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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危机与危机干预的概念

心理危机是 Capland 于 1964 年提出的概念，即

当个体面临困境时，先前的处理危机的方式和惯常

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处境时，会出现暂时

的心理失衡状态，即心理危机［1］。危机干预是给处

于危机中的个体提供有效帮助和心理支持的技术［1］。

当代危机干预往往采用 Gilliland 和 James 提出的六

个步骤：明确问题、确保安全、提供支持、提出并验

证变通的应对方法、制定计划、获得承诺［1］。

二、动力性人际治疗的治疗模型

动力性人际治疗（dynamic interpersonal therapy，

DIT）假设：患者的抑郁或焦虑是因为其内在人际关

系出了问题，早年的人际模式使他们难以应对当下

生活中的困境，导致其潜在依恋系统暂时瓦解，进

而引发一系列负面想法和情绪上的扭曲。DIT 的基

本模型：在当下的治疗关系情境中，当患者浮现（意

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相应的想法和情绪时，治疗

师通过详细谈论这些想法和情绪，将焦点始终维持

在人际 - 依恋 - 情绪上，从而切实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背后的人际和情绪困扰［2-4］。

三、采取DIT对患者进行危机干预的可行性分析

该患者女性，16 岁，高一，因情绪低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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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超过 1 个月且伴有自杀念头前来我院就诊。她

的心理测量结果：SAS 量表 67 分（中度焦虑），SDS 量

表 71 分（中度抑郁）。门诊诊断为中度抑郁发作，建

议住院结合心理治疗，但患者不愿住院，希望门诊治

疗结合心理治疗，医生遂将其转介至心理治疗师处。

心理治疗初始访谈中，治疗师发现该患者焦虑

抑郁症状比较明显，时常有自杀念头（近 1 个月未付

诸实施，但过往曾经实施过），需要进行危机干预；

且患者认为童年时父亲曾有外遇是父女俩关系紧

张，且她与异性难以建立友谊的主要原因；且该事

件曾引发父母离婚危机，使她长期担心被抛弃；加

上近期刚升入高一，适应不良，人际关系方面的困

难全面爆发，导致沮丧和焦躁，常觉得死亡或许可

以永久解决烦恼。

治疗师考虑：（1）该患者领悟力和心智化水平较

高；（2）引起她自杀念头的主要原因是早年人际模式

对当下人际关系和情绪的影响；（3）患者的自杀念头

由来已久，且曾经实施过一次，需要系统地讨论和

干预；（4）患者读书期间请假不便，希望在半年内调

整好心理状态，故采用固定时长和频率的 16 次 DIT

结合危机干预“六步法”对该患者进行心理干预。

治疗目的：（1）缓解其当下焦虑抑郁情绪，改善自杀

倾向；（2）调整其人际模式，以适应当下的学校环境

和未来的生活。

四、患者资料

患者小佳（化名），女，16 岁，高一在读，父亲是

外企高管，母亲从事会计工作。小佳自幼因父母工

作忙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每 2 周才能与父母见面

一次。爷爷重男轻女，对小佳的堂哥格外重视，忽

视小佳。小佳感到寄人篱下，只能白天表现乖巧，

夜晚暗自哭泣。7 岁时小佳因需入学住回父母家，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性格内向，不与同学接触，与

父母关系一般，基本无心理上的交流。父亲工作应

酬多，和女儿见面机会很少。

小佳上小学 3 年级时，父亲出轨女同事，母亲想

离婚，又担心孩子，不敢“家丑外扬”，所以经常找

女儿倾诉。小佳那时对婚姻关系尚且懵懂，也不知

如何安慰母亲，只得将所有困惑、愤怒、恐惧都压抑

起来，在学习上拼命努力，借成绩宽慰母亲。那几

年她特别害怕父母谈离婚，每夜都必须开着房门才

能睡着，担心父母夜里弃她而去。6 年级时她觉得

“日子过得太苦，活着没意思”，曾打碎陶罐，用碎片

割腕，流了很多血，自行包扎后，一直未被发现（至

今留有疤痕）。

初中时小佳成绩仍然优异，但对老师和同学都

很客气和疏远，其父母关系也日益冷淡。她不再担

心父母离婚，觉得“不关我事”，面对母亲的诉苦也

越发沉默，更多时候喜欢关起门来自己画画、弹琴、

看书，最后以高分考上省城一所重点高中。该高中

实行住宿制，小佳被舍友视作“假清高”“矫情”，受

到排挤；加上重点高中人才济济，第一学期末她的

排名降落到年级中等。母亲大为吃惊，严厉训斥她，

并致电班主任调查女儿是否早恋，最后擅自将小佳

养了好几年的小猫送人。

小佳对自己的成绩很失望，对母亲的越权行为

更是愤怒，加上舍友冷嘲热讽，她心情降到谷底。

最近 1 个月，她食欲下降，经常失眠，上课走神，晚

自习无法集中注意力，也无人可以诉苦，越来越觉

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不如自杀，且经常将自己锁在

房内，父母只得帮她办理请假手续。

五、DIT 框架下的危机干预过程

1. DIT 的初始阶段（第 1～4 次）：本案例中，DIT

初始阶段的危机干预目标是“明确问题、保证安全、

建立治疗关系”。该阶段治疗师多数以非权威性、

协作性和探索性的态度与小佳明确当下问题与从前

人际模式的关系，借此促进她的心智化发展，帮助

她更灵活地用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来感知和解释自己

的行为［4-5］。

治疗师与小佳详细探讨她当前的抑郁症状和与

此有关的典型人际模式。7 岁之前寄人篱下、受人

忽视的感受使她产生了反向形成的防御，内心对爷

爷很愤怒，却不由自主地表现乖巧；因竞争不过堂

哥，只能忍让、疏远。这种防御和人际模式在小佳

童年期可以帮助她抵御被抛弃的恐慌，缓解其低价

值感，甚至使她掌握了部分主动权（“虽然他们不理

我，但我也不想和他们亲近”）。可青春后期生活中

的冲突增多：外地求学、成绩排名下降、宿舍受到排

挤、父母关系进一步恶化，她过往的防御和人际模

式根本无法应对当下的困难，从而影响到抑郁发作。

2. DIT 的中间阶段（第 5～12 次）：DIT 在本案例

中间阶段的危机干预目标是“无条件关注、倾听、提

供支持、提出并验证变通的应对方法”。该阶段需

要鼓励患者表达对治疗师的看法和感受，通过移情

分析，继续帮助患者探索人际情感的模式［4］。

在讨论到小佳最初过于礼貌的态度时，她表示

初次见面习惯性地礼貌待人是为了保持距离。因为

她的经验是，亲近的人要么有求于她（曾有同学希望

她协助作弊），要么是找她发泄心中的郁闷（比如母



· 73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0 年 1 月 20 日第 20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January 20，2020，Vol.20，No.1

亲常找她诉苦）。但经过几次的观察，她发现治疗师

没有利用她的意思，且对她保持开放、接纳的态度；

甚至她有次蹦出一句粗话，也没有受到批评。所以

她想：“也许我并不是个没用的、惹人厌的女孩。”

此后渐渐活泼起来，主动谈论学习上的困难，商讨

解决办法。她复学后，发现舍友有时也挺可爱；也

更愿意分享内心的痛苦感受。治疗师鼓励她尝试去

解读当时自杀的举动，她觉得：“可能母亲把她的很

多责任转嫁到了我身上，可是我根本扛不住，只能

寻死来解脱。讽刺的是，还正是责任感救回了我，

当时我要是死了，小猫就没人养了。”后来她对责任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既要承担必要的责任，也要

学会对过度的压力说不。

3. DIT 的结束阶段（第 13～16 次）：DIT 在本案例

中结束阶段的危机干预目标是“制定计划、获得承

诺”。该阶段主要帮助患者探索结束治疗的情感体

验和潜意识的意义，回顾进展并帮助其预测未来的

困难［4］。

即将与治疗师分离唤起了小佳幼年害怕被父母

抛弃的情感，使她情绪不太稳定。但这也是一个机

遇，促使她表达出对父亲的愤怒、失望和期待。在

压抑已久的情绪发泄出来后，她忽然意识到，其实

父亲是爷爷最不待见的一个孩子，却一直非常“愚

孝”，也许父女俩都在用沉默、疏远和讨好的方式应

对那些难以亲近的客体。最后小佳接受了离别的到

来，并感慨异地求学反而让她有了个人空间，不必

总是承接母亲的痛苦。她将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和专

业告诉了治疗师，不再单纯用名次来衡量自己的能

力，也不想再用自杀这种方法处理问题，而是选择

和同龄人聊天、发展兴趣爱好等方式加以替代，必

要时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按照DIT的惯例，治疗师在该阶段给小佳写了一

封告别函，对4个月来的治疗进行了总结和补充，其

象征性作用是治疗师充当过渡性客体，帮助小佳将

她与他人之间良性的依恋关系内化并长久获益［4-5］。

六、个案评价与随访情况

该患者干预前长期有自杀念头（3 年前曾实施

过一次），干预后对自杀的看法有所转变，认识到结

束生命并不能解决问题，改善人际模式、提升自尊

和自我价值感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治疗师在 DIT

框架之下、结合危机干预“六步法”，与患者建立起

比较稳固的治疗同盟，并讨论移情，帮助她明确了

当下问题与从前人际模式的关系，促进其心智化发

展。表明短程动力性人际治疗在治疗焦虑、抑郁情

绪，尤其是抑郁情绪中与人际模式紧密相关的自杀

倾向，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此外，患者本人对这样

的治疗方式非常认可，因为有机会深入探讨其人际

模式和人际关系中的阻抗，也捋清了生活中的很多

困扰。复学后她的人际关系改善许多，与父母关系

有所缓解，成绩排名也提升至年级中上。患者每月

门诊随访一次，一直状态良好，最近一次门诊复查

心理测量的结果：SAS 量表 47 分，SDS 量表 49 分，均

降到标准分以下。

但治疗也有不足之处：囿于时间因素，患者对

父母婚姻的看法、童年期遭遇校园冷暴力对其性格

的影响、与异性交往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都没有得到

更深入的讨论；患者与治疗师接触时间不满半年，

负性反移情、阻抗可能尚未到出现的时机，因而无

法及时讨论。

目前DIT治疗在国内外多应用于焦虑抑郁情绪的

改善，其效果得到了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的证实［4］，

国内出版的《短程动力性人际治疗——临床从业者

手册》（2018）也详细阐述了该疗法的基础框架、实

践过程及应用情况。在危机干预和心理治疗领域，

不少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其焦虑抑郁情绪都与其人

际、阻抗、移情模式有关，适宜采取 DIT 治疗，其框

架也有利于提高干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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