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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衛生組織（WHO）曾說：21世紀人類三大

文明病是：憂鬱症、癌症及愛滋病，隨著醫

學發展，癌症及愛滋病已逐漸找到治療的機轉，相

對的，憂鬱症卻隨著文明的發展愈來愈嚴重。據統

計全球至少有兩億人為憂鬱症所苦，預測十年後，

憂鬱症將成為人數最多的病症。

話說回來，憂鬱症是不治之症嗎？台灣最早關注

憂鬱症的NGO組織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主任葉

雅馨表示，憂鬱症的確是一種病，但它就像「心感

冒了」一樣，不限定什麼族群、職業、年紀、性別

的人，都有可能被感染，治療後（也有人未經過治

療）痊癒者，約有5%可能再次復發。

葉雅馨說，憂鬱症不是個性抑鬱、內向寡歡者的

專利。情緒常起起落落的人，和樂觀開朗受歡迎的

人，都有得病的可能，所以絕不能輕忽，也不必諱

疾忌醫，更不要因此而絕望放棄。

醫學研究發現，十二歲以前有重大失親或者失去

21世紀文明病  嚴重程度驚人

蓓英覺得一身衣服怎麼看都不順眼，臨出家門前，對等著載她去上班

的先生說：「你先去開車，我上去換一套衣服！」隔了許久不見人影，

先生上樓一看，發現罹患憂鬱症的太太已用吊衣繩自縊在浴室中。

硯程覺得應該好好用功，考上父母期望的醫學院，但隨著學測日期

一天天逼近，他焦慮得無法去學校上課，只得請假在家自修。白天，

硯程坐在書桌前，逼自己讀著一科又一科的參考書、補充教材、測驗

卷⋯⋯，但書本上的字完全塞不進腦袋中；晚上，吃醫生給的助眠藥也

無效，只得躺在床上睜著空洞的雙眼，滿腦子想著：「我根本就是個一

無是處的人，這樣活下去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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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重要意義的人的經驗；身體或精神

有被嚴重虐待、疏忽的經驗；有家族憂

鬱症、酒癮、藥癮或精神疾病史；本身

有較嚴重慢性的生理疾病；生活情境出

現不良的溝通或不清楚衝突解決與表達

的模式；沒有學習或發展出解決問題的

能力；承受著比其他多數兒童更多來自

於生理、情感或社會壓力的兒童，都是

日後罹患憂鬱症的高危險群。

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劉嘉逸指

出，雖然說每個年齡層都有可能得到憂

鬱症，但一般好發在20至50歲的青壯族

群，特別是40歲上下的民眾，女性的好

發率為男性的兩倍，平均每一百人中就

有三人重度罹患憂鬱症，有15∼25人罹

患輕型憂鬱症或低鬱症，比任何一種疾

病都要來得多。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精神科醫師主治醫

師詹佳真指出，女性從小被要求順從、

被動或不要太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容

易造成女性缺乏自信，容易附和別人的

想法，導致女性比較容易有憂鬱的現

象。而成年後的女性，所要擔任的角色

比較多元，如順從被動的媳婦、太太、

主動積極的母親、職業婦女，每個角色

之間充滿衝突性，導致已婚女性承受極

大的精神壓力。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秘書長張志銘指

出，根據台灣憂鬱症協會最新統計，15

歲以上的國人中，有8.9%有中度以上憂

鬱，5.2%有重度憂鬱，換言之，至少有

兩百五十萬國人為憂鬱症所苦，但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