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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全面睇》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欣群宿舍主任林漢傑先生 

 

最近在輔導室內遇到一個十分尖銳的發問，精柛病是怎樣形成呢？為甚麼會病發？怎樣

做才可以病癒呢？你是一住資深的精神料社工，請給個肯定的回覆吧，否則便是證明你沒料

子，我以後不再來找你了。面對著連珠不停的炮轟，我顯得顎然地呆著了，不知從何回答。 

 

常人說精神病是甚麼，說是污鬼附身、因果報應的天理循還、上天責罰、甚至是風水佈

局等解說，均被認為是無知及非常落伍。若說是心理異常、心理疾病、性格問題、甚至是社

會的問題，其實也祗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則是較少人認識，但常聽到精神科醫生談論的，就

是有關腦部的生理化學物質結構異化，以致出現精神問題。 

 

一個正常運作的腦袋，它是人體的指揮中心，透過各個不月同的感觀系統，收集數以萬

計的訊息，加以分析、整理及儲存，並且發出回應指示。俱體地說，它是我們的記憶體及資

料庫，儲藏各類不同的學習及經驗，還有掌管著我們的思巧、情緒、認知、學習，假若當中

出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出現精神困擾問題、甚至是精神病的現象。 

 

舉一些實例來解說，當腦部的情緒管理系統出現亂子，接收到的訊息是四週充滿著哀愁，

生命蒙灰，但實際的情況有明顯差距，這也許是憂鬱症。相反地過度的亢奮則有機會是狂燥

症。當我們從腦中樞神經系統的傳遞物質進行探索時，發現去甲腎上線素及血凊素這兩種賀

爾蒙的濃度偏低，正是引發憂鬱症的其中一個要素，因此最近年的醫學研究，均針對著透過

血凊素再吸收抑制類藥物(SSRI)的補充作用，提昇濃度，醫治憂鬱症的成效甚高。 

  

那麼精神分裂又是甚麼呢？這也可以說是認知的部份出了毛病，以致與實際的情況有差

距。例如接收到將一些對自己不利或迫害的事情將要發生，這是被害妄想。透過臨床的研究，

中樞神經系統的傳遞物質多巴胺(Dopamine)過度活躍，直接影響著思巧系統，出現真假不分及

扭曲，遠離實際處境。此外腦部杏仁核及海馬體的萎縮，大腦葉皮質的新陳代謝減慢也是其

中一個因素。因此促使幻覺消失的醫療方法，應用減慢多巴胺活動的藥物，讓腦部回復正常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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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甚麼發生了甚麼事，以致腦部的生理化學物質結構產生異化呢？是否遺傳性的缺

陷、懷孕甚至出生時的創傷、後天成長環境的影響、壓力與創傷，性格偏差等因素，直至今

天還未有單一的成因解釋，暫時的結論是因為以上多個潛伏著的傾向，加上一些誘發因素，

以致發病。但肯定的是，衹要有洽當的治療，康復是可見的。 

 

及早察覺及治療是首要的原則，當發現籃中有一個蘋果出現腐爛，就應當盡快拿悼，否

則便會影響整籃子的水果。同樣道理，除了少部份的精神問題是來得較急速外，其餘大多數

均是的漸變形成的。祗要在病徵早期出現時，能及時察覺，並且盡快處理，不讓問題惡化，

禍及整個腦袋，問題便可迎卯而解。並且避免演變成為慢性化的頑疾。青少年的早期介入計

劃便是其中一個以這個理念發展出來的服務。 

 

心水清的你也許會追問：祗要求透過藥物的治療，按時覆診服藥，肯堅持完成整個療程，

便可以康復，為甚麼要找社工及輔導呢？根據一個在美國的研究，探討不同治療模式成效，

結果如下： 

 

 治療模式 病發率 

1 沒有任何治療 70% 

2 藥物治療 30% 

3 藥物治療＋心理輔導 30% 

4 藥物治療＋家庭輔導 8% 

5 藥物治療＋康復輔導 8% 

6 藥物＋心理輔導＋家庭輔導＋康復輔導的綜合治療 2% 

 

此外多個相關的研究，探討藥物治療的成效大致如下： 

 治療模式 成功率 

1 透過藥物治療，能使病徵完全消失，可以返回社區 40% 

2 藥物治療祗能控制大部份的病徵，仍容易受到病徵困擾及再

復發。因此需要一些支援及輔助，才可以在社區裡生活 

30% 

3 雖然有充足的醫藥治療，但病徵仍非常活躍，以致需要長期

性的住院照顧 

30% 

 



 3 

綜合以上的資料，可以得到一些結論： 

 

1. 藥物治療是康復的重要一環，但留意到仍有30%的人對藥物沒有反應 

2. 沒有治療或自行停止治療的復發率是最高的 

3. 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及環境等因素均直接影響康復的成效 

4. 家人是重要的支持者，若能認識及掌握精神病及康復過程，配合有效的相處及溝通之道，

直接帶動康復成效，因此家屬輔導是重要的一環 

5. 心理輔導的目標是促進心理健康。簡單地說是透過面談，認識自己的心理系統及性格成長

過程，發現當中的需要及動態、衝突及偏差，嘗試加以斗正，例如非理性思想的認識及處

理，促進情緒健康，這是針對焦慮及憂鬱的輔導方法 

6. 康復輔導是甚麼，在認知方面除了協助對病情的認識及掌握外，還有怎樣面對。此外在技

能方面，集中在獨立生活、社交及工作的能力的培養，重建信心及計劃未來 

7. 還有不可欠缺的是日常生活的輔助服務，例如房屋、金錢、醫療的支援；推動更少歧視及

非排斥的社區，契造有利的康復環境。 

 

總結 

 

認識精神病是十分困難及複雜的，單一的解說及治療的傾向衹會制做更多困局，現代人

重視身體健康，往往忽略精神方面的需要，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曾提出的警告，憂鬱症將會

在未來廿年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第2號敵人，心靈與身體的關係是微妙及互為影響的，健康不

單是身體部份，還有心靈及社群的層面需要關注，全面的康復是需要完備的知識基礎，加上

多方面的配合並且共同推動，並不應由病者或者家人獨力承擔的，還有整個社群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