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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经审查，该项目申报材料填写规范、资料完整、数据真实可信且经公示无异议，

符合四川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提名要求。  

德阳市人民医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 PTSD 的表型模型进行了多角度

的研究。2014年， 该项目组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 DSM-5 PTSD的六维快感缺失模型，

为目前最普遍认可和广泛使用的 PTSD七维混 合模型（Armour等, 2015）奠定了重

要基础。基于 PTSD七维混合模型，首次发现了 PTSD的一系列症状学、遗 传学和神

经内分泌机制，制定了“创伤应激相关心理评估系统”和相应的心理干预治疗方案，

一方面增进了 对 PTSD 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了解与认识，推动了领域内科学技术

的发 展；另一方面有助于对 PTSD易患人群 进行早期识别，早期预防和干预，推动

生物、心理和社会干预和治疗技术 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决我国对灾

害后心理援助和防治工作的需求，也对 PTSD患者心身健康和社会 生活功能的改善、

社会和谐环境 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成果在五十余家医疗、卫生及教育单位推

广应用， 取得了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该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显示：该项目组

在 PTSD 临床症状表型模型这一国际前沿科学问题上做出 了重大贡献，其成果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临床应用价值，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鉴于此，同意提名该项目参与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的评选。 

项目简介 

项目组基于汶川地震幸存者，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在 2014年首次提出了 DSM-

5 PTSD六维快感缺 失模型，区分了负性情绪和快感缺失症状，为后续提出的（也是

目前最普遍认可和广泛使用 的）PTSD 七维混合模型（Armour 等，2015，见其他附

件 17）奠定了重要基础。2015年后，基 于 PTSD七维混合模型，首次发现了一系列

PTSD症状发生发展的心理病理机制；另外，结合 PTSD神 经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基

础，项目组首次发现了多个基因（如 5-HTTLPR 基因、多巴胺受体基因、 催产素受

体基因及 HPA 轴调控基因等）的基因多态性与 PTSD及其症状维度间的关联；最后，

结 合 PTSD神经内分泌基础，项目组首次发现了多个细胞免疫因子与 PTSD及其症状

维度间的关联。 研究成果具有重要价值：（1）在理论上，可以增进对 PTSD的发生、

发展、转归的了解与认识，并 进一步探讨其发病的病理、心理和生理机制，推动了

本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2）在实践 中，则有助于对 PTSD 易患人群的早期

识别，从而进行早期的预防和干预，同时也有助于开发有针 对性的、更为有效的生

物、心理和社会干预和治疗技术，以促进患者症状的转归和康复。研究成 果已在国

际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了十余次专题报告，并发表 SCI 及 SSCI 论文 15 篇，

其中提 出 PTSD 六维快感缺失模型的论文单篇引用量 141 次，他人引用量 102 次，

并获得了第 15届德阳市优 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项目组制定了“创伤应激相关心理

问题评估系统”，已在五十余家医疗、卫生、教育单位投入试 用 2 年。据统计，其

中十四家单位使用项目成果共评估 17586 人， PTSD 筛查阳性 3394 人。德阳市 人

民医院对 353名 PTSD患者进行了相应的干预治疗，其中 170余人愈后效果良好，反



复就医频率明 显降低，恢复了正常社会生活功能的时间明显缩短。这说明本项目成

果可以对 PTSD患者进行精确 识别和有效干预，降低 PTSD经济负担和医疗资源损耗

（经估算，该成果一年可以为德阳市人民医 院 PTSD 患者节约经济损耗约 719.4 万

元），有利于 PTSD患者心身健康和社会生活功能的恢复，降低 了他们出现行为问题

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概率，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 该成果第三方评价显示：

在 PTSD界定、心理病理学、遗传学和神经内分泌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科研 创新成果，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5 位评审专家中有 3 位专家认为项目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或 领先水平，1 位专家评价达到国内领先水平，1位专家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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