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青少年情绪障碍与自杀自伤问题的预警和综合防治关键技术

的研发、转化与应用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重庆市医学会

4.推荐意见

青少年情绪障碍及其自杀的预警和综合防控体系的研究是学校心理卫生领

域和危机干预域的重要部分，符合社会卫生的实际需求，是卫生、教育部门急

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项目成果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综合

考虑社会、心理、环境因素和生物学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及自

杀行为的病因学分析，以便为青少年情绪障碍和自杀行为的早期识别和防治提

供基础理论资料。该项目创新地研发了青少年自杀筛查评估工具和信息采集系

统，探索出运用于青少年自杀风险预警的多维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评估

的青少年自杀风险多维预警模型。从社会心理因素层面，描绘了我国青少年自

杀未遂者“FHIE”的社会心理特征；为精准的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创

新性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家庭（family）—学校（school）—医院（hospital）”

共同参与的三方共管共防的青少年自杀综合防控体系即“FSH 防控模式”，该模

式有效地整合了家庭、学校和医院的资源，弥补了彼此的不足和缺陷，从而构

建了完备的“医校联合心理疾病及自杀防治绿色通道”模式和防控流程，有效

地促进了“医教研防”，这是干预模式上的一个重要创新。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

家庭的监护功能、学校的教育功能以及医院的医疗功能，解决了自杀防控路径

不清和干预流程不明的问题。通过连续 2 年的综合防控和追踪随访，学生心理

问题的由之前的 40%降低到 23%，下降了 17%。自杀行为报告率由 1.36%降低到

0.98%，下降了 42.35%。综上所述，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医学会医学科技

奖。

5.项目简介

情绪障碍与自杀自伤问题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以况利教授为负责人的项目团队 18 年来一直致力于青少年情绪障碍及自杀自

伤问题相关研究。团队自 2011 年开始首次将“互联网+”、Simmons 敏感问题的

随机应答技术和 SCID 结构定式访谈相融合，创建了青少年情绪障碍与自杀自伤



问题的筛查评估工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创新研发出了“重医心理”

智能云系统，目前该系统已于 2020 年成功实现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直接经

济效益 80 万元。

此外，项目团队利用人工智能模式和大数据信息分析技术将“重医心理”

智能云系统的信息数据进行了有效整合，建立了集有效性与适用性于一体的“青

少年情绪障碍及自杀自伤风险综合评估预警模型”。与此同时，项目团队将“重

医心理”智能云系统与“医-校-家”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有机结合和资源的有

效整合，在重庆市及全国 20 多个省区进行了推广应用，有效减少了青少年情绪

障碍及自杀自伤的发生率，有效形成了网络服务全覆盖的集测评、预警、干预

一体化的三级完善防控机制。

本项目共发表文章 196 篇，其中 SCI 论文 64 篇，参编教材 5 部，主编专

著 3 部，申请软件著作权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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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

的贡献

况利、操军、陈建梅、艾明、王我、何静澜、张琪、陈小容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 政

职务

工作单

位

完 成 单

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况利 1 正高 科 主

任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全面参与本成果的方

案制定、实施过程控

制、操作质量监督等

各个环节。作为主持

人在众多课题支持

下，进行了全面的青

少年情绪障碍与自杀

行为的发病机理、早

期识别和防治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推

广于社会，尤其是大

中院校。指导其他完

成人在大样本流行病

学调查基础上进一步

进行基因影像学研究

以进行多维自杀风险

评估及制定危机干

预防控关键技术。



操军 2 中级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对研究团队成员进行

课题培训，包括流调

工作、基因提取及核

磁共振扫描及数据采

集等工作培训。负责

与重庆市各个大学进

行联系，统筹安排心

理测试工作的推进，

负责培训研究团队流

调知识和数据分析技

能。

陈建梅 3 副高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对各个大学筛查出来

的高危学生进行详尽

精神心理评估，给高

校学生和教师提出了

可行性高的干预建

议。整合课题研究中

的流调、基因测序及

功能核磁共振数据，

进行统一研究和分

析。

艾明 4 副高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整合课题研究中的流

调、基因测序及功能

核磁共振数据，进行

统一研究和分析。对

高校教师的自杀危机

干预培训及自杀预防

知识的宣传发挥了主

导作用。

王我 6 副高 科 室

副 主

任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对筛查出来的高危学

生进行血液样本采集

和核磁共振数据收

集。通过所收集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探究



青少年自杀及情绪障

碍的社会心理危险因

素，并进行基因影像

学分析。

何静澜 7 中级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负责重庆市各个高校

的网络心理测试筛

查，负责心理测试数

据统计分析，对筛查

出来的高危学生进行

血液样本采集和核磁

共振数据收集。

张琪 8 初级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与高校教师密切联

系，随时关注高校学

生的动态变化，负责

随访各个高校的高危

学生的后续发展，积

极推进医校联合模式

进行干预工作。通过

所收集数据进行数据

分析，探究青少年自

杀及情绪障碍的社会

心理危险因素。

陈小容 9 中级 无 重庆医

科大学

重 庆 医

科大学

与高校教师密切联

系，随时关注高校学

生的动态变化，负责

随访各个高校的高危

学生的后续发展，积

极推进医校联合模式

进行干预工作。通过

所收集数据进行数据

分析，探究青少年自

杀及情绪障碍的社会

心理危险因素。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重庆医科大学 排名第一， 项目的负责单位作为本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主要完成人均来自本单位， 重庆医科大学作为本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为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提供平台和积极的支持。重庆医科大学积极在本单位推广该

成果，通过心理筛查、高危学生动态随访、教师培训、医校联合等成果措施的

实践，青少年情绪障碍及自杀行为的防控有效提高，经过实际验证取得了较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为促进重医心理专利成果进行产学研转化提供了

支持，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60 万元。并协助课题组与学校、医院等 20 余家单位

开展科研合作，为项目成果的顺利推广应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