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推荐项目公示

推荐奖种 广东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 抑郁症认知功能损伤机制及 VR技术评估干预训练研究

推荐单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推荐意见 贾艳滨教授/主任医师团队申报的“抑郁症认知功能损伤机制及 VR
技术评估干预训练研究”项目致力于抑郁症的认知功能损伤的机制探

讨，并基于前期研究结果结合虚拟现实（VR）技术研发认知评估与干

预平台。项目结合认知功能生物学机制、临床患者队列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开展基础研究、临床转化和实践工作，为揭示抑郁症发病、认知功能

损伤机制及其临床干预措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以本项目为依托，

在项目开展期间，召开国内外培训宣讲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余场次，

极大地提高了抑郁症认知功能训练和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系统在我

国的学术知名度并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 VR化眼动脱敏和再加

工（EMDR）心理治疗系统的临床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20余篇，2020
年 7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

异议，同意推荐其申报第三届广东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抑郁症是一类慢性、反复发作的最常见精神疾病，已成为重大全球

性公共卫生问题。认知功能损伤是影响抑郁症痊愈的核心问题，严重影

响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认知痊愈”已成为抑郁症治疗的新目标。然而，

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确切发病机制目前尚未阐明，且基于单胺类

神经递质神经系统的抗抑郁药物可能会增加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伤。

因此，明确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发病机制，发现治疗干预新靶点，

探讨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非药物干预，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科

学和技术难题。

该团队在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专项、广州市科

技计划重点项目的资助下，项目联合精神病学、基因遗传学、分子生物

学、影像学等多学科交叉，探讨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病理生理机

制，并基于前期研究基础，开发新型治疗靶点及干预策略。目前，已取

得进展性成果。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基础研究方面：联合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遗传学主

任赵存友教授团队开展家系研究，探讨抑郁症等相关情感疾病的表观遗

传调控机制，关注表观修饰介导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在抑郁症等精

神疾病发展过程的作用机制。同时，项目联合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研究

院苏国辉院士、张力副研究员团队，围绕铜代谢紊乱、谷氨酸能系统与

抑郁症发病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关系，结合动物模型研究和临床患者队

列研究，开展抑郁症神经可塑性、分子生物水平及脑功能认知相关研究，

深入探讨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的机制，以及作为干预靶点的治疗潜

力，开发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新型治疗靶点及干预策略。目前相关

研究成果已发表相关的中英文论文 50余篇，SCI收录论文 20余篇，部

分文章，发表在 Molecular Psychiatr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Schizophrenia Bulleti等专业领域高水平期刊。



（2）临床转化方面，基于前期抑郁症发病机制及神经认知功能损

伤的基础和临床患者队列研究，探讨运动、药物等靶向抗抑郁的疗效及

其对认知功能和基因遗传的影响。依托本项目，项目申请人 2017 年获

批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研发项目，结合虚拟现实（VR）技术和体感设

备研发抑郁症认知功能评估与干预训练一体化平台，同时结合 EMDR
技术对抑郁症患者情绪和认知功能障碍进行治疗干预，目前研发 VR认

知训练设备一套。同时，该 VR认知训练设备现与深圳康宁医院刘铁榜

教授团队，以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推广合作，进行该认知功能评估与训练一体化

平台的临床疗效验证。

此外，以本项目为依托，项目开展期间，召开国内外培训宣讲活动

和学术交流活动 20余场次，培训近 10,000名技术人才，邀请国内知名

专家 30人，提高认知功能训练系统和 EMDR系统在我国的学术知名度

并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自主研发的 VR化 EMDR心理治疗系统

的临床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目前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4项，2020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项，每年定期开展国家级继续教

育学习班 2次，培养全日制硕/博士研究生 40余名。

客观评价 项目前期围绕抑郁症及其认知功能损伤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机制研究涉及铜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神经内分泌等多方面，其中重点

关注微量元素铜离子影响抑郁症认知功能的机制。项目对抑郁症及难治

性抑郁症患者临床治疗干预及动物实验探讨铜离子影响 NMDA受体功

能，并基于此靶点，评估 NMDA受体拮抗剂美金刚治疗抑郁模型大鼠

的相关机制，评估其对认知功能改善的治疗价值，并探讨铜与抑郁症认

知功能的关系。

同时，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症状及认知功能损伤

等相关研究。2017年获批 VR技术的广东省重大研发项目，开发一系列

基于 VR的认知检测平台及联合 EMDR 技术的认知康复训练系统，实

现把治疗带回家的治疗目标，也是国内首次应用 VR精准检测、干预抑

郁症残留认知症状的项目。研究团队针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伤进行

分模块设计，在计算机平面显示的认知训练场景基础之上，采用 VR技

术，辐以体感设备，紧密结合抑郁症患者心理特点，优化传统的认知训

练模式。目前，已成功完成工作记忆力与注意力训练模块的研发，并在

干预治疗中获得一定的标志性成果。临床验证发现，基于 VR的注意训

练对急性期抑郁发作患者的认知功能有显著的提升效果，且干预疗效优

于基于计算机化的认知训练；基于 VR的工作记忆训练对抑郁发作缓解

期患者认知功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并可降低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

响。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中发表

会议论文 2篇，在中华精神科杂志发表论著 1篇，孵化发明专利 1项。

同时，针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症状，研发 VR化的 EMDR干预技术，引

导患者在虚拟场景中描述引起情绪低落的事件，将患者描述的事件进行

语音转录，通过虚拟人物重现患者的语音内容，然后再通过虚拟机器人

引导患者对虚拟人物重现的录音给予安慰、指导建议的方式，对患者的

情绪进行换位思考式情绪投入性干预，并在 VR系统中联合采用瑞士精

准眼动仪（TOBii PRO VR）设计，实现精准眼球定位和追踪。研究成果



已孵化发明专利 1项，并获国家发明局专利授权。

项目开展期间，团队召开国内外培训宣讲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余场

次，培训近 10,000名技术人才，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30余人参与抑郁症

认知损伤论坛，提高认知功能训练系统和 ENDR 治疗系统在我国的知名

度，为推广 VR化的 EMDR心理治疗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目

前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2020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项，每

年定期开展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次，培养全日制硕/博士研究生 40
余名。

推广应用情况 认知功能的康复是精神疾病康复的重要工作。但目前仍缺乏系统的

认知功能康复训练仪器的开发。该项目基于 VR化的认知检测平台及联

合 EMDR 技术的认知康复训练系统，实现把治疗带回家的治疗目标，

也是国内首次应用 VR精准检测、干预抑郁症残留认知症状的项目。该

项目的开展，促进了抑郁症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的飞速发展，同时结合新

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该系统已完成部分临床验证，并在深圳市

康宁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佛山

市第三人民医院等重点精神专科和综合医院推广应用。同时，项目开展

期间，召开国内外培训宣讲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 余场次，培训近

10,000名技术人才，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30人，提高认知功能训练系统

和 EMDR治疗系统在我国的知名度并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 VR
化的 EMDR心理治疗系统的临床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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