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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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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作为当今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已尝试应用于临床医学各领域。本文综述人工

智能在精神疾病群体中的研究现状，包括精神疾病预防、辅助诊断、治疗及康复中的应用。同时讨

论了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领域应用的接受度和伦理问题，及其优势、不足与展望。

【关键词】人工智能；精神疾病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0）01-0004-04

随着 21 世纪发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

已成为当今技术发展的热点领域。人工智能是研究、

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1］。精神疾病

的人工智能应用，涉及到使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处

理技术，如精神疾病大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

肢体语言识别和深度学习算法等。虽然人工智能在

精神疾病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正在影响着精

神卫生保健、精神疾病的评估、预测、治疗和康复

方式。本文综述人工智能应用于精神疾病的国内外

研究进展，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参考。

一　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预防中的应用

1　基于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评估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分析大数据来建立预测

模型，用于心理教育、评估和筛查，以评估被试的

心理健康状况，有效节省当前较为有限的心理教育

和医疗资源，从而惠及广大普通民众。Srividya 等［2］

通过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如支持向量机、决策树、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K 近邻和逻辑回归等，预测个

人心理健康状况，使用集成分类器可以显著提升心

理健康预测的性能，准确率达 90％。机器学习是人

工智能的核心，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

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

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黄辛隐

等［3］通过采用交互进化计算成功证实了社交焦虑个

体的情绪感知动态范围窄于正常人，表明交互进化

计算可以适用于心理健康的测量。

此外，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的“互联网 +”心

理平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收集大数据，完

成数据的原始积累和心理大数据库的建设，建立每

个用户的心理健康数据基准，实现心理健康状况的

预警［4］，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优化，为用户提

供精准治疗和个性化服务，以此加强精神疾病的一

级预防。

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神疾病预警

语言和对话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

数据来源。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患者的语音语义

分析，可以帮助精神疾病的预警。如 Bedi 等［5］利用

机器学习对病人的临床访谈记录进行自动语音语义

分析，采用语义连贯分析和句法分析，提取语义连

贯性和语法指数，预测了具有精神疾病高危因素的

青年人群在基线评估后 2.5 年内的精神疾病发作情

况，其准确率达 100％，这一方法优于临床访谈中

的仅基于标准精神病学评分的预测方法。2017 年

Facebook 公司开发了一款心理机器人 Woebot，通过

结构化对话系统，基于深度学习自然语言理解，从

用户语言中检测评估其负面情绪，甚至严重的心理

疾病倾向，从而达到抑郁症早期识别和预警。

Corcoran 等［6］使用带有机器学习的自动自然语

言处理方法来分析临床高风险（clinical high risk，

CHR）个体队列中的语音，创建了凸包分类器，这

是一种对样本进行识别、分类的算法。该分类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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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低语义连贯性、高语义差异性和低所有格代词使

用率。结果显示，CHR 阴性的语音数据点位于这一

凸包的壳内部，而突发性精神病（CHR 阳性）的语

音数据点位于壳外部。进一步使用 CHR 分类器对健

康对照者生成了类似的凸包，而新近发作的精神病

患者则大多不在壳内部。总体而言，在语义和语法

方面，精神病患者的语言与正常人的语言相比有所

不同，且可通过凸包分类器进行识别、分类。

这些研究表明，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语言，

可以对精神疾病进行早期识别和预警。

�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杀行为预警

利用患者数据可构建自杀预警机器学习模型。

患者数据通过从多种渠道如社交媒体、患者音频记

录、电子病历等收集。在这些模型中可以识别患者

的行为模式，包括自杀倾向，并指导临床管理人员，

从而达到自杀预警［7］。Walsh 等［8］结合随机森林、多

重决策树和逻辑回归等算法等，开发了可精确预测

未来自杀企图的机器学习模型。机器学习技术可以

测试大量潜在因素之间的广泛复杂关联，其预测精

确度为 79％，预测期从自杀未遂之前的 720 天缩短

到了 7 天，且该模型预测准确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二　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早期识别及辅助诊断

中的应用

1　基于磁共振影像和人工智能的客观生物标志

物分析

磁共振影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作为一种客观生物标记，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究

最有可能在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等精神疾病中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学

习样本数据的内在规律和表示层次，让机器能够像

人一样具有分析学习能力，能够识别文字、图像和

声音等数据。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客观准

确地对海量多维的精神影像数据建模，从而量化患

者的脑部不同区域功能异常的程度。目前认为对于

抑郁症具有诊断价值的脑区主要集中在楔前叶、扣

带回、顶下缘角回、脑岛、丘脑以及海马等区域［9，

10］。利用 MRI 结构成像和支持向量机、3D 卷积神经

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CNN 深度

学习 LeNET-5 结构技术等均可进行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和健康老年人分类，其分类准确度可达 90~96％。

可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MRI，有望提升对精神

疾病客观生物学标记物的识别和精神疾病预后的预

测评估效率［11，12］。

2　基于生理信息人工智能分析的精神疾病早期

识别

Kim 等［13］开发了一种基于多用户生理信号的短

期监控情绪识别系统，利用支持向量机提取特征，

识别三种情绪。最终的识别准确率为 75％。Katsis

等［14］通过非侵入性技术收集焦虑症患者的生理数据

（血液量脉搏、心率、皮肤电反应和呼吸），基于 5
种预定义的类别（放松、中立、震惊、忧虑和非常

忧虑）识别个人的情感状态，通过四种不同的分类

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和神

经模糊系统），总体分类精度为 84.3％。提示这些人

工智能技术可应用于异常情绪的早期识别。

�　基于人工智能的孤独症谱系障碍预测

有研究显示，将六个包括深度学习的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平台与外周血表观遗传基因组学相结

合，能够实现对新生儿时期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的高精度预测。研究者在

几个重要的候选基因如 EIF4E、FYN、SHANK1 和

VIM 中发现了表观遗传失调，这些表观遗传的失调

涉及神经炎症信号传导、突触长期增强、5- 羟色胺

降解、mTOR 信号传导和 Rho 家族 GTPases 信号传导

的通路。这为支持表观遗传改变在自闭症发病机制

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15］。

Zhou 等［16］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框架揭示了非编

码突变在 ASD 疾病中的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

编码突变参与突触传递和神经元发育，揭示了 ASD

中编码和非编码突变的融合遗传行为。该模型从基

因组学角度提供了非编码突变在 ASD 预测中的作用。

4　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心理障碍诊断

陈冰梅等［17］利用计算机模拟人脑思维方式，建

立基于人工神经的儿童心理健康诊断与治疗专家系

统，该系统能诊断 61 种儿童心理障碍，且与资深儿

童精神医学专家的诊断符合率达 99％。该类诊断系

统的应用可能提高临床工作效率，且能为刚接触临

床的新手医生提供帮助和指导，对高年资临床医师

起辅助作用。

三　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治疗及康复中的应用

1　人工智能在 ASD 治疗及康复中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在 ASD 治疗中应用的模式主要

有合作同伴模式、认知重塑模式、情景教育模式、

互动中介模式等，外形上来说有人工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动物、智能机械装置、智能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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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8，19］，这一类智能机器的干预可帮助提升 ASD 患

者语言能力等［13］。

ASD 在线康复教育可以使 ASD 学生在无社会交

往的环境下进行学习活动，在基于自身特点的同时

为患者提供一个学习、接受教育的平台；家庭智能

康复系统则体现了“互联网 + 康复”的康复模式，这

一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构建，线上

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包括辅助康复训练产品、标准

化智能课堂和管理系统、云课堂、自闭症评测助手、

自闭症泛化训练 APP 等产品，对自闭症患者进行线

下家庭康复［20］。在线康复教育和家庭智能康复系统

相结合是 ASD 患者康复的可行策略。

2　人工智能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心理治疗是一种以助人、治病为目的，由专

业人员实施的人际互动过程。心理治疗是精神疾病

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结合智能电子设备与心理

治疗衍生了计算机化认知行为治疗（computeriz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CBT）。CCBT 是指通

过电脑交互界面，以清晰的操作步骤、高度结构化

的多种媒介互动方式（如网页、漫画、动画、视频、

声音等）来表现认知行为治疗基本原则和方法［21］。

CCBT 的出现，丰富了心理治疗的模式，并能一定程

度上缓解当前心理治疗服务资源匮乏的现状。

此外，Mello 等［22］通过人工智能和心理学结合

的方法，利用计算机来增强心理治疗，帮助患者改

善认知。D'Alfonso 等［23］开发了一款在线社交治疗

（moderated online social therapy，MOST）Web 应用程

序，提供了基于交互式社交媒体的精神健康恢复平

台，并已在临床试验中证明了其可行性。

当前我国注册的精神科医师不到 4 万人、心理

治疗师不到 5000 人。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心理治

疗之中，为改善当前我国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短缺的

现状提出了新的可行的方案。

四　人工智能应用于精神疾病值得关注的几个

问题

1　接受度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调查显示，大多数互联网用户

能够接受聊天机器人［24］。但也有文献表明患者可能对

机器人产生消极情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学者认

为心理治疗的主要角色应当由“人”来扮演，部分患

者家属也倾向于传统的医患面对面治疗与康复。

2　伦理

关于人工智能在精神科的临床应用，有必要制

定明确的指南，人工智能应接受训练有素的精神卫

生专业人员的监督，使用前应取得知情同意［25］。同

时，如何保证后台数据的保密和隐私，以及如何结

合临床需求，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26］。

五　人工智能应用于精神疾病领域的优势、不

足与展望

1　优势

人工智能在精神疾病预防、早期筛查、诊断、治

疗和康复方面的应用，可做到替代医师做重复冗杂的

工作，有效提高精神科医师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并与人工诊疗优势互补，例如人工智能医学图像分析

在精确度平行的同时，实现诊断速度超过专家［27］；同

时，能避免精神科医师的主观性和偏向性，例如机器

直接从医学数据中学习可以避免因人类认知偏差而导

致的临床错误，对病人的诊治产生积极影响［27］。

2　不足

由于精神疾病病因尚未明，精神疾病的诊断及

治疗很大程度上基于高年资精神科医师的实践经验，

而人工智能既不精明，也不直观［27］。此外，大多人

工智能技术对于精神疾病预后仅转化为简单的二元

分类问题，忽略了疾病进程的连续谱。因而人工智

能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同时，现今的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成果常无法落

地医院，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和科研需求［28］。因此，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需要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

以及患者、基层医疗机构等的密切协作，心理健康

专家和数据科学专家之间也需要更多合作，以最大

限度利用所开发的模型。

�　展望

人工智能应用于精神病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领

域，未来可望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社交媒体数据、

医疗记录、社保信息等构建模型，建立大数据知识

库与知识图谱，提供工具箱，对医生进行支撑，同

时有望让机器或智能设备替代医护独立完成一部分

简单重复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可节约医疗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缓解精神医学专业资源服务稀缺的

现状。因此，在不忽视精神科医师对患者干预及人

工智能技术指导的重要性的同时，加快现有各类数

据资源的整合来构建可靠、准确的模型应用于临床

实践，是目前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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