

低水平心理弹性状态可能导致分裂症患

者难以从疾病状态中回复#也可能产生激越倾向'分

裂症患者非支持性心理弹性影响因素#特别是外部社

会因素更易产生低水平的心理弹性#加重精神病性症

状的继发性影响#如产生激越或者冲动攻击风险(

#)

)

'

有学者并勾勒出一个作用机制描述试验参与者的心

理弹性范围!从被动接受到耐受压力#再到未能成功

产生适应"克服策略#不能有效应对连续压力源#进而

激越的过程(

!"

)

'有学者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弹

性*抑郁情绪*阴性症状因子等组建成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研究#发现女性患者低水平的心理弹性状态与其

抑郁程度直接相关#可能和患者病前退缩*淡漠*懒散

等行为有关(

!#

)

'同时有学者研究精神分裂症易患病

倾向时也发现#心理弹性的某些特殊属性$如个性特

点%显著增强了应激敏感性与精神分裂症倾向之间的

关系#提示明显的心理敏感性*低水平的心理弹性和

适应能力可能预测精神分裂症患病高风险倾向(

!!

)

'

1

!

心理弹性干预对分裂症治疗和康复研究现状

!!

目前临床越来越重视心理弹性的干预#我国也曾

研究过心理弹性干预措施及其效果的系统评价体

系(

!$

)

'但有关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有限#所开展的干

预措施比较单一#且主要针对学生群体#缺乏高质量

的研究设计#用于分裂症患者心理弹性干预的研究理

论"假设多过方法'有研究提出#将心理弹性干预作

为分裂症患者治疗的新观点#用于治疗和改善精神分

裂症的神经认知功能的假说(

!&

)

'有学者正在积极探

索难治性分裂症患者中脑网络结构与心理弹性存在

关联性的循证依据(

!.

)

'还有研究提出#在分裂症的社

区康复管理中将心理弹性作为反应社会功能的组成

部分#采取干预措施可有效促进患者的积极心理状态

和提高个人幸福感(

!+0!%

)

'有学者提出正念疗法提升

女性$妻子角色%分裂症患者心理弹性水平#改善认知

功能和症状(

!*

)

'国内有研究发现#恢复性训练也能改

善患者的应对能力和提升其心理弹性#减少病情复

发'考虑分裂症患者认识损伤#相对较基础*简单的

康复训练更容易得到应用#且心理弹性在相关性研究

中多处于中介作用#故直接的*高质的干预研究难以

展开'

2

!

小
!!

结

!!

综上所述#心理弹性水平明显影响分裂症患者的

病情和预后#但目前临床指导措施较少#期待未来可

根据心理弹性与分裂症的病情严重程度*社会功能等

密切的相互关系#拓展纵向研究*实施干预研究#探索

出新的治疗康复方法#促进患者更好地恢复'

参考文献

(

#

)

RTaaOLULa

#

('/PO/P

#

/'QL/OX0Q'/c]OX_O,

'@7647F3C?7C45494358;5?D7;8B@783C8

G

897D@784>475=7

(

_

)

,/7>4;AO5

:

45a

G

89a;C7

#

!"#+

#

#&.

$

#"

%!

&%0+#,

(

!

) 王玉龙#姚明#易明#等
,

不同心理弹性个体在挫折情境下

的注意偏向000积极音乐的作用(

_

)

,

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

!"#.

#

!!

$

+

%!

&%"0&%.,

(

$

)

MLMMRO22LW

#

MTROUW_,/784>475=745?767>3

E

D759

!

;8

G

59<78483C@787;@=<;=@388C467?7=;?78

(

Q

)

,W767>3

E

0

D759;>Y8

G

=<3

E

;9<3>3

:G

#

a7=35?O?49435,_3<5 S4>7

G

g

a358

#

L5=

#

!"#.,

(

&

)

VTQ('/WLUL`,MB>9B@;>4?75949

G

;5?;59<@3

E

4H7?75640

@35D759

!

9<7DB>94?4D7508435;>?7C4549435;5?D7;8B@73C

9<7@784>475=7

(

_

)

,M7>>

#

!"#+

#

!!

$

$

%!

+$&0+$),

(

.

)

('VQO/`Q

#

YTTVÔ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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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与进展性脑梗死的研究进展

赵晓慧#

!宋文平#

!杜
!

青!综述!仲崇明#

#审校

"南京中医药大学连云港附属医院(

#,

检验科%

!,

脑病科!江苏连云港
!!!""&

#

!!

关键词"

W0

二聚体%

!

进展性脑梗死%

!

脑梗死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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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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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

'ML

%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疾病#是因

局部脑组织出现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血氧不足#导致

软化坏死(

#

)

'该病具有发病急#进展快#致残性高的

特点#然后发展成相当比例的进展性脑梗死$

YML

%'

有研究试图通过早期的头颅影像学来预测患者随后

发展为
YML

的概率#但结果却仍不确定'现将目光瞄

向了反映血液中具有特异性纤溶过程的标记物之

一000

W0

二聚体'现就
W0

二聚体与
YML

的相关性研

究作一综述'

$

!

YML

的概念

!!

YML

是
'ML

的一种特殊类型#多指发病后神经功

能缺损症状呈阶梯式加重#可持续
+<

至数天'其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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