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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粒药片，配上一大杯水，“咕咚”一口吞下去。
半个小时后，方圆心跳急剧加快，呼吸困难，瘫在床
上，嘴里含糊不清说着奇怪的话。

这是方圆od后的感受。“od”，是过量服用药物的
英文overdose的缩写。

2020年，17岁的方圆确诊双相情感障碍，躁狂与
抑郁的交替，让她出现较为严重的自毁现象，一度沉
迷在疼痛中寻求快感和“真实”。

一次偶然，方圆在互联网上接触到“od”群体。
群体中，不乏和方圆同龄甚至更小的未成年人。

他们有的因为逃避现实，有的是患有精神类疾病，也
有好奇尝试涉猎……但最终结果，几乎都陷入药物依
赖的“旋涡”无法自拔。

药物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通常为右美沙芬、曲马
多、普瑞巴林、金刚烷胺等。为防止被发现，他们用一
套“黑话”来代替药物名：“pr”指代普瑞巴林，“晚安”

指代金刚烷胺，“优美”指代右美沙芬。而“t”，则是
tablet（药片）的缩写；14t，就是吃14片。

2020年，右美沙芬还是一款非处方（OTC）药品，
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方圆很容易便买
到药物，开始尝试。

第一次，方圆吞下了10片。吃完后，她只觉得苦
到受不了，然后是恶心、胃痛。几天后，方圆第二次尝
试，这次她吃了14片，身体出现“轻飘飘”的幻觉。

沉溺于这虚假的“逃避”，方圆一次次过量服用右
美沙芬，直到身体产生抗药性后，她又开始尝试普瑞
巴林。

随着服药次数越来越频繁、剂量不断增加，方圆
彻底失控了。最严重时，她一次吞服20多粒普瑞巴
林，第二天醒来，是在医院病房里。

一次次的放纵，换来的只是日益虚弱的身体，别
无他物。

被“药挟”的青春
○他们有的因逃避现实，有的是患病，也有好

奇涉猎而陷入药物依赖的“旋涡”无法自拔
○他们中有不少还是未成年人，他们失控于

药物，又不断自救

时针指向凌晨1点，方圆依旧没有睡意，她打开床头柜，
里面放着几个首饰盒。其中一盒装满“pr”（普瑞巴林）药片，
余下的几个盒子里，有的装着金刚烷胺，有的装着右美沙芬。

今年7月1日，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等新一批易滥用药品列入
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后，方圆已经很久没买药了，首饰盒里的药片，是她最后的“存货”。

犹豫许久，方圆还是选择关上抽屉。临睡前，她想起今天刷微博看到的一句话——“妈妈以
为我的抑郁好了，但其实是躁狂更严重了。”她笑了笑，闭上眼睛缓缓睡去。

这是方圆沉迷药物依赖的第五年，也是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第五年。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在百度贴吧戒药吧里，有近一万名类似方圆的患者，失控于药物，又不断自救。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呵护精神卫生，要从对精神心理疾病“脱敏”

做起，增加理解，减少病耻感，共同营造一个充满
关爱与支持的社会氛围。

对精神心理疾病“脱敏”，首先要有正确的认
知。精神心理疾病是一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
疾病。“普通”是因为它就像一场“心灵感冒”，是
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和其他
躯体疾病患者一样，也是疾病的受害者。“不普
通”则是因为精神心理疾病更加需要专业的治
疗，也需要更多的谅解与关爱。

就个人来说，对精神心理疾病“脱敏”，有助
于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助于早发
现、早治疗。出于病耻感而讳疾忌医只会让病情
恶化，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要认识到及时求助于
专业人员不等于自己有病，更不等于病情严重，
而是负责任的体现。

就家庭来说，对精神心理疾病“脱敏”，既有
助于患者的康复，也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更多
了解精神心理疾病基本知识，给予患者关心、关
爱，对患者的治疗、康复至关重要。尊重患者，不
歧视患者，为患者提供支持，能够减少患者的孤
独感，让其更有信心面对问题。

就社会来说，对精神心理疾病“脱敏”，有助
于形成包容和支持的社会环境，真正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不仅是医疗卫
生问题，更是民生和社会问题，关乎个人身心健
康和社会和谐。一方面，加强科普，让更多人关
注心理健康，了解精神卫生，为精神心理疾病“去
污名化”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构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将精神卫生融入社会治理，从源头发力，
主动预防、系统解决，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
支持，既能让民众更方便地获得心理健康知识和
服务，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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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醒来后，方圆以为会迎来妈妈暴风骤雨般
的怒斥，却只听到一句低语：“我一直在想，是我离婚
这件事错了，还是把你带走这件事错了。”

回家后，方圆发现客厅桌上，摆满她藏起来的处
方药、非处方药，甚至还有部分精麻药品。看着妈妈
将所有药品都冲入下水道，方圆并没有太多触动，她
知晓，再购置同样的药品并非难事。

在我国，处方药是为保证用药安全，由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需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
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品。而精麻药品的销售
管理则更加严格。

但，总有人能找到漏洞。
在某网商平台，随机选择一家药店，购买处方药

普瑞巴林，提交订单后便进入补充处方信息界面。
填写完用药人姓名等身份信息、选择确诊疾病

后，并不用上传任何处方，只需勾选《同意书》，即可获

取电子处方买药。
填写一个成年人身份证号，快速购置处方药，是

方圆最常选择的方式之一。即使是管理更为严格的
精麻药品，也会有专门的药贩子在社交平台上售卖。

在od圈里，时常有人选择倒卖药物，来支撑自己
每个月高昂的药物费用。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和吸毒的人没有区别。
但当你意识到时，已经滑入深渊很久了。”方圆说，如
今药物管控愈加严格，部分人又将药物购买瞄准国外
的网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
王我说：“滥用药物可能导致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不可
逆损害，让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下降、学习困难和行为
异常。”

在这样巨大的副作用效应下，也有许多人开始尝
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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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戒断第十天》《戒多多第十天》《想戒小
美》……在百度贴吧戒药吧里，类似这样的戒药帖子超
过16万个，许多人来此交流戒药经验、相互加油打气。

刘思，亦是其中之一。
刘思比方圆还小一岁，但od的时间却远比方圆要

长。自幼跟爷爷奶奶生活，刘思初中毕业后就读职业
技校，也是在那里，接触到od这个群体。

“有时候我以为我想要的是消失，但我真正想要
的是被找到。”这是刘思最近点赞的一条微博。从小
到大，因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刘思极其渴望陪伴和被
在乎，对她而言，逃课打架是为了有更多朋友，加入od
也是，能让她看上去与众不同。

随着副作用的加大，刘思也产生了脱离的念头。
但戒药的过程，远远超过刘思的想象。起初，她

想得很美好，既然是药不是毒，那只要不吃就没事了，
然而强烈的戒断反应，很快摧毁了刘思的“幻想”。短
短一周，她就瘦了近10斤。

“戒断是种折磨，但比起沉迷药物后的麻木，起码
更真实。”刘思咬着牙，熬过她觉得最艰难的时光。“我
实在厌倦了这几年被药品控制的感觉。”

半个多月后，刘思的体瘾和心瘾基本到了可控的
地步，但她并没有放松警惕，在od的圈子里，反复吃药
的人并不在少数。心瘾像躲避在心脏边缘的小蛇，不
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咬一口。

刘思删光了社交群里所有的药代，买了一张前往
另一个城市的车票，下定决心要开启新生活。“我不敢
保证我一定能戒干净，但是从深渊好不容易爬出来的
人，没人想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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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以及防止更多人群、尤其是青少年深陷od
的深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断收紧相关药品管控。

以右美沙芬为例，作为正常止咳药，一次1~2片
即可，超剂量服用，不仅会出现幻觉和短暂的欢快感，
还会成瘾。极端用药的情况下，服药者可能因为呼吸
抑制而死亡。长期滥用的话，会对大脑造成损伤，出
现精神错乱。

“广州禁毒”发布的视频中，就曾警示：一次性服用
1000毫克的右美沙芬，相当于服用10毫克的海洛因。

2021年，（氢溴酸）右美沙芬由非处方（OTC）药
转为处方药（RX）管理；2022年，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
剂被禁止通过网络零售；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
口服单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目录，违规贩卖触
犯刑法，可构成贩卖毒品罪。

右美沙芬管控一路升级的背后，是国家整治药物
滥用的决心。

2023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印发《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进一步加强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建设。
目前全市61%的公立妇幼保健院、57%的公立儿

童医院、59%的精神专科医院开设未成年人精神（心
理）科门诊。

与此同时，重庆也初步构建起健康教育、监测预
警、咨询服务、危机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工作体
系，开展重点群体照护帮扶，聚焦孤儿、留守儿童、流动
儿童和农村单亲家庭儿童等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

打好根基的同时，重庆亦不断织牢处方药、精麻
药品的销售监管网，持续加强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的
监管，未取得相关零售范围的药店禁止售卖二类精神
药品；建立药品网络销售主体台账，以右美沙芬等关
键词不定期开展网络巡查，严厉打击网售禁售药品的
违法行为等。

或许未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戒药吧里不会再有
新增的吧友，药物滥用也不会成为青少年想打开尝试
的“魔盒”。（应受访者要求，方圆、刘思均为化名）

据新重庆-华龙网

救
赎

04

呵护精神卫生
要从“脱敏”做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

患病的人希望在心理治疗室里找到出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精神科主任
医师王我接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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