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疾患防治研究与示范项目 

课题申请指南（草） 

 

一、总体目标及实施年限 

为落实《纲要》重点——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

的优先主题，以及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

治疾病相结合的国家卫生发展思路，以重大社会公益技术研究开发与

应用示范为重点，根据我国心理疾患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和已有

的基础，调动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力量，将重点开展（1）对我国人

群情绪问题和心理创伤进行综合监测和研究，开发我国人群情绪问题

（重点焦虑、抑郁与自杀倾向）和心理创伤的评估、预警与干预技术，

评价其各项开发技术的信度、效度，验证其可推广性。（2）对青少年

与老年心理疾患进行综合监测和研究，开发我国青少年危险行为和老

年心理问题（轻度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的评估、预警与干预技术，

评价其各项开发技术的信度、效度，验证其可推广性。（3）对若干重

点人群的心理压力和职业枯竭进行综合研究，开发心理压力和职业枯

竭（重点职业）的综合评估、预警与干预技术，评价其各项开发技术

的信度、效度，验证其可推广性。（4）对家庭与婚姻心理问题进行综

合研究，开发家庭和谐、亲子关系的综合筛查评估系统和婚姻家庭治

疗与家庭和谐干预系统；评价其各项开发技术的信度、效度，验证其

可推广性。（5）对心身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做综合调查与评价，对心

身疾病病人的共同心理问题进行评估工具和心理行为综合干预研究，

对若干心身疾病开展综合优化干预，建立示范平台，验证其可推广性。

（6）研究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技术在我国心理疾病防治中的作用，

评估应用于心理疾病防治的国内原创心理干预方法的临床效果，建立

应用示范平台，评价、验证其可推广性。（7）研究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范式在心理疾病防治中的作用，建立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社区心理

健康宣教、干预示范平台，评价、验证其效果和可推广性。（8）研究

我国传统医学在防治心理疾病中的作用，建立我国传统医学在心理疾



患防治中作用的示范平台，评价、验证其效果和可推广性。（9）研究

我国以IT技术为支撑的心理疾患防治队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关键技

术，建立心理疾患防治队伍培训和继续教育示范平台，评价、验证其

效果和可推广性。（10）结合国情，将认知行为治疗技术在我国常见

精神疾患临床干预应用中予以规范化，并建立向全国辐射的推广应用

示范平台。 

项目实施年限 2010 年-2012 年 12 月。 

 

二、申请课题主要内容 

课题 1.我国人群情绪问题（焦虑、抑郁与自杀倾向）和重大灾

难事件中心理创伤的评估、预警与干预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  

（1）在代表性取样基础上，研究和报告重点人群情绪问题（焦

虑、抑郁与自杀倾向）的发生率和心理社会影响因素； 

（2）研制 3 个重点人群情绪问题（焦虑、抑郁与自杀倾向）的

心理测评和筛查预警系统，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3）在有代表性区域，建立情绪问题的程序化预防与干预手段，

降低情绪问题的发生率（降 20%）、提高情绪问题控制水平（提高 10%），

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4）通过文献法和现场回顾调查法（及可能的重大事件发生现

场调查），调研和报告 1-3 件（按样本大小）重大灾难事件（地震、

台风、洪水等）中心理创伤的类型、发生率、后果及生物心理社会文

化影响因素； 

（5）研制应用于突发事件中的当事者及其家属等相关人员的心

理创伤测评、筛查技术，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6）建立突发事件中对当事者进行心理、生理、社会综合干预

模式，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研究目标  

掌握我国情绪问题和心理创伤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制定评价情

绪问题和心理创伤的综合评估工具及常模标准。开展对抑郁焦虑问题

的预警和综合干预，提出早期干预策略、措施和方法。研究建立重大



事件心理危机处理系统的策略、措施和方法。 

申请条件 

（1）相关研究单位特别是靠课题牵头单位应具备在情绪问题研

究，或心理创伤与危机干预研究方面的大样本调查研究的经验。承担

担过重点项目，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论文，

可带动该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 

（2）相关专家在情绪问题，或心理创伤与心理危机方面，具有

标准化心理测量与评价工具的编制等方面有深厚积累和扎实基础，有

良好的调查渠道。 

（3）在情绪问题干预研究方面有前期工作的充分基础。 

（4）在心理创伤与危机干预研究方面，项目牵头单位及相关的

研究机构有多次重大灾难或心理危机的研究和干预经验积累。目前全

国不少省市建立有相应的危机干预研发基地，可积极参与协作。 

拟安排经费 500.00 万元。 

 

课题 2. 我国青少年危险行为和老年心理问题（老年抑郁、轻度

认知障碍）的评估、预警与干预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  

（1）研究青少年和老年认知功能、情绪反应、自我评价、人际

交往、社会适应等各项心理功能的变化规律；研制符合青少年和老年

特点及中国国情的心理健康评估系统； 

（2）针对青少年主要精神疾患及危险行为，和老年期常见精神

疾患（老年期痴呆、老年期抑郁）开展重点在前临床期的早期识别研

究，以建立多指标预警系统； 

（3）发展认知干预技术，建立符合年龄特征和中国国情的心理

健康三级预防及干预体系，形成可示范平台。 

研究目标  

建立符合年龄特征和中国国情的心理健康综合评估体系；集中于

青少年、老年两个心理疾患多发期，重点侧重前临床阶段，针对认知、

情绪、行为等方面障碍，开展筛查工具和干预技术研究。 

 



申请条件 

（1）课题牵头单位应具备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和老年人心理问题

（特别是老年抑郁、轻度认知障碍）研究领域的大样本调查研究的经

验,具备开展认知干预和组织全国调研网络的经验。 

（2）相关专家在儿童或者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心理测量与评价

工具的编制等方面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基础. 

（3）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和老年人心理问题（特别是老年抑郁、

轻度认知障碍）调查前期准备工作方面有充分的基础。 

拟安排经费 500.00 万元。 

 

课题 3. 我国若干重点职业人群心理压力和职业枯竭的评估、预

警与干预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  

（1）研究和报告我国若干重点职业人群（医护人员、公务员、

军警、教师）心理压力反应及压力综合影响因素（生物、心理、社会），

构建与完善心理压力系统理论体系； 

（2）在探明心理压力反应及压力综合影响因素基础上研制可推

广应用的若干重点职业人群心理压力系统评估工具，建立常模； 

（3）在上述两项基础上，筛查职业枯竭样本；制订枯竭的评估、

预警系统，供推广研究和应用； 

（4）研究压力综合因素（事件、认知、应对、社会支持、人格、

生物指标等）与职业压力（反应）和职业枯竭的关系，供人力资源决

策参考；  

（5）在代表区域设点，研究部分职业人群压力（反应）和职业

枯竭的综合程序化、立体式干预策略与操作系统（个体和群体），供

示范推广。 

研究目标  

掌握我国若干重点职业人群心理压力和职业枯竭现状与影响因

素，制定综合评估与筛查工具，开展心理压力和职业枯竭的个体和群

体综合预警和干预研究。 



申请条件 

（1）相关单位特别是课题牵头单位应具备心理应激与健康课题

方面有充分的前期基础研究积累，有组织大样本调查研究网恋和经

验。 

（2）在压力与枯竭的测量与评价工具编制等方面，有深厚的学

术积累和扎实的基础。 

（3）有相应的压力相关临床指标检测基础；有临床干预平台建

设方面的软硬件基础条件。 

拟安排经费 400.00 万元。 

 

课题 4.我国家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综合筛查评估与干预

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 

（1）通过有代表性的大样本研究，掌握当前我国人群婚恋关系、

亲子关系现状，重要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及与心理疾患的关系； 

（2）研究构建“和谐家庭”的中国特色的家庭理论体系，并以

重要论文报告； 

（3）研制“和谐家庭”的科学测评方法、家庭问题如家庭暴力

的预警，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4）在有代表性的省市，建立 3 个早期家庭干预机制和具有中

国特色的“健康婚姻教育”体系，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5）引入压力系统模型对婚姻问题进行有效干预；建立家庭暴

力的早期心理干预机制，预防家庭暴力现象的发生； 

（6）通过早期亲子关系的教育，对即将迎接子女出生的家长进

行早期亲子依恋教育，帮助婴幼儿建立良好的亲子依恋模式，以及对

青春期子女和家长进行亲子关系教育，预防、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

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7）建立纵向跟踪研究体系，考核婚前亲密关系教育、婚姻课

堂、以及早期亲子关系教育等前瞻性的预防措施，对婚姻满意度、家

庭关系和谐程度等带来的长期效应。 

研究目标  



掌握当前我国人群婚恋关系、亲子关系现状，重要的心理社会影

响因素及与心理疾患的关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和谐家庭”理论和评

估体系。开展婚姻、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的预警和干预，提出早期干

预策略、措施和方法。 

申请条件 

（1）课题团队特别是牵头单位在婚姻、亲子和家庭关系方面，

应有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积累，有一定的科研技术成果作为深入研

究的基础。 

（2）有本研究中所需要的家庭问题心理行为评估技术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基础。 

（3）有婚姻与性问题、亲子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各种临床心理干

预手段的研究工作基础。 

拟安排经费：500 万元 

 

课题 5. 心理学技术在常见心身疾病防治研究中的应用 

研究内容  

选择发病率高、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明显

作用的严重影响生命健康的 3-4 种心身疾病，如癌症、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慢性疼痛、慢性失眠等作为对象进行研究。 

（1）运用现代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对影响常见心身疾病的心

理社会危险因素如个性特征、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

支持系统等因素进行调查，并了解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明确心理社

会危险因素以及相互作用，提出相关心身疾病心理社会危险因素的早

期识别和预警系统。 

（2）对常见心身疾病病人的某些心理行为问题的表现，心理学

机制、评估方法和理论解释等做符合国情的尝试性研究。 

（3）采用中国文化特色并且针对性较强的心理学干预技术，紧

密结合过去的临床和科研基础，采用多样设计，开展多中心、随机对

照临床研究，科学评价心理学干预技术/方案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卫

生经济效益。建立客观有效的干预效果评价系统。 

（4）采用符合 DME 原则的多种临床研究方法，筛选常见心身疾



病心理干预的优化方案，并形成技术规范和应用指南，在具有代表性

的社区和一定规模的医院等单位进行实践。 

研究目标  

制订相关心身疾病心理社会危险因素的早期识别和预警系统。探

索我国心身疾病病人的某些具有共性的心理行为问题。科学评价 3 种

常见心身疾病的心理干预技术/方案，筛选出 2～3 种有效心理干预方

法/方案并推广应用。 

申请条件 

（1）本课题必须组建结构合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队伍，课题

组必须建立有效的课题管理和质量控制机制。 

（2）课题承担单位必须具备临床研究条件，有足够的人力、物

力保障，还必须联合多家有良好基础的单位共同申报。 

（3）课题负责人必须承担过省部级以上科技计划课题，具有组

织和协调多个单位协作研究的能力，既往在相关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

础；主要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拟安排经费：600 万元 

 

课题 6. 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至少三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

疗示范平台建设 

研究内容  

（1）在全面调研基础上，掌握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现

状（人员结构、工作模式、服务对象和效果）； 

（2）将国内原创的心理干预方法（选择三种），进行总结、规范、

疗效的基础研究，整理并予以模式化，编写培训教材，以可考核的组

合方式，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推广； 

（3）规范若干种常用心理治疗技术流程和实施过程，建立和完

善技术平台，为本项目的常见心理问题和心身疾病心理疾患的心理干

预研究课题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和指导。 

研究目标  

掌握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的结构、工作模式、服务对象



和效果的现状。开展对国内若干原创（或引进消化）心理干预方法的

规范、有效性和模式化研讨，向全国心理疾病防治工作领域示范推广。 

申请条件 

（1）研究团队尤其牵头单位相关人员应具备心理咨询和心理治

疗工作方面的积累，有心身疾病领域应用研究方面的历史基础。 

（2）相关主要研究人员有自身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方法的累积，

或者对国内若干原创（或引进消化）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模式有深切

的了解和体会。 

（3）相关单位有相应的心理干预临床工作平台方面的软硬件基

础。 

拟安排经费 300.00 万元。 

 

课题 7. 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社区心理健康宣教、干预示范平

台建设 

研究内容  

（1）在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社区居民的心理健

康状况。评估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现状，并分析社区居民对心理健康

服务的需求。 

（2）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运行体系，以期能

在社区内最大程度的整合医疗、教育和社会心理咨询资源。 

（3）研究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评估机制，能够合理评量社

区心理健康服务的水平和效果，以确保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4）在探索心理干预对社区常见心身疾病影响效果的基础上，

建立常见心理疾患社区三级预防的有效干预模式。 

（5）在有代表性的区域，建立 3 个心理疾患社区三级预防的心

理健康教育体系和有效干预模式，提高社区人群对心理疾患的知晓

率、接受治疗率和控制率（提高 10%、5%、2%），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研究目标  

掌握我国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对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需

求；在我国具体的社会背景基础上，研究建立符合中国经济文化特点，



具有可测评、可考查、可操作和可示范性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范式。 

申请条件 

（1）研究团队尤其牵头单位相关人员应具备社区心理健康宣教、

心理社会干预工作方面的积累；有心理疾患方面的社区基础或应用研

究方面的历史基础。 

（2）相关主要研究人员有相应的大样本调查研究，社区心理健

康，以及心理测量与评价工具的编制等方面的深厚学术积累和扎实基

础。 

（3）具备开展社区心理卫生三级预防系统的建设研究工作基础，

有相关文章发表。有心理疾患社区防治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 

拟安排经费 400.00 万元。 

 

课题 8. 中国传统医学对心理疾患的防治研究 

研究内容  

（1）建立与中医理论如七情、五志、五人、证候等结合的心理

疾病评估、诊断、分类、辨证方法，供推广应用； 

（2）研究筛选和报告针灸、推拿、复方等传统疗法防治心理疾

病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其应用规范； 

（3）制定中医药防治重要心理疾患的个体化诊疗方案，供推广

应用； 

（4）编制基于循证医学研究的中西医结合防治重要心理疾患临

床实践指南，供推广应用； 

（5）建立 3 个基于中医药理论、方法、手段的重要心理疾患防

治系统，提高心理疾患（3种）症状改善率（提高 20%），形成可示范

的平台。 

研究目标  

将我国传统医学应用于心理疾患的防治；建立中医药理论、方法、

手段的心理疾患防治系统示范平台。 

申请条件 

（1）研究团队尤其牵头单位相关人员应具备传统医学在心理疾



患防治方面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深厚累积。 

（2）相关主要研究人员有相应的心理测量与评价工具的编制等

方面的工作基础。 

（3）在心理疾患传统医学防治工作方面的其它前期准备工作。 

拟安排经费 400.00 万元。 

 

课题 9 心理疾患防治队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平台建设 

研究内容  

（1） 心理疾患防治队伍人群分析及优秀教育资源整合 

（2）心理疾患防治队伍能力模式、治疗模式特征库及案例库的

研究 

（3）心理疾患防治队伍培训和继续教育示范平台关键技术开发

与建设 

（4）自适应能力测评 

研究目标  

建立我国心理疾患防治队伍培训与继续教育体系及示范平台，形

成完善的心理疾患防治特征库、案例库，并解决建立过程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推动我国快速、高质量培养心理疾患防治人才。 

申请条件 

（1） 具有心理疾患防治人员培训与继续教育资源和工作基础。 

（2） 具有运用现代 IT 技术开展心理疾患防治人员培训与继续教

育的经验和人才队伍。 

拟安排经费：300 万元 

 

课题 10.常见精神疾患的认知行为治疗技术规范及示范基地建

设 

 

研究内容  

（1）根据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研究结果，修订抑郁症、焦虑障

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精神分裂症的认知行为治疗操作



程式； 

（2）研究探讨认知行为治疗的具体技术对于不同疾病、不同症

状的适宜程度、使用原则和规范设置等内容，将认知行为技术规范

化，形成新的认知行为操作程式； 

（3）专家论证：组织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精神病学专家对抑

郁症、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强迫障碍）及精神分裂症认知

行为操作程式进行论证，进一步修订并予以标准化； 

（4）建立常见精神疾病的认知行为治疗技术规范指南，向全国

推广。 

研究目标  

结合国情，将认知行为治疗技术在我国常见精神疾患临床干预应

用中予以规范化，并建立向全国辐射的推广应用示范平台。 

申请条件 

（1）研究团队尤其牵头单位相关人员应具备认知行为治疗工作

方面的丰富积累，尤其是应用于常见心理疾患和常见精神疾病病人方

面的研究成果。 

（2）参加协作的相关研究人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方法上的

研究累积，或者对认知治疗有一定的独到的体会。 

（3）相关单位有相应的心理干预临床工作平台方面的软硬件基

础。 

拟安排经费 23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