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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心理健康问题现状与挑战

患者基数庞大且持续增长

专业人才与资源严重短缺

- 全球约10亿人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新冠疫情后抑郁症病例分别激增28%

- 中国城镇居民中，73.6%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2-3亿人需心理疗愈服务  

- 青少年群体尤为严峻，全球14-24岁人群中每年约20%经历心理健康问题，自杀成

为青少年致残/致死五大原因之一

- 按国际标准，中国需93万心理师（当前仅约5万），美国每百万人口心理师为中国

的14倍，中国综合医院心理医生配置率不足（1400张床位仅1名心理医生）  

 - 心理咨询市场潜在年消费量可达1200亿-2000亿元，但实际服务覆盖率低，挂号

等待周期长（上海初诊需排队1个月，心理治疗需4-6个月）



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面临的痛点

传统模式局限

传统心理咨询依赖“一对一”
模式，咨询师年均服务量上限
约300人，难以应对亿级需求，

揭示服务效率瓶颈

基层服务能力不足

基层社区及学校心理服务依赖人
工，筛查覆盖率低，如老年认知
障碍初筛需依赖AI辅助，但实际

应用有限，影响服务质量

资源配置不均

优质心理资源集中在大城市，
偏远地区及农村心理服务近乎
空白，导致基层群众心理问题

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基于大模型多智能体的心理健康诊疗系统

基于大模型多智能体的心理健康诊断系统

面向房树人的儿童心理侧写技术

多模态对话情绪感知技术
诊

基于大模型的多模态心理安抚系统

表情包增强的心理安抚对话生成技术

基于工具学习的多模态情绪支持对话生成技术
疗

基于大模型多智能体的来访者模拟系统

基于多级记忆动态演变的来访者模拟技术

基于强化学习的心理咨询模型评估算法
教

基于大模型多智能体的情感陪伴系统

基于多心理学家智能体辩论的共情生成技术

基于互助会多智能体的共情对话生成技术
伴

辩论 互助会



基于多智能体的心理诊疗系统：PsyDraw房树人测试分析系统

1 研究背景

留守儿童面临的心理健康挑战

AI心理诊疗系统的研究挑战

中国约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焦虑和抑郁风险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自杀发生率比

非留守儿童高50%-80%。中国有仅约5万临床心理专家，相比之下美国拥有20万。

农村地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尤为稀缺专业的心理健康资源。

问卷形式的心理诊疗方案存在答题枯燥，用户配合度低，对儿童不友好等问题。房树

人(HTP)测试虽能提高儿童参与度，但缺乏客观指标，解读需专业知识，难以在心理

资源匮乏地区推广。设计多智能体协作框架，实现房树人绘画的特征提取与专业心理

学解读，同时保证评估的可靠性与专业标准，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技术挑战。



基于多智能体的心理诊疗系统：PsyDraw房树人测试分析系统
2 研究方法：PsyDraw系统架构与工作流程

采用多智能体协作框架，将复杂
的房树人分析任务分解为特征提
取与报告生成两个阶段。系统模
拟专家协作模式，各智能体专注
于特定方面分析。有效克服单一
模型处理复杂心理分析的局限性，
精准识别儿童潜在心理风险。

采用专业提示词引导策略，引导
模型关注房树人测试中的关键心
理指标。通过并行分析整体、房
子、树和人物四个维度，确保全
面捕捉心理特征。实现从视觉特
征到心理学解读的显式映射，提
高分析可解释性和专业性。

系统生成专业评估报告，将各维
度分析结果融合为结构化心理学
评估，并给出"警示"或"观察"的
风险分类。融合专业知识的自动
化过程，提高了心理筛查的效率
和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应用可行性，
同时保持专业标准。



基于多智能体的心理诊疗系统：PsyDraw房树人测试分析系统
3 研究结果

该系统目前已通过公益组织部署
在多个留守儿童学校和高校，用
于早期筛查，得到老师们一致好
评。累积服务人数超过1万人。系
统研发和应用视频全网点击量超
过百万。

PsyDraw系统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
色，与专业心理医师评估结果高
度一致。系统可识别多达100+房
树人画面特征，阴性准确率高于
90%，可以至少减少专业人员80%
的工作量。

评估意见： 警示
总结 该个体显示出明显的情绪困扰和潜在创
伤迹象，同时兼具一定的心理韧性，表明其
复杂的心理状态需要专业关注。
积极因素 展现平衡的自我认知和决策自信；
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持有现实的看法。
消极因素 显示潜在的焦虑和冲动性迹象；表
现出潜在的孤独感、失落感或对死亡的关注；
呈现抑郁和可能创伤的指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mk2Y1EJq/



高拟人度来访者模拟智能体系统AnnaAgent 
1 研究目标：更真实地模拟心理咨询中的来访者

为了应对心理健康资源短缺的问题，我们引入大语言模型模拟心理咨询场景中的来访者角色，为咨询师提供训练、效
果模拟等服务。

动态演化问题 多疗程问题 基础问题

咨询过程中，
来访者的情绪、
主诉认知等状
态通常会受到
咨询师的影响
动态地变化，
现有的方法通
常只有固定的
设定。

咨询师通常会回顾之前疗程的内容评估咨询的效
果以及时调整咨询策略及增进和来访者之间的信
任，现有的方法缺少多疗程记忆。

 角色反转：LLM按
咨询师的角色说话

 易被说服：受到谄
媚特性的影响，虚
拟来访者“爽快”
地接受咨询师的建
议、表示感谢

 过于配合：较容易
配合咨询技术

 对话轮次少：心理
咨询通常需要多次
长程对话，现有虚
拟来访者通常单次
十数轮对话就结束

…

Anna O，心
理学史上著
名的研究案
例，弗洛伊
德的患者，
她的案例对
早期精神分
析理论的发
展起到了关
键作用

AnnaAgent,
基于大模型
的高拟人度
来访者模拟
智能体，基
于真实患者
病历构建，
支持可配置
患者画像



高拟人度来访者模拟智能体系统AnnaAgent 
2 研究方法：具有多疗程记忆和动态演化的来访者模拟智能体系统

具有
多疗
程记
忆和
动态
演化
的来
访者
模拟
智能
体系
统

情绪演变模式调制：根据当前疗程的对话记录实时地推测来访者下一

句话的情绪，引入情绪扰动机制避免模式固化并模拟真实的波动性。

主诉认知阶段性切换：邀请心理专家深入分析咨访记录、咨询师报告以及虚拟来访者的角色设定并标

注来访者的主诉认知启发链，在咨询过程中分析是否已解决当前阶段的困惑。

多疗程记忆调度

长期记忆：在角色初始化阶段，根据长期记忆中的咨访记录和分析报告分析来访者的说话风格、补充

角色设定；在咨询阶段，如果检测到咨询师的话提到之前的疗程，就将关键的长期记忆作为辅助信息。

短期记忆：主要分为状态变化和境遇。根据之前疗程中的量表和本次咨询开始前的量表分析来访者的

状态变化。设置事件触发器匹配适合来访者的近期事件并依据事件设定来访者的境遇。

实时记忆：本次咨询中的咨访记录作为实时记忆，即对话上下文。

情绪与主诉认知的动态演化控制

往期疗程档案 本期疗程

情绪调制



高拟人度来访者模拟智能体系统AnnaAgent 

3 研究成果与应用前景

来访者模拟系统

构建来访者模拟系统，为咨询师提供更多实
战训练和模拟咨询效果反馈。

在东北大学首届(2024年)及第二届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技能大赛中作
为虚拟来访者与参赛者交互，提供测试系统及评价与成长分析报告。

 心理咨询师培训

 心理学研究案例

 高质量心理咨询对话数据源



https://neu-datamining.github.io/ 
THANKS

儿童心理诊断纪录片 课题组公众号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