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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从一起高校大学生短暂性精神障碍心理危机干预的成功案例讲起，介绍了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发病特点、

常用治疗方法以及危机干预过程，针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对今后在高校开展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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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starts with a successful cas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transient mental disorders, it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reatment methods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process of transient mental disorders, carry out in-depth thinking about the crisi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lated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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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发展处于迅速走向成熟但未完全成熟的阶

段，是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相对集中、复杂、突发期。近年

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普及，社会的高速发展，人才

竞争压力的急剧增大，高校学生出现心理行为异常和常见精

神障碍问题的人数也呈逐年增多趋势，成为影响校园安全稳

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对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全

面预防、及时关注、科学评估、得当处理成为各高校共同关

注和迫切解决的问题。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中时有所见，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

（CCMD—3）和《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中均

有相关的详细表述，其临床描述和诊断标准也为国内外医学

界认可，值得引起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1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概念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又称急性妄想发作或妄想阵发，是

一种发作性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在临床上时有所见，在大

学生群体中因人格因素、应激源、文化环境突然变化及躯体

疾病诱发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的情况也比较多见。该病 大

的特征是发病突然、病程短暂，以一过性妄想为主要表现，

同时也伴有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异常。治疗主要以抗精神病药

治疗为主，辅助进行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等，

终一般能完全恢复到发病前的功能水平。 

2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危机干预过程 

2.1加强监护，及早确立处理方式 

发现学生出现的明显的心理异常情况后，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安排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监护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

系，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学院心理中心老师对学生进行心理评

估、干预与疏导，并 终与学生家长达成共识，送往专科医

院进行诊治治疗。 

2.2家校配合，形成紧密工作联盟 

辅导员与家长取得联系后，向其告知学生情况，家长密

切配合学校，全面告知学生的成长背景、性格特点、就医情

况及心理健康情况等。后家长及时到达学校，协助安全学生

情绪，全面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听取心理老师建议，与学校

达成统一意见，去专业医院就医。 

2.3掌握信息，确定学生问题性质 

通过多种途径以及向学生身边的重要他人（室友、好友、

班主任、家长、宿管人员、公寓辅导员等）了解，获取学生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发生时以及当下在认知、情绪、意志力、

行为等方面的信息，为下步工作开展提供有效信息。 

2.4专业咨询，及时进行评估诊断 

心理老师根据辅导员描述，及时给予指导意见，并到现

场予以评估、干预、疏导，同时建议家长尽早带学生到专科

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学生及家长听从建议，将学

生带往医院诊治、住院治疗，未造成进一步后果。 

2.5遵从医嘱，积极接受专业治疗 

经了解，学生住院3周后症状得到有效控制，病情稳定，

值暑假期间回家休养，后学生按期返校继续学业，持续服用

抗抑郁类药物，每月定期到医院复诊。 

2.6关系关怀，共筑早日重返校园 

学生在家治疗期间，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同班同学、在

校好友定期与其电话或微信联系，关心其在家的治疗及康复

情况，并将学校里相关的信息分享给学生，鼓励积极配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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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争取早日康复回校学习。 

2.7持续关注，制定适应帮扶方案 

为更好的促进学生回校心理适应、尽快的补齐学业，学

院与学生及其家长共同商定帮扶方案。后学生家长进行了一

个月的陪读，待学生完全适应以后，留其一人在校学习；同

时学生班级组建帮扶小组，给予其心理上的关心和学业上的

帮助。 

3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危机干预工作思考 

一是深入研究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提高针对性处置能

力。目前国内医学界对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定义为“一组

起病急骤，以精神病性症状为主的短暂精神障碍，多数病人

能缓解或基本缓解”的疾病，诊断标准为“片断妄想，或多

种妄想；片断幻觉，或多种幻觉；言语紊乱；行为紧张或紧

张症（四项至少符合一项），包括分裂样精神病、旅途性精

神病、妄想阵发、待分类的急性短暂精神病性障碍四种类

型”，该病属于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范畴。由外

部刺激导致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常见于心因性精神因

素，即与个体的社会因素、身体因素、心理因素、道德因素

密切相关，其中 为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包括社会竞争激烈、

生活压力增大、人际矛盾增多等。该障碍的预防与治疗，主

要可以从及时脱离刺激源，通过放松训练调整心理状态，以

及少量服用镇静药物舒缓紧张、焦虑、惊恐状态等方面入手。 

二是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心理危机事件处理能力。首先是

事件发生前的预防能力，要加强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学习研

究，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帮助心理有问题学

生，指导其调整负性情绪、释放心理压力、保持乐观心态；

其次是事件发生时的应急执行能力，要快速到达现场，掌握

一手信息，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同时与上级

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及时沟通，协调各方人员，确保有效顺利

地开展工作，弱化危机事件的影响， 大限度减小危机事件

的影响范围； 后是事件发生后的恢复能力，对事件学生及

其家人亲属等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工作，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总结事件发生的原因，反思事件带

来的教训，分析事件暴露的隐患，为类似事件的预防和处理

积累经验。 

三是积极发挥朋辈心理互助作用。朋辈心理互助工作是

指在学院专职心理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受过心理健康专业

培训的学生，给予需要帮助的同学以心理安慰、鼓励、劝导

和支持等活动，其优点在于能够利用学生之间好沟通、防御

低、共性多、好互助等特点，是“学院—二级学院—班级—

寝室”四级心理防护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要进一步完善“早

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预防”的预警机制，特别是对开

学前后、重大活动前、考试前后、放假前、新生入学后、毕

业生离校前等重要时段，以及本人性格内向、言行异常、有

精神病史、遭受重大打击、考试成绩急剧下降、失恋、网瘾、

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重点学生，配合学院和

专业心理老师做好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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