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心理疾患防治研究与示范》项目简介 
 

一、项目立项的必要性 

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心理疾病”的操作性定义为——因认知、情感、意志功能失调而导致个体

或群体的社会认知障碍，工作和生活受损的介于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之间的亚

（医学）临床状态。目前的重点研究包括焦虑、抑郁情绪与心理创伤，青少年危

险行为，老年抑郁、轻度认知障碍与孤独，婚姻危机、家庭暴力与亲子冲突，心

身疾病病人情绪问题与适应，职业压力与枯竭（burnout）等。 

心理疾病大多属于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的综合问题，其防治研究

中，在方法上需要涉及多个学科知识和技术，其对象上需要密切结合现阶段我国

存在的多种社会生活问题，其目标上需要重视预防、预警，其成果上需要重视可

操作性与可示范性。。 

我国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各类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持续升高，已成为

二十一世纪我国最令人关注的心理卫生课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

心态”写入了正式的文件。心理疾病防治工作涉及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为贯彻和落实以胡锦涛主席为首党中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迫切需要国家在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

防研究方面，特别是自主创新研究方面以及应用示范研究方面，给予相应强度的

支持。 

心理疾患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差异，我国需要自主创新的研究： 

心理疾患的发生、发展、表现、诊断、治疗、预防方面，均涉及大量的社会、

文化、经济等非自然科学因素，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也就是说，心理疾患并非

单纯的生物学疾病，而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因此，直接采用西方社会的各种有关心理社会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我国心理疾患



的防治，往往存在“水土不服”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至今确实比较多地是依靠于国外心理理论和方法的引

入。国内的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自主创新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被提升和扩展到更

深更高层次的研究水平，也未引起上层学术界、科技界和管理层的重点关注。 

几十年来，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投入相对较少，已有的投入则往往侧重于生

物科学基础方面，即使少量投入相对软科学领域，也往往以引进和复制国外已有

的成果为主，对自主创新方面的研究支持不多。 

国内已有相当的自主研究基础成果，需要国家科技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支持： 

而实际上，在心理疾患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防方面，国内 30 年

来已经有相当的自主创新方面的研究尝试，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引

进国外理论和技术，用于研究我国人群的心理疾病防治，也包括自主创新型的理

论研究。但由于上述特定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工作在防治心理疾患方面并未获

得主流的重视和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胡锦涛

主席在近日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吴文俊时再次强调，自主创新方面的任务十

分繁重、十分艰巨，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党和国家为我们指出了有关

心理疾病防治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在坚持民族文化特色，自主创新，服务于我国

广大人民的前提下，需要国家给予心理疾患防治研究工作以立项并给予适当强度

的投入。 

 

二、研究目标 

基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人口与健康领域提出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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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提出“心理疾患防治研究与示范”项目建议。目

的在于重点针对我国人群心理疾病高发现状，研发各种常见心理问题的评估、筛

查、预警和干预体系，防治心理疾患，促进社会和谐。 

本项目研究目标主要包括： 

（一）心理疾患的综合评估工具与常模标准 

（1）情绪问题的综合评估工具、常模标准； 

（2）心理创伤的综合评估工具、常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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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少年危险行为的评估工具、常模标准； 

（4）老年主要心理问题（抑郁、轻度认知障碍）的评估工具、常模标准； 

（5）家庭和谐、亲子关系的综合筛查评估系统； 

（6）心身疾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慢性疼痛）心理问题的评估工具、

常模标准； 

（7）不同群体（大学生、公务员、农民工）心理压力、职业耗竭的评估工具、

常模标准； 

（二）心理疾患的预警、干预技术、运作模式与示范平台 

（1）抑郁问题的预警、干预示范平台； 

（2）重大事件危机处理系统示范平台； 

（4）青少年危险行为的预警、干预示范平台； 

（5）老年心理问题（抑郁、痴呆、孤独）的预警、干预示范平台； 

（6）婚姻家庭治疗与家庭和谐干预系统示范平台； 

（7）心身疾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慢性疼痛）心理行为问题的预警、

干预示范平台； 

（8）心理压力（个体、群体）和职业耗竭的预警、干预示范平台； 

（9）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 “本土化”（至少三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示范

平台； 

（10）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社区心理健康宣教、干预示范平台； 

（11）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心理咨询师的继续教育、管理模式。 

（12）我国传统医学在心理疾病防治中的作用 

（三）心理疾患防治的软件产品、运作工具与网络建设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可推广的心理疾患防治各种应用软件和运作工

具，建立心理疾患防治网。 

 

三、研究内容： 

本项目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研究任务与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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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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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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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因素； 

（2）研制重点人群情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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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情绪问题预防与干预手段的研究，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4）调研和报告重大灾难事件（台风、洪水等）中心理创伤的类型、损失等级、

发生率及后果； 

（5）筛查和报告灾难事件中影响心理创伤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因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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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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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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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研和报告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人格发展偏差、行为异常等）的表

现、发生率和影响因素； 

（2）研制青少年危险行为的识别与预警系统，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3）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干预研究，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4）研究和报告青少年危险行为发生发展的心理社会学机制。 

（5）调查和报告我国老年人心理问题（特别是老年抑郁、老年痴呆）的发生率

和影响因素； 

（6）研究和开发我国老年人心理问题（特别是老年抑郁、老年痴呆）的评估工

具与预警系统，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7）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具有自主创新特征的老年心理健康三级预防

和干预体系，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三）我国人群心理压力和职业耗竭的评估、预警与干预示范研究 

（1）研究和报告重点人群心理压力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构成要素； 

（2）研究构建“心理压力”系统理论体系，并以重要论文报告； 

（3）研制心理压力测评方法、筛查标准（常模）和耗竭预警系统，形成可推广

应用的工具； 

（4）研究程序化、立体式压力与耗竭的综合干预策略与操作系统，形成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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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 

（5）研究建立个体和群体心理压力管理与干预系统，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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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和报告当前婚恋关系、亲子关系现状，重要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及与

心理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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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早期家庭干预机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婚姻教育”、“亲子关系的

教育”体系，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五）我国心身疾病病人心理问题的评估、预警与干预示范研究 

（1）建立重点慢性躯体疾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慢性疼痛、失眠）

心理危险因素早期识别、测评与预警系统，形成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2）研究规范化、综合性和可操作的慢性躯体疾病病人心理问题的干预系统，

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3）确立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客观有效的干预效果评价系统，形成可推广应用

的工具； 

（六）应用于心理疾患防治的“本土化”（至少三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示范平台建设   

（1）调研和报告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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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报告国内自主创新的心理咨询与心理干预方法情况（理论、方法、

对象、效果）； 

（3）将国内原创的心理干预方法（至少三种），在总结、规范、整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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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筹建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培训示范平台。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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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研和报告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现状和社区居民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 

（2）研究我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运行体系，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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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评估机制，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4）建立常见心理疾病社区三级预防的有效干预模式，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5）建立我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形成可示范的平台。 

（八）中国传统医学对心理疾患的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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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于中医药理论、方法、手段的重要心理疾患防治系统，形成可示范

的平台。 

 

本项目建议由浙江大学、中科院心理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中

医药大学、温州医学院、中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武汉

心理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友谊医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大学和研究

院所牵头和共同完成。建议资助强度为五千万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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