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区每十万人口的精神科医生数量远低于中西部地区，
接受系统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为进一步推动西部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为西部的人才培养创
造更多机会，提高青年精神科医师规范化临床诊疗能力，2019 年经 CPA 常委会议定，启动了为期 3 年
的“CPA 西部援助计划项目”，选拔部分西部地区青年精神科医生进行系列培训。2022 年培训内容包括
精神疾病症状学和诊疗思路、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儿童青少年焦虑障碍的诊疗、DBT 在青少年
情绪障碍中的应用、老年常见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以及精神科急症处理等。

马宁，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副教授
北大六院公共卫生事业部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常务副主任，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全国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和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专家。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哈佛
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社会心理服务研
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心理应激研究联盟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
理救援分会副会长，北京神经内科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

王高华，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湖北省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
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
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编委，《Psychiatry Research》 评审专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编委，《中
华行为学与脑科学杂志》 编委，《Current Op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精神医学新视点》总编。主持十二五支
撑课题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 stanley 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八
年制“精神病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主编。

邱昌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书记兼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 / 通讯作者 40 篇，
其中中文 20 篇，SCI20 篇。参编参译专著、书籍 12 部。擅长：情绪障碍的治疗与研究。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
学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
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
省医学会行为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行为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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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明，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重性精神障碍、精神科急重症的诊治

洪武，博士，主任医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六科（特需＆急重症）科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学术团体任职：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CSP）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CPA) 分会
青年委员、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 (CSNP) 青年委员、抑郁障碍研
究联盟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临床精神医学杂志》青年编委、
主持国自然、市科委、卫健委等科研项目。作为骨干和主要执行者参加国自然、十五、十二五、863、国家重大研
发项目等项目。主编《情绪及情绪相关障碍的自我管理手册》，参编学术著作 12 本。发表学术论著 100 余篇，其
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40 余篇。学术专长：心境障碍的临床诊疗和研究

刘忠纯，博士，教授 /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
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总干事（兼任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综
合医院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精神卫生专委会委员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后基金及科技部项目等评审专家，中国精神科杂志编委及多种 SCI 期刊审稿人。

刘铁桥，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攻临床精神病学，担任病房主任 20 余年。
墨尔本大学公派访问学者。主持 NIH、科技部重大项目、国自基金、WHO、省自基金等 20 项。获科技成果奖 6 次。
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主编著作 23 部。为国家规划教材《老年精神病学》、《精神疾病临床案例解析》主编，全
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精神病学》副主编。目前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精神与心理健康分会副会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及专家组成员；湖南省心身医学与行为医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精神科医师协会侯任会长等。2013 年遴选为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首批精神病
学学科带头人。

廖艳辉，博士，主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研究员。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曾在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留学，曾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全球控烟研究所从
事访问研究，曾在 UCLA 和 KCL 从事博士后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美国中华医学会、全
球尼古丁依赖研究奖、中南大学“升华猎英”等科研项目。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主任委员。
多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专题讲座。迄今以第一 / 通讯作者在 PLOS Medicine、Biological Psychiatry、Brain、
Addiction、Tobacco Control、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编 / 参编中英
文专著和教材 5 部，主编专业书籍《科学戒烟：理论与实践》、科普书籍《没有戒不掉的烟：科学戒烟八周之旅》。
曾获全国优博提名、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青年研究奖、WPA 青年精神科医生奖、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会联合会
(WFSBP) 青年研究奖等荣誉。 



黄国平，医学博士，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四川精神卫生》杂志主编。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CBT 专委会 DBT 学组副组长、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物质滥
用防治协会社会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及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精
神科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心理学会医学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精神卫生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心理健康促进专家组副组长，四川省卫健委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
三等奖、四川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全国危机干预先进个人等奖励或荣誉称号。有关治疗个案在 CCTV 播出。

马静，医学博士，湖南省脑科医院儿少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临床心理
学专委会副主委。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第二届妇女健康促进专委会副主委、湖南省优秀巡讲专家。
目前主持省级和厅级研究课题多项，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论著 1 部，参编论著 7 部，研究方向：儿童精神病学。

孙新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老年科主任 主任医师；专业及研究方向：精神心理。主要学术任职：中国抗癫痫协会共
病委员会副主委；北京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癫痫协会理事；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康复学组副主委
中国老年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老年学组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常委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老年专委会常委等；课题及研究：承担及参与国自然、科技部重点项目、首发、首特等课题研究。

姜荣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点项目专家组专家。中央军
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北京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侯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七届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崴，医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
委员，精神创伤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健康宣教工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 精神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委员；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
陕西省重点研发项目一项，科技攻关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发表一作 / 通讯作者学术论文 20 篇，SCI 
10 篇。编写教材著作 5 部。先后获得陕西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化宁，西京医院心身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陕西
省副会长。主要临床研究方向是 : 精神疾病的物理治疗。主持多项国家及军队重点科研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杨甫德，杨甫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家委员
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卫生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心理救援组副组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
“十百千”优秀卫生人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先进个人、卫生部抗震救灾卫生先进个人、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奖”、“首都健康卫士”、“首都劳动奖章”、“健康中国健康促进卓越院长”、“健
康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第四届国之名医卓越建树“荣誉称号获得者。

李娟，现任北京老年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原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工会主席，原医务处处长。中国
医师协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康复治疗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 , 北京健康管
理协会副会长，京津冀心理援助专科联盟副主任委员。首批北京市健康促进专家、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劳动能力
鉴定专家，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研究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付）费规范》精神专
业临床专家咨询组专家。

陈珏，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心身医学特色学科负责人，进食障碍诊治中
心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督导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中国社会
心理学会婚姻与家庭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
会常委、进食障碍协作学组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常委。

当前儿童与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就诊率也日益增加。对于儿童青少年人群而
言，心理治疗是我们临床中除药物治疗外应用最多且最为依赖的治疗手段，而作为心理治疗工作中深入
无意识的治疗手段的精神分析工作，是与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低龄儿童的工作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这
其中包括了游戏治疗、绘画治疗、音乐治疗等多形式的治疗手段。在精神医学中的心理治疗迅速发展的
今天，我们与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分析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专题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
一起探讨，精神分析与儿童青少年工作的临床、理论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趋势。

8 月 4 日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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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少精神分析：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分析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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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梅，医学博士，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理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沈阳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精神科主任医师、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 （D-21-047） 、美国音乐想象协会认证音乐引导想象治疗师（FAMI）辽宁医学会精神卫
生分会主委、辽宁康复医学会心理康复专委会主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会常委、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团体辅导与治疗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儿童青少年
心理成长的个别、家庭治疗，团体动力与组织管理方面的实践和研究。从事精神科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30 余年。

张晓鸣，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硕士；现任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心理治疗病区主任，2018 年参
与创建孕婴幼心理健康中心。专业方向：儿童青少年情感障碍、强迫症及一般心理问题的诊断和综合治疗。

刘华清，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督导师 ;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督导师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精神分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儿童健康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医生协会神经内科分会神经心理与情感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委

李玖菊，心理卫生学硕士。北京回龙观医院 心理科儿童病房 心理治疗师。培训背景：国际温尼科特精神分析治疗
师候选人，中巴温尼科特治疗师连续 4 年培训，第一届中法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第四届中美夫妻伴
侣治疗连续培训，第九届中德班催眠治疗连续培训。



胡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中国神经科学会应激神经生物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科学会认知神经生物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获得中组部青年千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技部 973 计划支持。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在 Nature, 
Neuron，Science Advances，Current Biology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系列论文。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19，
第二完成人），中科院教学成果二等奖（2020，唯一完成人）

谭庆荣，教授，女，主任医师、教授，西京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所长、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
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陕
西省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以抑郁症、应激相关障碍等常见精神障碍为研究方向，主持承担国家 973
项目、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
制计划项目等各类研究 12 项。近年发表论文 2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45 篇，主编专著 6 部，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一完成人，2012），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总后育才奖银奖等多项奖励。

李凌江，教授、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湘雅名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
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能力培养和继续教育中心精神医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辑。

人间著脚尽危机，何处方能寻平夷。危机伴随我们一生，也是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话题。从基础研
究角度，我们对危机的生物学机制有哪些认识上的进展？从临床干预角度，我们又有哪些新的方法和策
略来进行危机干预？从基础到临床，敬请关注本届年会危机干预论坛。

8 月 4 日 14:00-17:00

负责人：谭庆荣

危机干预：从基础到临床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学义，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心理健康分会常务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主席；河北省心
理卫生学会理事长；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在国内外发表文章 328 篇，主编合编著作 48 部

汤艳清，教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医学
心理与精神卫生系 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  主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 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临床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 副会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
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  注册督导师。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
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 候任主任委员。辽宁省心理卫生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理事长。

王化宁，西京医院心身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陕西
省副会长。主要临床研究方向是 : 精神疾病的物理治疗。主持多项国家及军队重点科研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李卫晖，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行为医学专科主任 ;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博士后 ;  
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精神创伤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危机干预学组副组长，
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与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治疗委员会委员，国家执医命题审题专家
国家心理专家队成员等。科研经历：主持及为主参与国家级课题 6 项，主持省级重点研发项目 1 项，省级课题 3 项，
发表 SCI 论文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20 余篇，主编书籍 6 本。
擅长领域：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等与压力相关的心理疾病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尤其擅长认知心理治疗，
人际心理治疗，危机干预。曾获评“湖南抗疫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抗疫特别贡献”奖等奖项。

申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医学院麻醉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兼）。
主要学术团体任职：中国教育部 精神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理事。中国科技部西部精神医学
会 重性精神障碍专委会 常委。上海市医学会 行为医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老年认知功能障碍和
心身医学。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项目，以及多项国家 / 省部级项目。近 3 年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担任 J Alzheimer Dis, Front Aging Neurosci 等期刊副编辑； Alzheimer Dementia, Ann Neurology, Ann Surgery 等
学术期刊审稿人，美国 Alzheimer Association 函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二审专家。



李占江，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中国医
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亚洲认知行为治疗协会执行委员。发表论文 110 篇，其中 SCI 20 余篇，编写（译）书籍 30 余册，出版 CBT 基本
技术示范录像，近年主持认知行为治疗继续教育培训班 40 余次。

李献云，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临床三科主任，北京健康科普专家，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及精
神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问题解决治疗热线干预培训教程》
和《精神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总论》。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刘哲宁，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教
育部精神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认知行为治疗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有调查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大众出现焦虑、失眠、适应障碍、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
神心理问题突出。其中不仅包括感染患者及家属、密切接触者、隔离者还包括一线工作者及其家属和低
收入人群。在疫情应激源持续存在的条件下，工作和经济压力逐渐成为人群的重要应激源。心理治疗培
训是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会议邀请国内认知行为治疗领域等心理专家，
围绕着应激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危机干预等方面与青年医师分享经验和互动交流。

8 月 4 日 19:00-22:00

负责人：李占江

青年医师心理治疗培训专场：应激相关障碍的心理干预策
略与技术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心副主任，南京医科大
学认知行为治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亚洲 CBT 学会（ACBTA）委员，中国心协 CBT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自然 3 项，国自然重大研究计划子
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SCI 30 余篇，主参编书籍及操作手册 10 余部。

龙鲸，天津市安定医院心理门诊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认知行为治疗协作组成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疫情防控国家心理专家队成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EMDR 学组学组成
员，京津冀心理服务联盟副主席，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曾多次参加京津冀应急演练、参与突
发事件心理救援工作指南的编写等工作。

西英俊，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病区主任，北京市青联委员，
干部保健专家，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成员。
学术兼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群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督
导师。



马现仓，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导。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与心理分
会副会长。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朱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教授 / 主任医师 /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
病与精神卫生学教研室 主任；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医院）精神心理卫生中心创建人及名誉主任；
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 / 精协主席；亚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 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精神药理与药物治疗工作组 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行
为医学分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学组 副组长。北方精神医学论坛 副主席；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日本政府科学研究费等多项课题；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2012 年获“日本癫痫治疗振兴财团”研究奖励奖；
2018 年获评“中国好医生”。主要研究方向：精神药理学；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

胡建，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导。哈尔滨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所长。哈医大附一院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十中之一））1998 年于湖南医大获精神病学博士学位。
现任社会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第一届委员会  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三至七届委员会  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精神卫生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心理健康分会第一届理事会 副会长；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身医学研究分会第一届 副会长；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精神卫生分
会 文化与心理健康学组   组  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抑郁症防治研究会理
事长，黑龙江省精神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2011 年评为中国医师协会优秀精神科医师。科研奖励论著教材副主编等：

躯体症状障碍论坛暨躯体症状障碍工委会专题学术会议，包括文化变迁与躯体症状障碍、应激与躯
体症状障碍、躯体症状与情感障碍、躯体症状障碍的心理治疗、讨论等内容。

8 月 4 日 14:00-17:00

负责人：胡建

躯体症状障碍：躯体症状障碍专题论坛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化宁，西京医院心身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陕西
省副会长。主要临床研究方向是 : 精神疾病的物理治疗。主持多项国家及军队重点科研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李毅，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心理医院。中国地质大学附属心理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
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院长。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黄鹤英才（医
疗卫生专项）”。武汉市精神病学重点（专）学科带头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主任委员；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
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研究方向：临床精神病学和成瘾行为、医院管理。

张燕，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精神科党支部书记；湘雅二医院
情感性疾病专病中心执行主任、心身健康负责人；抗击新冠肺炎驰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组长；中华医学会精神
医学分会委员会（第八届）；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抑郁和焦虑协作组组员 / 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副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副主委 /CBT 组员；湖南省医
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秘书长 / 湖南省住培培养考核专家；中南大学十佳授课教师、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从
事抑郁障碍基础与临床研究：承担“变革技术”国家重点专项课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防创新项目等国家和省
级 10 余项基金；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General Psychiatry
等审稿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十佳“青年英才奖”/AsCNP 和 ISBD 会员

胡少华，浙江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大一院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浙江大学
临床拔尖青年人才 A 类；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精准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双相障碍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双相
障碍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The Lancet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 Bulletin 青年编辑；BMC Psychiatry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副编辑，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主参国家及省级项目 10 余项。共发表论文 SCI 收录近 80 篇，第一或通讯 49 篇，发表在
Lancet Psychiatry, Advanced Sci , Trends Neurosci ，JAMA 子刊等。

夏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一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精神病与精神卫
生学博士，药学博士后；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六、七、八届）；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酒精
相关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
黑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抑郁症防治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酒精依赖、双
相障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表 SCI 论文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哈医大一院院基金、
黑龙江省卫生厅、教育厅课题各一项。获黑龙江省心理科学技术成果奖、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技术学术成果、黑龙江
省卫生厅医疗新技术成果奖等。

杨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
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妇女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创伤协作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协作组委员 ；湖北省
心理协会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湖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兼秘书 ；精神医学新
视点中文版编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 ；发表 SCI 论文及统计源文章多篇。

王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医学心理学博士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境障碍科、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心
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认知行为治疗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医科大学脑功能影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 CBT 学会（ACBTA）委员；中国认知行
为治疗专业组织秘书长；中国心协 CBT 专委会 DBT 学组组长；江苏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自
然 3 项，国自然重大研究计划子课题 1 项，省重点项目 1 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SCI 收录 30 余篇，主参编书籍及
操作手册 10 余部。



郝伟，医学博士，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主任，教授、一级主任医师、湘雅名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目前联合国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2017、2019 年当选为第一副主席。目前为中国药物依赖防治协会会长（一级协会），世
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与酒精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两次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曾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第二任会长。主持国际、国家项目课题 20 余项，包括国自、两项 973 课题等。发表论文 300 余篇，SCI 论文 60
余篇，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精神病学》第 4-8 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攻：成人精神障碍、成瘾行为等。
主持参与成瘾治疗药物 10 余项，目前主持 I 类新药一项，三类新药两项。

司天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专业方向为精神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 / 情感障碍诊疗客观标记物研究。现任中华
精神科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会执委，亚洲精神药理学
会副主席，亚洲精神分裂症研究协会现任主席。曾主持《“重大新药创制”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精神性
疾病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2011ZX0930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 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首
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 联合攻关项目、北京市科委脑认知与脑计划领域项目以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
目。

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use，unlabeled use，out-of-label usage, off-label prescribing）又称“超
适应证用药”、“药品说明书外用法”、“药品未注册用法”等，是指将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用于非批
准的适应证上，具体包括在治疗适应证、给药途径、使用剂量、疗程、适应人群以及年龄等方面超出药
品说明书规定的范围。超说明书用药在临床实践中非常普遍，精神科更是如此，虽然常常是处理临床病
例所必需的策略，但是超说明书用药超出了说明书规定的范围，可能给医患带来一定的法律和医疗风险。
目前我国医疗行业缺乏统一的药品超说明书使用管理规范和相应的技术标准，在相关立法领域也尚属空
白。我国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非常普遍，对于某些患者超所明书用药不可避免，而且按照疾病诊疗指南，
超说明书用药有其合理性。因此，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神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工作委员会发起，
在国内现况调研和查阅相关科学证据基础上，编制了《常用精神科药物超说明书用药索引》

本专题会由湖南湘雅二医院的郝伟教授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司天梅教授主持，邀请到广州恵爱医
院宁玉萍教授和河南新乡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张瑞岭院长分享最新的常用精神科药物超说明书用药目前
现况及挑战、即将出版的使用规范，以及我国精神科药物超说明书用药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希望为大家
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8 月 4 日 14:00-17:00

负责人：司天梅

精神药理和临床药物治疗：精神科超说明书用药规范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宁玉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党委书记，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
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院院长，广东省医学领军人才，广州市医学领军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主要学会任职情况：
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 中国医院协会精神专科医院分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会认知障碍分会
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近
年致力于老年痴呆、抑郁症、帕金森病、强迫症、儿童抽动症、头痛、癫痫等神经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治及研究，获
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广东省科技支撑项目及广州市名医特色项目资助。获广东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广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
项（第一完成人），发表论文及专著 1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 余篇。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80 余人。

张瑞玲，医学博士，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
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  主任；河南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河南省精神医学中心  负责人 ；河南省
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名誉主委；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  主委；河南省药理学会精神药理专委会  主委；
河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副会长；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  
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委；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



管丽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师，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CAFF 花园公益项目联合发起人；2008
年以来就职于公共卫生事业部，曾赴美国和澳大利亚访学。从事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和公共精神卫生研究，在
Molecular Psychiatry，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等杂志发表论文 。主持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和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病专项子课题，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专项子课题。学术兼
职：中华精神科学会精准医学研究协作组委员，精神分裂症协作组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心理健康宣教
组委员 ( 秘书 ) ；Neuroscience Bulletin 青年编委。

周天航，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科学硕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治医师，2018 年加入 CAFF 花园项
目，参与主题营会设计与评估、科学研究的组织与实施等工作。

COPMI 这个名字，属于中国大约 540 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子女。这个群体罹患严重精神障碍的风
险是一般人群子女的 2.5 倍，成长的困境还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发展、就业情况，形成精神疾病与贫困的
代际传递。

CAFF 花园是国内首个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公益志愿及专业服务的项目，
由北大六院于欣、马弘、管丽丽医生于 2017 年联合发起，2018 年 4 月在 CPA 昆明会上启动。2021 年
荣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21 个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开展的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
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奖。

目前已联合国内多家精神卫生机构，汇聚爱心企业及人士等社会力量，在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设
立了专项基金 , 募集善款及物资 200 余万元，帮助了 1000 多个 COPMI 家庭。

8 月 4 日 14:00-16:50

负责人：马弘

花园总结会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马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暨第六医院，主任医师，硕导，曾任 CPA 首任总干事，现任顾问，中国疾控中心
精卫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试点专家组成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目前关注严重精神障碍的早期预防，以期减少患病后的治疗和康复压力。



常正姣，北京市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指导中心），精卫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公共卫生医师
从事海淀区精神卫生社区管理工作 6 年，2018 年开始接触并陆续配合北大六院开展 CAFF 花园项目

张长春，房山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副院长；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心理治疗中级；北京市精神残疾评定医师；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精神疾病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心理治疗与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心
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工作 20 年余，主要负责精神科、药物依赖等工作。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曾获“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

林静雅，房山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副院长；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心理治疗中级；北京市精神残疾评定医师；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精神疾病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心理治疗与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心
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工作 20 年余，主要负责精神科、药物依赖等工作。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曾获“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

葛玲，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从事精神卫生工作 15 年；曾于 2014 年，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公事部研
修学习，主要学习“精神疾病的康复理念及重性精神疾病社区规范化管理系统”。曾于 2019-2020 年前往新疆塔城
市开展援疆工作 13 个月，曾任新疆塔城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创始人。结束援疆工作后被派到沈阳市精神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精防科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发表国家级论文多篇，市级科研立项 1 项。2021 年
被评为“沈阳市白衣女神”称号。

文丽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精神健康同伴支持与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第二年度专家委员
会委员；四川省精神（心理）卫生省级专家库成员；四川省基本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管
理分会副秘书长；自贡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专家组成员；自贡健康行动专家组成员；自贡市社会工作
协会理事；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社会心理服务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优秀精防工作者；四川省优秀精防
工作者；全省公共卫生爱岗敬业标兵。

田绍丽，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精防科科员，社会工作师。CAFF 项目中主要负责联络协调、
项目推进、质控等工作



桑红，长春市第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春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学院院长，长春市精神医学重点学
科学科带头人，东北师范大学 / 长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睡眠医学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身心医学分会心理治疗学组
副组长 / 进食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医促会精神健康医学分会常务委员；第三届海精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
医学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北方论坛心理治疗专委会
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心理专委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精神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医学
会精神科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抗癫痫协会副会长 / 共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四
川精神卫生》常务编委。

洪旭，厦门市仙岳医院精神卫生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中级卫生管理师。厦门市医院协会医学教育与
健康促进分会委员。厦门市预防医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国家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一期工程疾控业务信息系统精
神卫生监测信息子系统编写组成员。从事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 15 年。参与国家重性精神疾病基本数据收集分析
系统（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一期）研发，厦门市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及厦门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等工
作。主要从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治政策研究、社区管理及数据分析工作。厦门市市委市政府颁发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务筹备及服务保障工作先进个人。2018 年度厦门市优秀青年。

刘修军，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
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
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常务委员，武汉市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参编著作 4 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袁  念，苏州市广济医院，苏州市精神卫生中心，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苏州市广济医院
公共卫生事业部副部长。主治医师，研究生学历。苏州市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办副主任，苏州市心理健康协
会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曾获：苏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擅长：1. 精神分裂症 / 双相情感障碍 / 抑郁、焦虑障碍 / 神经症 / 心身疾病 / 物质依赖（酒精 / 药物 / 烟草等）与
成瘾行为（网瘾等）/ 睡眠障碍等治疗干预和心理咨询。2. 从事精神卫生管理工作，参与《苏州市精神卫生条例》
等精神卫生工作法规、规划、政策与技术方案的起草制定工作。承担过省级课题 2 项，主持过市级课题 3 项。近年
来，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SCI 期刊论文两篇。

杨先梅，硕士，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中级）。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精防科科长；
四川省精神（心理）卫生省级专家库专家；四川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医
学青委常委；绵阳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委员；绵阳市心理学会理事。从事公共精神卫生、精神科门诊医疗和心
理咨询治疗工作 10 余年，负责四川省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办公室工作。曾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香港及法国巴黎
等地短期学习精神卫生服务，为绵阳市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专家组成
员。参编《现代精神专科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指南》、省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新冠疫情下精神障碍
自助手册》等。

文丽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精神健康同伴支持与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第二年度专家委
员会委员；四川省精神（心理）卫生省级专家库成员；四川省基本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
管理分会副秘书长；自贡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专家组成员。自贡健康行动专家组成员；自贡市社会工
作协会理事；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社会心理服务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优秀精防工作者；四川省优秀精
防工作者；全省公共卫生爱岗敬业标兵。



王秀珍，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沈阳市精神卫中心党委书记，卫生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灾后社会心理支持
项目督导组专家。中国睡眠研究会心理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心理精神卫生分会 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精神分析学组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儿重青少年心理专委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精神
卫生专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司法戒毒委员会副会长；辽宁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妇联家庭教育协会
副会长；辽宁省医学会灾难应急委员会常委；沈阳市婚姻家庭咨询委员会副会长；沈阳市心理学会副会长。

向波，恩施市义工协会的发起人、会长，协会创建于 2009 年，2011 年 4 月 16 日在民政局注册成社会团体，2018
年 5 月成立功能性党支部，2018 年 8 月 6 日批准为恩施市首批慈善组织。义工协会由恩施税务局职工发起，目前
有 1300 多人的义工和 2500 余的公益小天使。协会对困境儿童、青少年、生命临终关怀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主
要项目有关爱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项目、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项目、困境儿童助学项目、助医行动项目、
爱心爸妈项目、希望梦想小屋改造项目、公益小天使项目、生命临终关怀项目等。

于欣，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痴呆诊治转化医
学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WHO/ 北京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
华精神科杂志》名誉总编；中国老年痴呆协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医学和心理健康分会会长；北京医学会
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首任会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主编数本精神病学
专著并参加了多部精神科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写和翻译。

梁光明，主任医师，沈阳市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兼任沈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理危机干预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员，
中国救援协会儿科分会灾害心理专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DBT 学组委员。辽宁省精神卫生管理治疗项目技术
专家组专家。

王文强，教授，主任医师，厦门大学 / 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 厦门市仙岳医院 /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党
委副书记，福建省“双高”建设单位：福建省精神医学中心主任；2017 年获 中国医师协会“第六届杰出精神科医师”、
“2017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专业基地主任”，“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18 年获第二届“白
求恩式好医生”称号；2019 年度厦门市杰出人才。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精神卫生综合管理专家组成员 / 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成员；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暨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华行为医学会
常委暨行为与健康促进学组副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物依赖防
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专委会常委；福建省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心理救援协会
副理事长等；同时兼任《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临床精神病学杂志》《四川精神卫生
杂志》《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编辑等。



唐向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基础与临床睡眠医学 SCI 收录期刊论文 140 余篇，包括在
领域中有较高影响力的 Sleep，Sleep Med Rev，Biological Psychiatry，Thorax，Chest 和 Hypertension 等著名期
刊；数篇论文获特邀述评，并荣获过美国心脏学会 2016 年颁发的高血压领域顶级优秀论文奖。担任中国睡眠研究
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BMC Psychiatry 副主编，Sleep Medicine Review (IF 
10.5), Sleep Breath 和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等 SCI 收录期刊的编委。

谭友果，院长，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自贡市老年病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注册督导师，
西南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川北医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
精神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分会第七届；中国心理学会精神分析分会委员；中国医院管理协会委员；
四川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重性精神专委会主任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副会长；
自贡市心理学会会长。从事精神卫生工作 34 年，具有丰富的精神科临床治疗经验。参与和承担 2 项国家级科研，6
项省级科研，获四川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2 项，市科研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黄国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硕士生导师，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院长，《四川精神卫生》杂志执行主编。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
专委会常务委员 /CBT 专委会危机干预学组组长；中国辩证行为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专委会
常务委员；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干预专家组副组长；绵阳市国家社会心理服务试点专家组组长。主研完成国际
国内课题 10 余项，发表中英论文 70 余篇，主编 / 参编教材、专著 10 余部，著述 100 万字。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有关治疗个案曾在 CCTV 播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迎来了信息化的时代。生活节奏的加速和人际关系的紧张，精
神问题日趋突出，精神卫生服务人员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加。四川精神医学的未来发展也需要贴合社会发
展速度。因此本专题邀请了本领域的大咖专家就以上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聚焦基于 ICD-11：认识延长哀
伤障碍、儿童青少年“空心病”的精神动力学解读，介绍精神科护理信息化研究和精神分裂症健康管理
及研究实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为例；同时结合专题，讨论四川精神医学的优势和不足？未来的
增长点有哪些。

8 月 4 日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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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电子科大附属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学博士、一级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心身医学中心 主任，
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 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及学科管理协作组组长；中国医师
协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国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西部（九省）心身医学
联盟 主席；四川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精神科医
师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心理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注册系统心理督导师。曾获得“中国心身医学突出贡献奖”，四川
省“天府名医”， “优秀精神科医生” ，第 13 批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
号，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川省医学科学一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杨 冰 香， 博 士， 武 汉 大 学 护 理 学 院 副 教 授， 副 院 长， 博 士 生 导 师， 湖 北 省 青 年 拔 尖 人 才 计 划 项 目 入 选
者， 美 国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 区 精 神 和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国 家 公 派 访 问 学 者， 武 汉 大 学 杰 出
青 年（ 教 职 工）； 武 汉 大 学 朱 裕 璧 医 学 奖 获 得 者； 湖 北 省 临 床 肿 瘤 学 会 护 理 教 育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湖 北 省 护 理 学 会 精 神、 心 理 护 理 专 业 委 员 会 委 员； 美 国 护 理 大 联 盟 认 证 模 拟 教 育 导 师 &Sim Leader。 
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心理健康信息化研究，抑郁防治及自杀危机干预，护理模拟教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出版抑郁康复专（译）著 2 部，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Lancet Global Health（ESI
高被引、热点论文）等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四篇，发表其他高水平论文七十余篇（SCI/SSCI 论文 40 篇）。

周郁秋，二级教授、哈医大星联杰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家，美国护理科学院院士；现任哈尔滨医
科大学护理学院名誉院长、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慢性病基础研究与健康管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护理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发表 SCI 论文 19 篇，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100 余篇；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12 部，编写出版著作 3 部；获市级以上教科研成果奖 10 项。其他学术兼职：担
任中华护理学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高职高专护理教育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黑
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名师。担任《中华现代护理杂志》、《护理学杂志》、《解放军护理
杂志》编委，美国《心血管护理》、《综合神经病杂志》审稿专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课题评审
专家，黑龙江省、浙江省、河南省、广西自治区、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兼任苏州大学、郑州大学、绍
兴文理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特聘专家 / 客座教授 。

刘可智，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 ，硕士生导师，西南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西南医大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
主任。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行为医学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 副
主任委员；四川省心理卫生协会 副理事长 / 副秘书长。

邱昌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书记兼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 / 通讯作者 40 篇，
其中中文 20 篇，SCI20 篇。参编参译专著、书籍 12 部。擅长：情绪障碍的治疗与研究。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
学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
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
省医学会行为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行为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会长



罗明，主任医师，攀枝花市有突出贡献专家，攀枝花市名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精神科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四川西部精神医学协会副会长；从事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二十余年，
接受中美家庭心理治疗系统培训和中美戒毒治疗培训，有丰富的科研、教学能力，擅长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尤其
是家庭心理治疗和戒毒。撰写论文超 30 余篇，参与主研的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四川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获攀
枝花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获攀枝花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同时获四川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二等奖各 1 项。

王洪明，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 年本科毕业于华西医科大
学医学系医学专业。2002 年取得四川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硕士学位。一直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至今。
先后在医院老年精神科、心身障碍科、普通精神科任病区主任、科主任。2010 年开始先后任医院医务科科长、业
务部部长、院长助理。2014 年 3 月任副院长。目前分管医院医疗业务、科研教学、公共精神卫生等工作。现学术
团体兼职：四川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医院协会精
神病院管理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心理学会医学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认知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医学
会理事。现社会群团组织兼职：四川省残联精神残疾亲友协会副主席、第七次全国残疾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宁，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副教授
北大六院公共卫生事业部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常务副主任，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全国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和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专家。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哈佛
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社会心理服务研
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心理应激研究联盟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
理救援分会副会长，北京神经内科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

王高华，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湖北省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医学领军
人才，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精
神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编委，《Psychiatry Research》 评审专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编委，《中华行为学与脑科学杂志》 编委，《Current Op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精神医学新视点》总编。主
持十二五支撑课题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 stanley 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八年制“精神病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主编。

王化宁，西京医院心身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陕西
省副会长。主要临床研究方向是 : 精神疾病的物理治疗。主持多项国家及军队重点科研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本专场由 CPA 青委组织，特邀王高华会长、陆林院士、赵敏教授，为大家讲授青年医师的成长之路、
人工智能在神经精神疾病中的应用和研究进展、ICD-11 精神与行为障碍诊断指南主要更新与进展等精彩
话题，旨在为青年精神科医师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帮助大家了解临床和科研方面的最新进展，
开阔思路，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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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艳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 。曾在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留学，曾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公卫学院全球控烟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曾在 UCLA 和 KCL 从事博士后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
上）、美国中华医学会、全球尼古丁依赖研究奖、中南大学“升华猎英”等科研项目。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
依赖与戒烟分会主任委员。多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专题讲座。迄今以第一 / 通讯作者在 PLOS Medicine、Biological 
Psychiatry、Brain、Addiction、Tobacco Control、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
主编 / 参编中英文专著和教材 5 部，主编专业书籍《科学戒烟：理论与实践》、科普书籍《没有戒不掉的烟：科学
戒烟八周之旅》。曾获全国优博提名、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青年研究奖、WPA 青年精神科医生奖、世界生物
精神病学会联合会 (WFSBP) 青年研究奖等荣誉。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 PI。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和治疗工作，
在 Science、Nat Neurosci 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在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崴，医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
委员，精神创伤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健康宣教工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 精神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委员；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
陕西省重点研发项目一项，科技攻关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发表一作 / 通讯作者学术论文 20 篇，SCI 
10 篇。编写教材著作 5 部。先后获得陕西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赵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精神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优秀学
术带头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科学家联盟专家组成员，ICD-11 精神与行为及神经发育障碍诊断指南工作组专
家，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院协会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成瘾机制与临床。



贾福军，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 称号获得者，全国睡眠
与心理卫生科学首届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事临床医疗、科研、教学、疾病防治工作 36 年，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其中 SCI 论文 40 余篇；近 5 年主持省级科研课题 1 项，国家级重点项目子课题 6 项，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教
材 4 部。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 PI。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和治疗工作，
在 Science、Nat Neurosci 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在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向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基础与临床睡眠医学 SCI 收录期刊论文 140 余篇，包括在
领域中有较高影响力的 Sleep，Sleep Med Rev，Biological Psychiatry，Thorax，Chest 和 Hypertension 等著名期
刊；数篇论文获特邀述评，并荣获过美国心脏学会 2016 年颁发的高血压领域顶级优秀论文奖。担任中国睡眠研究
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BMC Psychiatry 副主编，Sleep Medicine Review (IF 
10.5), Sleep Breath 和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等 SCI 收录期刊的编委。

睡眠是最基本的生命过程，全面调控代谢、免疫及脑活动等生理机能。 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和老龄化
等原因，睡眠 - 觉醒障碍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睡眠障碍常与精神障碍共病，增加精神障碍发病风险
并导致精神障碍迁延不愈和复发，越来越收到精神科医生的关注。近年来，针对包括失眠在内的常见睡
眠障碍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点有了较多的深入研究，而治疗手段也有较大的进展。本专题会邀请我国在
睡眠医学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集中探讨常见睡眠障碍，尤其是失眠和昼夜节律紊乱，与精神障碍密切
关系及其诊疗进展。以期为同行的临床和研究工作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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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雨，研究员，博导，现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重庆市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青年科学家，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期聚焦
儿 童 青 少 年 抑 郁 症 研 究 领 域， 在 Lancet，JAMA Psychiatry，Lancet Psychiatry，World Psychiatry，Molecular 
Psychiatry 等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担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NSP）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重庆心理卫生协会儿少心理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等。

潘集阳，二级教授、主任医师 ; 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临床研究院副院长、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导师、
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从事精神医学及睡眠医学临床近 30 年。2003 年获美国睡眠医学会奖学金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学院睡眠中心接受睡眠临床诊疗技术训练，在世界著名睡眠专家 Alan Pack 教授指导下学习睡眠障碍临床诊疗技术。

范滕滕，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   副主任；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副主任；学术任职：
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与心理专委会副总干事。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心理行为医学专委会常委。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
睡眠分会常委。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专家成员。          
在 Molecular Psychiatry、Sleep、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等中英文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在《健康时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期刊或媒体发表数十篇
健康科普论文。参编《精神障碍诊疗规范》、《沈渔邨精神病学》、《双心医学》、《失眠障碍综合防治指南》、《精
神病学高级教程》、《产后抑郁障碍理论与实践》、《更年期相关症状及疾病防治理论与实践》、《精神病学》等
10 余部学术专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失眠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孙洪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
现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和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
委会副主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睡眠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睡眠科学分会副主委，中
国睡眠研究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总干事，北京医学伦理学会副理事长等。

王育梅，留日博士、北大六院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精神
卫生系副主任，中国医师睡眠协会精神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
学分会双相障碍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睡眠
医学专委会常委，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常委，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SLEEP》和《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编委，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发表论文 34 篇，SCI 论文 18 篇，参编和主译著作 12 部。



张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精神心理科（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
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精神医学管理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编《中国失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指南》等医学书
籍 7 部。

张继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睡眠与节律医学中心主任 , 历任美国 NIH 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后、香港中
文大学精神科助理教授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睡眠障碍在精神和躯体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 
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先后主持 9 项基金，包括香港政府基金（4 项医疗卫生基金和 1 项 RGC 基金）、3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 项） 。以第一或者通讯作者身份在 Eur Heart J（IF29.9）、Ann Neurol（2
篇， IF10.4）、Sleep（10 篇，IF5.8）等期刊发表 40 余篇 SCI 论文。ISI 被引 >3000，H 指数 34。多个研究成果写
入多本经典教材和临床指南。为第 6 届世界睡眠医学大会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

谭立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临床精神病学专科主任，湖南省医学会心身医
学与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
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

申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医学院麻醉研究所 常务副
所长（兼），主要学术团体任职：中国教育部 精神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理事，中国科
技部西部精神医学会 重性精神障碍专委会 常委，上海市医学会 行为医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和心身医学。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项目，以及多项国家 / 省部级项目。近 3
年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担任 J Alzheimer Dis, Front Aging Neurosci 等期刊副编辑； Alzheimer Dementia, Ann 
Neurology, Ann Surgery 等学术期刊审稿人，美国 Alzheimer Association 函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二审专家。



李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精神病学与精神病遗传学双博士。现任浙江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 杭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兼任环太平洋精神病学家学会
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科临床和基础
分会副主任委员、《Neuroscience Bulletin》副主编等。

王传跃，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疑难精神病诊疗和精神药物
合理应用，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发表论文 39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00 余篇。2007 年第四
届中国医师奖。2017 年第六届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奖，2020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郭文斌，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精神医学与现代影像研究室主任，中南大学升华特聘教授，
湖南省高层次医学人才“225”工程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优秀青年人才（2019 年），中
国精神医学杰出青年医生（2020 年），Neural Plasticity 的客座主编、Frontiers in Psychiatry 的 Associate Editor 
、 Frontiers in Neurology 的 Associate Editor、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的 Topic Editor。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医学影像学技术和计算精神病学逐步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的诊疗。本专题
将邀请本领域的大咖专家就以上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聚焦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脑结构及功能的影
响、认知在常见精神疾病中的跨疾病损害和彼此异同，介绍抗精神病药物在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人群
中应用的是与非以及计算精神医学中的感知与交互；同时结合专题，讨论基于经验，循证的医学，以及
精准医学的看法。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李涛

精神分裂症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石川，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专业方向：精神康复咨询，神经认知评估。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驻武汉及西安心理工作队队长；北大六院医疗质量办公室主任、医技科主任及影像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分裂
症协作组副组长；中国老年脑疾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心身医学会
心理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学分会精神康复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委、秘
书长；《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生育健康杂志》编委 ,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 
Schizophrenia Research 审稿专家。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攻关及国际合作课题 14 项，发表学术论文 77 篇， 
SCI 收录 54 篇，主编主译著作 3 部，参编参译著作 7 部。



邓伟，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主任医师 ; 物理联合诊疗中心负责人 ; 中华医学会学组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
整合心身医学专委会 ; 电休克与神经调控专委会副主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 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 ; 承担国
家级项目 4 项，发表多篇 SCI 论著一篇论文被评为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2009 年 )”

张天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智慧心理评估与干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精神病风险诊疗特色学科负责人；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精神病性障
碍研究联盟秘书长兼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智能康复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身心医学委员。一作 / 通讯 IF>10
分 1Q 论 文 10 篇， 代 表 作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Schizophrenia Bulletin(×2)、Brian stimul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6)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面上、青年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
曾获上海市青年医务工作者最高荣誉第十七届银蛇奖提名奖、上海市才发展资金获得者，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张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精神心理科（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
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精神医学管理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编《中国失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指南》等医学书
籍 7 部。

朱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  主任；
辽宁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  委员﹑精神药理与药物治疗工作组  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协作组  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  委员；主持国自然等多项课题；发
表 SCI 论文 60 余篇；

李毅，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药物依赖。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主委、省预防
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武汉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武汉市“黄鹤英才”。

刘登堂，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科主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
员（精神分裂症临床研究联盟主席）；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
分会生物精神病学组委员兼秘书、精神分裂症协作组委员；长期从事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吕路线，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带头人，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临床心身疾病杂志》主编。

张瑞岭，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
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
常委、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主委，河
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名誉主委等；研究方向为精神药理与物质依赖。

杜云红，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神科
非药物治疗工作委员会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重性精神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精神药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河南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委员。获得正念认知疗法（MBCT）培训证书，家庭治疗师证书。发表论文 30 余
篇，获科技成果奖 5 项，参与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精神病学》教材编写。2011 年获得医院“十佳医师”称号。
2018 年荣获首届医师节“优秀医生”称号。2020 年参加河南省第 15 批援鄂医疗队，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新乡医学院“抗疫先锋”称号。

继续医学教育为继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之后的终身教育。CPA 继续医学教育工委会的工作目
标为保持、更新、发展和提高医生自身知识、技能和态度，满足精神卫生医疗服务需求。精神疾病临床
病理学复杂，诊断缺乏客观生物学指标，特定案例可能诊断不一致或存在多个诊断现象。精神疾病间共
病现象较为常见，但在临床实践中共病诊断较少。共病诊断不仅能提高诊断一致性、改善诊断和治疗脱
节现象、利于探讨共病的发生机制等，还有利于提高衡量疾病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的综合类指标 -- 病例
组合指数 (case-mix index, CMI) 。本次活动安排了精神科共病诊断与案例分析，并邀请嘉宾及参会同道
深入讨论，增加同道们对精神科共病诊断及案例解析技能，以期运用到临床实践。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张瑞岭

继续医学教育：精神科共病诊断与案例讨论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谭立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临床精神病学专科主任，湖南省医学会心身医
学与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
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

欧阳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先后于
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香港大学访问学习。主持及参与国家级项目 9 项，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省级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睡眠医学协作组秘书；中
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睡眠与心理卫生专委会主任委员；湖南省
医学会脑电图与神经电生理学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与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青
年委员；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

赵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精神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优秀学
术带头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科学家联盟专家组成员，ICD-11 精神与行为及神经发育障碍诊断指南工作组专
家，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院协会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成瘾机制与临床。

胡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哈医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哈
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中国神
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委；荣获 2011 年度中国医师
协会优秀精神科医师奖。



陆峥，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名医 ,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 ,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精神科主任 , 担任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重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临床重点专
科带头人，上海市心身医学重要薄弱学科首席顾问，同济大学中德精神卫生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卫健委能力建
设与继续教育中心专家组成员兼抑郁症组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性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国医
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焦虑抑郁工作委员会主委，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身医学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

许毅，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 浙江省精神障碍诊疗和防治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病
学分会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学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精神病学分会常委，中国心理卫生学会
常委，海峡两岸精神病学分会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浙江省医师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院管理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世光，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IEEE Fellow, 现任中科院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已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CCF A 类论文 120 余篇，
论文被谷歌学术引用 27,000 余次。研究成果获 200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曾 应 邀 担 任 过 ICCV/CVPR/AAAI/IJCAI 等 十 余 次 领 域 主 流 国 际 会 议 的 领 域 主 席，IEEE TIP, CVIU, PRL, 
Neurocomputing, FCS 等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 (AE)。国家基金委优青，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社部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CCF 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
北京市科技新星，中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腾讯科学探索奖获得者

人工智能在技术和应用上业已出现飞速发展。随着算法、交互方式的不断更新，人工智能技术也已
在医学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精神医学领域，人工智能正以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帮助医生与科学家进
行重新思考与突破创新。对于计算精神医学而言，人工智能即是核心技术，也是创新方向。此次专题会
将回顾人工智能在计算精神医学的应用，探讨将来的发展与创新方向。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许毅

计算精神医学：人工智能在计算精神医学领域的应用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刘学军，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南省脑科医院业务副院长，全国优秀精神科医师，担任国际人际心
理治疗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 (CPA) 常委同，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计算精神医学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妇女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南省精
神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协会精神疾病专委会主委，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魏镜，临床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
任。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史丽丽，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兼副总干事，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
委员。研究方向：心身医学、联络会诊精神医学、医患关系

医史学家西格里斯说：“每一个医学行为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患者。更广义地说，医学团
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现实中，医患关系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医学、
社会与人的方方面面。

本论坛聚焦于医患关系主题，来自医患关系的临床方法和研究思考在这里交流碰撞。希望也有你的
关注和交流。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魏镜

医患关系：医患关系专题论坛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谢永标，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
书长。广东省医学会行为与心身医学会广东巴林特联盟主席。带领广东巴林特联盟推广巴林特小组工作，提升医务
人员心理技能，改善医患关系，开展医患沟通与巴林特小组研究课题。参编《非精神科医生心理精神诊疗技能》、《医
患沟通学》、《心身医学》教材等。



何燕玲，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
精神医学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第二
届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临床流行病学，国际精神卫生，精神卫生政策与服
务，精神疾病的量化评估。

曹锦亚，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研究。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
论文十余篇在包括《Lancet》、《Psychosomatics and Psychotherapy》等高影响力杂志。以主要编者、译者参与
编译著作 5 部，研究方向：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心理治疗、联络会诊、职业化医患关系培训、巴林特工作培训。



杨甫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
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突发事件卫生应
急心理救援组副组长。北京市“十百千”优秀卫生人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先进个人、卫生部抗震救灾卫生先进个
人、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奖”、“首都健康卫士”、“首都劳动奖章”、“健康中国健
康促进卓越院长”、“健康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第四届国之名医卓越建树“荣誉称号获得者。

崔勇，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康复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残
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精神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获得 2012、2015 年度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回归社
会杰出贡献奖”。2019 年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评选为“第十届优秀心理卫生工作者”。

栗克清，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大学附属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河
北省“精神病学”专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之一。 研究方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精神药理学与社区精神卫生。 现任：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委员（老年心理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科基础与临床专委会
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副会长；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河北省司法鉴定协会副会长；河北省心理卫生学会副理事
长；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等。

个案管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参与的照护方法，是在多学科之间的协调合作下，以个案为
中心，通过与个案的交流并协调可利用的资源，以团队合作的方式为案主提供整体性、持续性和协调的
服务，从而促进高质量的、成本效益好的治疗结局，真正发挥“两全其美”的作用。个案管理不仅是一
项康复技术，更是对精神卫生服务理解的一种升华，超越疾病视角，从“全人”的角度，了解和尊重患
者的需要；不仅关注疾病症状，更关注患者的主观感受、需求和愿望，还关注患者的生活内容、与他人
和社会的链接。基于上述缘由，本次专题会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临床到教学深入系统地
对精神科的个案管理模式做全面介绍，以促进个案管理在精神科临床中的应用，惠及全国更多的精神病
患者。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杨甫德

精神康复医学：精神科的个案管理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姚贵忠，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的社会心理康复、家庭干预及社区防治的实践与研究。国家卫健
委“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专家组成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重性精神疾病专家组组长，中华预
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
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邓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成人精神障碍及精神康复亚专业带头人；中华精神医学会精神分裂
症专家协助组 副组长；四川省西部精神医学会心身康复专委会 前任主任委员；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华
西医院与成都市青羊区残联合作 “希望之光”社区精神康复实践基地的指导教授；专业方向：重型精神障碍的临床
治疗与社会心理康复模式探索。

田玉梅，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康复科主任兼科教科科长，受聘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康
复医学会等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委员。先后主持 8 项国家及省市科研项目，SCI 论文 7 篇，主编书籍 1 册。
获西安市科学技术三等奖一项，专利 1 项，分别荣获西安青年五四奖章，西安市最美医师称号，西安十四运会西安
站火炬手，陕西九三学社援鄂抗疫最美践行者、“最美抗疫医师” 称号。

李洁，主任医师，教授，注册督导师。曾担任广州市惠爱医院副院长；Int J Ment Health Syst 等编委；The Lancet
旗下精神卫生病耻感委员会委员等。出版《文化与精神医学》《艺术与精神医学》和《医道与人文的守望者》三部曲；
独译《追求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与他人主译《公共精神卫生》；荣获 WACP 颁发的“文化精神医学创新教育奖”。



陆峥，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上海市临床重点专科
和重中之重临床重点学科带头人。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焦虑抑郁障碍工委会主委；上海市医
学会心身医学专科分会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性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委。主持国家级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
等 20 余项，发表论文 400 余篇。

施慎逊，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八届
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神经精神协会委员，国际妇女精神卫生协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务委员。

李凌江，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湘雅名医，精神卫生研究所前任所长，
系主任。目前兼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能力培养和继续教育中心精神医学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辑。

周晶晶，博士，副主任医师，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委员兼学术秘书；中
华预防医学会体育运动与健康分会委员；从事精神科临床 11 年余，专业为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主要研究方向为
抑郁症的临床研究，2017 年获批北京市医管局培育计划，2019 年获批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青年人才培养“青苗”
计划。作为课题骨干参与多项省部级、国家级项目，包括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十二五重点支撑项目、
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多项市级、局级项目。目前在国内外发表 SCI 论文及中文核心期刊
20 余篇，参编 3 部抑郁症相关著作。

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分别是今日中国发病率最高和疾病负担最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研究发现，近
80% 的焦虑抑郁障碍患者未得到有效诊治甚至从未获得识别。如何更有效的诊断？如何更充分的治疗？
专委会邀请国内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有深入探索的知名专家，分享他们的探索和思考。真知灼见，
您的参与和碰撞，智慧火花将更精彩！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陆峥

焦虑抑郁障碍：焦虑抑郁诊疗，探索者在前行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李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精神病学与精神病遗传学双博士。现任浙江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 杭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兼任环太平洋精神病学家学会
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科临床和基础
分会副主任委员、《Neuroscience Bulletin》副主编等。

张燕，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精神科党支部书记，湘雅二医
院情感性疾病专病中心执行主任、心身健康负责人，抗击新冠肺炎驰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组长，中华医学会精
神医学分会委员会（第八届），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抑郁和焦虑协作组组员 / 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副组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副主委 /CBT 组员。

王高华，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湖北省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医学领军
人才，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精
神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编委，《Psychiatry Research》 评审专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编委，《中华行为学与脑科学杂志》 编委，《Current Op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精神医学新视点》总编。主
持十二五支撑课题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 stanley 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八年制“精神病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主编。

李清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科副主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五科
主任。是上海市心身医学重要薄弱学科负责人；兼职有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焦虑抑郁障碍工委会委
员和秘书、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专科分会副主委、西部精神医学协会重性精神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李惠春，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
病学分会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焦虑抑郁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四川省西部精神
医学协会重症精神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学会性心理健康专委会副主委；浙江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副
主委；《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

邱昌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书记兼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 / 通讯作者 40 篇，
其中中文 20 篇，SCI20 篇。参编参译专著、书籍 12 部。擅长：情绪障碍的治疗与研究。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
学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焦虑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
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
省医学会行为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行为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会长。



王文强，教授，主任医师，厦门大学 / 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 厦门市仙岳医院 /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党
委副书记，福建省“双高”建设单位：福建省精神医学中心主任；2017 年获 中国医师协会“第六届杰出精神科医师”、
“2017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专业基地主任”，“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18 年获第二届“白
求恩式好医生”称号；2019 年度厦门市杰出人才。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精神卫生综合管理专家组成员 / 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成员；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暨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华行为医学会
常委暨行为与健康促进学组副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物依赖防
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专委会常委；福建省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心理救援协会
副理事长等；同时兼任《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临床精神病学杂志》《四川精神卫生
杂志》《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编辑等。

刘靖，教授，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副书记，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
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执委；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副主席；亚洲 ADHD 联盟
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
科医师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主任
委员；作为编写组组长之一，编写卫生部《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作为主编之一，主编《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防治指南》第二版。

郑毅，教授，从事精神医学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 30 余年。从事精神医学临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特
别是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有特殊研究。 负责和参与多项科学研究，多次获奖。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90 余篇。主
编或参编著作 30 余部。 曾担任卫生部《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和中华医学会《中国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主编。担任中华精神科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和杂志常务编委和编委。担任北京儿童少
年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
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儿童精神医学组副主任委员；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
前任主席；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副主席。

CPA 儿童青少年精神专业委员会，致力于培养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卫生工作者。本专委会紧跟国际
新进展，传播新理念，分享新技术，通过培训、督导，以期提高并规范化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医师的医、教、
研、防等综合技能。共同努力，一起推动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工作，提高中国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8 月 5 日 14:00-16:50

负责人：王文强

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护航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罗学荣，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儿童精神病专科主任
（2009-2020），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兼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儿童青少年学组副组长；中国医
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儿童工委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柯晓燕，教授，博士，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
心所长；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心理卫生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精神病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程文红，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心理治疗督导培训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副主任；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主要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认知行为学组副组长，儿少学组
副组长；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儿少学组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等。

王晓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精神科 30 余年。主要专业方向：儿童青少
年及妇女精神障碍的诊治。
主要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儿童、妇女精神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儿童精神病专委
会委员，中国康复学会康复心理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委，湖北省精神病学分会主委，湖北省司法
鉴定协会副会长。

黄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精神病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目前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少年精神与行为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儿童精神病学
学组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儿童精神病学专工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学会神经发育障碍诊治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精神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儿童心身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和咨询分会家庭治疗学组委员；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及精神卫生临床，科研和
教学工作。先后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 12 项，发表文章 80 余篇。

钟慧，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精准医疗专委会、儿童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儿童精神病学组、网络精神病
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儿童心理卫生及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
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认证督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委会委员；《中华行为
医学与脑科学杂志》通讯编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精神病学分会常委；安徽省心
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理健康服务分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学会常委。主要研究方向：
儿少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的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慢病项目及省市级科研
项目，发表 SCI 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重，老年人中各种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加，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日益加重，老年精神卫生服务需求也因此随之增加。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老年精神医学专委会开展老年精神医学专题会学术活动，聚焦老年精神科领域的多学科性和多视角关
注，和国内同道进行交流，以加强各级精神医学工作者对老年精神医学的认识，关注精神疾病对老年人
健康的影响，重视老年精神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为健康老龄化保驾护航。

8 月 5 日 09:00-11:00

负责人：汤艳清

老年精神医学：老年精神医学专题会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于欣，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痴呆诊治转化医
学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WHO/ 北京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
华精神科杂志》名誉总编；中国老年痴呆协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医学和心理健康分会会长；北京医学会
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首任会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主编数本精神病学
专著并参加了多部精神科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写和翻译。

安翠霞，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精神
医学学系主任，河北省精神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先后在美国 Cedars Sinai 医学中心、哈佛医学
院 McLean Hospital 做访问学者。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精神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常委；中国女医师协
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心理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河北省心理卫生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石家庄市医学会精神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况伟宏，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精神卫生临床服务以及综合医院精神科医疗管理工作 20 余年。
擅长睡眠障碍、焦虑抑郁障碍、记忆认知障碍和神经精神障碍 ( 脑病 ) 临床诊治；专注于精神药理学、神经精神疾病（抑
郁和记忆障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主持自科基金、省部级科研基金、GCP 以及联合临床研究项目 20 余项；发表
论著 90 余篇（SCI 69 篇），获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一等奖（自然科学类）一项、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项；
主编或参与出版学术专著 12 部。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学组副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ADC）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心
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四川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老年精神科医师协会（IPA）终身会员；《中
华精神科杂志》编委；《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委。



汤艳清，教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心
理与精神卫生系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临床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副会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
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二届
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辽宁省心理卫生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

樊国珍，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身心医学分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吉林省精神科质控中心副主任；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五
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精神医学专业副主任委员。

刘莎，北京大学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
BROAD 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咨询师；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兼老年亚专科负责人；兼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常
委兼总干事；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认知障碍 MDT 专委会常委兼总干事；山西省医学会精神病专委会 / 山西省精神科
专科联盟秘书；山西省心理卫生协会睡眠和心理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老年精神病学杂志（IPA）中文导读
专家。研究方向为老年精神病学、精神分裂症与认知神经科学。主持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 50 余
篇，以一作和通讯发表 SCI 论文 18 篇（Ⅱ区以上 10 篇），获山西省科学技术奖 4 项，主编《精神分裂症规范化诊
疗及临床路径》。

周一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博士 / 主治医师。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委
员；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精神医学与睡眠障碍专委会委员；辽宁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秘书长；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
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秘书。研究方向为精神疾病神经可塑性的影像学研究，目前参与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是中国医科大学“青年骨干支持计划”项目负责人。第一作者文章发表在《 
Psychological Medicine 》 ( 医学 1 区 , IF = 10.592)、 《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IF = 7.989) 等杂志。 2019 年
参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0 年获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

杨建中，主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文化精神医学分
会执行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卫
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
师（D-20-051）、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督导师（XXD-2020-088）；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云南
省医学领军人才；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已主持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国家科技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等项目。

孔令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青年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精神医学与心理健康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老年精神病学学组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理和精神科临床、
教学、科研工作 10 余年。临床上擅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中老年精神心理障碍和躯体疾病伴发精神障碍的诊断
和治疗；科研方向为精神疾病的神经影像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题 2 项，在国内外核心杂志发表
第一 / 通讯作者论文 10 余篇，影响因子 30 余分，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



刘铁榜，医学博士，二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深圳市精神卫生研
究所所长；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NCNP）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第四届杰出精神科医师奖获得者；海峡两岸
医药交流协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广东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分会主任委
员；粤港澳大湾区精神科医师联盟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三、四届　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发表各
类学术论文 180 余篇含 SCI 论文 40 余篇，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约 50 名。

王高华，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湖北省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医学领军
人才，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精
神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编委，《Psychiatry Research》 评审专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编委；《中华行为学与脑科学杂志》 编委；《Current Op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精神医学新视点》总编。主
持十二五支撑课题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 stanley 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八年制“精神病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主编。

彭代辉，主任医师 /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心境障碍科主任；英国 NTH 大学，
美国 UNC 大学 Chapel Hill 访问学者；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 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心理学
会医学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病学分会 委员；CSP 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委员、
CSP 双相障碍研究协作组委员；WFSBP 荣誉副秘书长。

双相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具有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共病率和疾病负担重等特点。在双
相障碍的全病程中，抑郁发作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双相抑郁的转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相障碍的转归。
相对于双相躁狂，目前可用于双相抑郁治疗的药物少，疗效不尽人意，这些都是双相抑郁治疗所面临的
棘手问题。本次专题会将携手国内知名专家，基于病历讨论 + 学术报告的形式，对双相抑郁的早期识别
与治疗方案进行深入探讨，推进双相障碍的规范化诊疗。

8 月 5 日 14:00-17:20

负责人：刘铁榜

双相及相关障碍：双相抑郁诊疗规范及研究进展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胡茂林，医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网络精神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吴阶
平医学基金会认知障碍多学科诊疗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于 2015-2016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访问研究。

张玲，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  科主任；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中
心   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抑郁症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 副主任；国际双相障碍协会（ISBD）中国分会  秘书；北京
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  常委；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女性健康专业委员会  委员 ；国医师协会双相专委会、妇女专委会  
委员；北京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委员。

刘光亚，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湖南省脑科医院抑郁症诊疗中心主任；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
湖南省神经科学学会认知与记忆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双心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医师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双相及相关障碍专业委员会（学组）委员；精神分裂症专业委员会（学组）委员；中
国 CBT 专业组织全国基础培训师。

刘忠纯，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
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总干事（兼任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综
合医院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精神卫生专委会委员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后基金及科技部项目等评审专家，中国精神科杂志编委及多种 SCI 期刊审稿人。

方贻儒，上海领军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心境障碍诊治中心 / 医学院精神行为障碍临床研究中心  主任；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  主任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专家组专家；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SP)  副主任委
员；中国双相障碍协作组  组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 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常务理事 / 前任主委 ；中
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 (CPA)  常委。



姚志剑，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心主任，江苏省精神科
专业质控中心主任，江苏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临床精神医
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

洪武，博士，主任医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六科（特需＆急重症）科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学术团体任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CSP）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CPA) 分会
青年委员；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 (CSNP) 青年委员；抑郁障碍研
究联盟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临床精神医学杂志》青年编委。
主持国自然、市科委、卫健委等科研项目作为骨干和主要执行者参加国自然、十五、十二五、863、国家重大研发
项目等项目，主编《情绪及情绪相关障碍的自我管理手册》，参编学术著作 12 本，发表学术论著 100 余篇，其中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40 余篇。学术专长：心境障碍的临床诊疗和研究。

白渊翰，深圳市康宁医院双相障碍研究室副主任，双相障碍科责任主治医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访问学者；中
国医师协会锂盐规范化治疗工作组学术秘书；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青年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委员。



宁玉萍，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党委书记，广州
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院院长，广东省医学领军人才，广州市医学领军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主要学会任职情况：
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专科医院分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会认知障碍分会
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近
年致力于老年痴呆、抑郁症、帕金森病、强迫症、儿童抽动症、头痛、癫痫等神经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治及研究，获
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广东省科技支撑项目及广州市名医特色项目资助。获广东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广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
项（第一完成人），发表论文及专著 1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 余篇。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80 余人。

刘学军，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南省脑科医院业务副院长，全国优秀精神科医师。担任国际人际心
理治疗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 (CPA) 常委；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计算精神医学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妇女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南省精
神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湖南省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协会精神疾病专委会主委；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朱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医院）精
神心理卫生中心创建人及名誉主任；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 / 精协主席；
亚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精神药理与药物治疗工
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学组副组长；北方精神医学论坛
副主席；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日本政府科学研究费等多项课题；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2012 年获“日本癫痫
治疗振兴财团”研究奖励奖；2018 年获评“中国好医生”。主要研究方向：精神药理学；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

人们对女性的重视不仅局限在婚姻家庭、教育等传统领域 , 还逐步延伸到社会保障、身心健康等直
接体现女性生活质量与性别安全等方面，其中，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女性的青春期、恋爱期、新婚期、孕产期、哺乳期、更年期、老年期都有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
激素在各期均有变化。应该认识女性在不同年龄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特点，注重身心保健，及时发现和治
疗各种心身疾病，并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恢复健康。女性患者在疾病诊疗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特殊性，
关注治疗过程中体内激素水平变化所带来的疾病进展和药物不良反应情况是关键。

8 月 5 日 14:00-17:40

负责人：宁玉萍

妇女精神卫生：女性精神心理健康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周伯荣，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理科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临床心身医学和心理
治疗专委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妇女精神卫生专业组副主委；中国海医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华医学会广州市精神疾病分会副主委；广东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广东省心理协会心理测量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协会心理治疗师；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匹兹堡大学长老医院学习。从事“安
全感”疗法，“幸福心理治疗”“围产期情绪障碍”“认知障碍与睡眠障碍疾病的研究 "。著有科技类通读本心理
学书籍《重建幸福力》。

孙静，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系副系主任，南京脑科医院精神大科副主任，精神一科科主
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双相及妇女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双相及妇女学组委员；中国西部精
神病学协会双相障碍分会委员；江苏省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常委；南京产后康复研究中
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优生优育协作组专家。

周亮，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院副院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
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社会任职：任教育部精神医学教指委委员；广东省精神医学教指委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研究方向：危机干预、自杀的预防和研究、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等。

罗新妮，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英国贝斯卡德瓦拉德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妇女专委会
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医学人工智能分会常务委员；广州心理卫生协会常务委
员；广州市青年医师协会常务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

刘光亚，副主任医师，湖南省脑科医院抑郁症诊疗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辨证行为治疗学组委员；国际人际心理治疗中国分会委员；国家临床医学中心人际心理治疗联盟委
员；中国 CBT 专业组织全国基础培训师；中国 CBT 专业组织高级 CBT 治疗师系统培训班督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医师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双相障碍专业学组委员、妇女精神卫生专业学组委员、精神分裂症学组委员；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人际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



赵旭东，医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精神医学、哲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院长、附属东
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暨人文与心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勇，博士，二级教授，博导，一级主任医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国务部政府津贴获得者；2022
年十大区域领导力院管专家；第五届“白求恩式好医生”；2020 年优秀医院院长；云岭名医；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
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常委；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性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
理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主任委员。

李江波，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成都简阳市人民医院特聘专家，日本医学博士；日本保健医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
生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森田疗法专委会主任委员；国际森田疗法委员会委员；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美国神经科学与精神病学杂志）编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
批认证心理督导师。

传统的精神医学重视疾病、重视生物医学、重视幻觉、妄想、焦虑、抑郁，恐惧等症状的生物心理
治疗，对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精神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
性常被医生忽视。什么是“人文精神医学”？其是精神医学的分支还是基础？对临床工作的指导意义何在？
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并开展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次专题会将围绕该议题，旨在引起同道们对精神医学的
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关注，并在临床工作中践行人文精神医学的理念和工作方法。

8 月 5 日 13:30-16:40

负责人：赵旭东

人文与心理：人文与心理工作委员会专题会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胡建，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导，哈尔滨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哈医大附一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十中之一））。1998 年于湖南医大获精神病学博士学位。现任社会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心
身医学专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三至七届委
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精神卫生分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心理健康分会第一届理
事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身医学研究分会第一届副会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神
病学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精神卫生分会 文化与心理健康学组组长；黑龙江省医师
协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抑郁症防治研究会理事长；黑龙江省精神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2011
年评为中国医师协会优秀精神科医师。科研奖励论著教材副主编等。

姚贵忠，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的社会心理康复、家庭干预及社区防治的实践与研究。国家卫健
委“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专家组成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重性精神疾病专家组组长；中华预
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残
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铁榜，医学博士，二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深圳市精神卫生研
究所所长；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NCNP）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协会第四届杰出精神科医师奖获得者；海峡两岸
医药交流协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广东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分会主任委
员；粤港澳大湾区精神科医师联盟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三、四届　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发表各
类学术论文 180 余篇含 SCI 论文 40 余篇，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约 50 名。

钟慧，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精准医疗专委会、儿童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儿童精神病学组、网络精神病
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儿童心理卫生及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
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认证督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委会委员；《中华行为
医学与脑科学杂志》通讯编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精神病学分会常委；安徽省心
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理健康服务分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学会常委。主要研究方向：
儿少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的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慢病项目及省市级科研
项目，发表 SCI 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

黄蕾，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精准医疗专委会、儿童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儿童精神病学组、网络精神病
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儿童心理卫生及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
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认证督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委会委员；《中华行为
医学与脑科学杂志》通讯编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精神病学分会常委；安徽省心
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理健康服务分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学会常委。主要研究方向：
儿少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的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慢病项目及省市级科研
项目，发表 SCI 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

童天朗，外科学硕士哲学心理学博士，临床骨科医师、临床精神卫生科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院管理处副处
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医患关系部主任，长期从事医院管理，2015 年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交流学
习医院管理和医院文化建设。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多模态情感计算以及冲突情境预警系统。



张宁，教授，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南京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所
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精神科）、江苏省重点学科（精神科）及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临床心理科）学科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副会长。承担国家、省部各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
论文 200 余篇，主编、参编著作（教材 ）40 余部。曾获省市科技进步及教学奖 18 项。

程文红，教授，博士，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副主任，（兼）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临床心理系研究生导师。主要治疗培训经历：中德行为治疗师
连续培训项目学员第一期（1997-2000 年）及中方教师（2008 年 - 现在）；国际精神分析师培训项目（2011-2017 年）
等。主要学术任职有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张岚，教授，博士，主任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学部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
师和督导师。现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认知行为治疗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治疗大多数精神心理障碍方面，认知行为治疗在治疗指南中经常被推荐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选择，
有时甚至超越药物治疗的地位而成为一线治疗选择。因此，CBT 是精神病学住院医生必须学习的心理社
会干预措施之一。CBT 从几十年前 Beck 的工作发源到目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包括了理论的完善、
应用的拓展以及与其他流派的相互整合。程文红教授等 4 位认知行为治疗专家将对近年来认知行为治疗
研究与实践最新的进展进行精彩的讲解，与会者将体会到 CBT 在国内愈来愈强的发展前景。

8 月 5 日 14:00-17:00

负责人：李占江

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新进展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长虹，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会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委、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                                       
理事长，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129 篇，SCI 收录 19 篇。擅长青少年心理行为障碍、焦虑症、强迫症、抑郁
症等各类精神心理疾患的心理治疗。

黄国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四川精神卫生杂志》执行主编，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危机干预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专委会常务委员、四川精神科医师协会副会长。主研完成国际、国内课题
10 余项，发表中英论文 70 篇，主编 / 参编教材、专著 10 余部，主研成果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
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王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睡眠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接受过国际认知行为治疗学会
数年系统培训，擅长使用中西医整合 CBT 治疗各类精神心理疾病。近年来获得北京市首发基金、中国中医科学院
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资助。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华
内科杂志编委。



王文强，教授，主任医师，厦门大学 / 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 厦门市仙岳医院 /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党
委副书记，福建省“双高”建设单位：福建省精神医学中心主任；2017 年获 中国医师协会“第六届杰出精神科医师”、
“2017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专业基地主任”，“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18 年获第二届“白
求恩式好医生”称号；2019 年度厦门市杰出人才。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精神卫生综合管理专家组成员 / 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成员；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暨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华行为医学会
常委暨行为与健康促进学组副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物依赖防
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专委会常委；福建省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心理救援协会
副理事长等；同时兼任《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临床精神病学杂志》《四川精神卫生
杂志》《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编辑等。

柯晓燕，教授，博士，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
心所长；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心理卫生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精神病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心理宣教属于一级预防，重在早宣传、早知道、早行动！越来越多的学校希望精神科医师们能为学
生提供心理科普；同时，老师们也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心理卫生，需要更专业的心理科普。儿童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了全国关注的话题，为此，我们特为和儿童青少年密切接触的老师们准备了
这场叫做“早早早”的专场，希望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有科普，而是更具操作性的工作建议。

8 月 6 日 09:00-11:00

负责人：马弘

心理健康宣教：心理健康宣教专题论坛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刘成文，主任医师，党委副书记，西南医科大学附属自贡医院，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自贡市老年病医院，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医院延伸服务学术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四川省心理学会老年心理健
康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管理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老年医学学会理事；四川省老年医学学会心理
健康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自贡市心理学会副会长；自贡市医学会精神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徐顺生，主任医师，教授，湖北省精神医学质量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心理健康宣教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保健医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残疾人
康复协会心理康复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专委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
湖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副会长。



程文红，教授，博士，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副主任，（兼）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临床心理系研究生导师。主要治疗培训经历：中德行为治疗师
连续培训项目学员第一期（1997-2000 年）及中方教师（2008 年 - 现在）；国际精神分析师培训项目（2011-2017 年）
等。主要学术任职有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陈俊逾，北师大心理学博士，突发事件危机干预督导师，心理治疗师。从事临床工作 26 年，是新疆一代名医张绚
邦院长的关门弟子，神志病科创始人。在诊疗中倡导“全方位关注系统性治疗”，注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实施。
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情绪障碍：抑郁、焦虑、失眠，进食障碍、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等。儿童青少年情
绪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社会职业角色等心理问题咨询。

王崴，医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
委员；精神创伤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健康宣教工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 精神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委员；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
陕西省重点研发项目一项，科技攻关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发表一作 / 通讯作者学术论文 20 篇，SCI 
10 篇。编写教材著作 5 部。先后获得陕西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暨第六医院，主任医师，硕导，曾任 CPA 首任总干事，现任顾问，中国疾控中心
精卫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试点专家组成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目前关注严重精神障碍的早期预防，以期减少患病后的治疗和康复压力。

许俊亭，主任医师，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科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
专委会青年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睡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委副主任委员 ；辽
宁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秘书长；2017 年大连市青少年教育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2018 年全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先进个人，2019 年大连市“俊”青年（利他类）。

何燕玲，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女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顾问；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第二届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顾
问委员；中国巴林特联盟副主任委员及首届认证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全国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学促进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上海市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临床流行病学，社会精神病
学，精神卫生政策与服务，精神疾病的量化评估。专业擅长：各种精神障碍和情绪问题。



郝伟，教授，博导。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理局第一副主席，WHO 药物
与酒精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WHO 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一级协会）会长。曾
两次在 WHO 工作，全国统编五年制教材《精神病学》第 4~8 版主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名次第二）。

赵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精神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优秀学
术带头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科学家联盟专家组成员；ICD-11 精神与行为及神经发育障碍诊断指南工作组专
家；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院协会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成瘾机制与临床。先后主持国家科
技部重大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WHO、美国 NIH 项目等 20 余项目，参与 ICD-11 精神行为诊断指南修订研究，
发表相关论文 100 多篇，主编专著及相关指南 8 部，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 项。

苏中华，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院长，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济宁医学院首届临床教学名师。中国精神
科医师学会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精神病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或主持科研课题 15 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编或参编专著 10 余部、教材 5 部。

成瘾医学是精神医学的重要分支。为了了解成瘾的机制，提高成瘾相关疾病的整体治疗水平，人们
开展了大量的与成瘾医学有关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观察，本专题会主要介绍目前成瘾医学领域的一些热点
问题，特别就成日常临床工作中面临的成瘾医学问题进行研讨。

8 月 6 日 09:00-11:30

负责人：刘铁桥

成瘾医学：成瘾医学专题论坛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李毅，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药物依赖。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主委；省预防
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武汉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武汉市“黄鹤英才”。

江海峰，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诊疗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成
瘾医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物质成瘾相关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等多项科研
项目，发表论著 40 余篇，参编专著 4 本。

陈淑宝，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8 年 3 月 -2020 年 9 月
耶鲁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成瘾性疾病的脑磁共振研究。2017 年获“中华医学会第 23 届心身医学分会
全国年会暨心身医学国际论坛”优秀论文奖。2019 年获“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暨第六届亚
洲精神分裂症研究学术会议、第十三次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大会”优秀论文奖。2019 年曾在美国 Societ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SOBP) 会议上进行口头发言。

刘铁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精神疾病诊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副主
任，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精神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与心理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酒精相关障碍分会主委；
湖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国家规划教材《老年精神病学》、《精神疾病临床案例解析》主编；全国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精神病学》副主编；发表 SCI 论文 80 篇，主编著作 25 部，主持 NIH、国家重点研发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21 项；获科技成果奖 6 次，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首批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

王绪轶，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国药物依赖防
治协会青年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物依赖防治协会合成毒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
项，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主编和副主编专著 10 本。



许秀峰，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硕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云南省首批“云岭名医”，中国医师协会 2019 年度“杰
出精神科医师”。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临床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精神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华
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网络精神病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综合医院
精神病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
会委员；云南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心理卫生协
会副理事长。

陆峥，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 / 博士后导师、首届同济名医、第三届人民好医生，同济大学同济医院精神医
学科主任、教研室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精神科主任，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重点学科带
头人、上海市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同济大学中德精神卫生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同济大学泰禾卓越医学教育教授奖
获得者，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焦虑抑郁工作委员会主委，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专
家组成员兼抑郁症组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性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身
医学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促会精神健康医学分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专科分会首届主任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基础与临床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委，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获上海市、科技部等奖项 20 余项，主编，抑郁症》等 10 部、参编 80 余部专著，《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中
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中国失眠症防治指南》、《中国 ADHD 防治指南》编委，发表论文近 400 篇，SCI 62 篇。

综合医院精神医学的联络会诊越来越受到重视。本讲坛将邀请来自于同济大学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
同时也是本学会副主委的陆峥教授为我们讲述“综合医院精神医学联络会诊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同
时邀请了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的朱刚教授、郑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医
学科宋学勤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中心的郭文斌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
刘芳副教授分别从“谵妄、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急诊科”的角度讲述与相关科室有关的精神医学会诊。
最后隆重登场的是本专题会讨论环节，由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同时也是本学会副主委的马现仓教授主
持，讨论嘉宾由本学会主委，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许秀峰教授，以及本学会两位
付主委，分别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中心的王小平教授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忠纯教授，
另外还有幸请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周波教授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精神科教研室的焦志安教授一同作为主
持和讨论嘉宾，相信整个讨论内容会让听众受益良多。

8 月 6 日 08:00-11:00

负责人：许秀峰

综合医院精神医学：如何在综合医院开展与精神科有关的
多学科会诊（MDT）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朱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
病与精神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医院）精神心理卫生中心创建人及名誉主
任；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 / 精协主席；亚洲神经精神药理学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精神药理与药物治疗工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行为
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学组副组长；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主席；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日本政府科学研究费等多项课题；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2012 年获“日本癫痫治疗振兴财团”研究奖励奖；2018
年获评“中国好医生”。主要研究方向：精神药理学；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

周波，医学博士，一级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心身医学中心主任，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副主任（主
持工作，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及学科管理协作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
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国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西部（九省）心身医学联盟主席；四川省医学会心身医学
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心理协会副理
事长；国家注册系统心理督导师，曾获得“中国心身医学突出贡献奖”，四川省“天府名医”， “优秀精神科医生” 
，第 13 批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川
省医学科学一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宋学勤，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河南省生物精
神病学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河南省精神疾病转化研究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教育部教指委精神医学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心身重症学组组长；中国神经科学分会精
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副会长。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区域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3 项，主持省部级及厅级项目 10 余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3 项，SCI
论文 40 余篇。

王小平，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病学科 / 精神医学系主任；中南大学精神卫生
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精神病学分会（CSP)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湖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
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研究方向：司法精神病学。

郭文斌，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精神医学与现代影像研究室主任，中南大学升华特聘教授，
湖南省高层次医学人才“225”工程精神病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优秀青年人才（2019 年），中
国精神医学杰出青年医生（2020 年），Neural Plasticity 的客座主编、Frontiers in Psychiatry 的 Associate Editor 
、 Frontiers in Neurology 的 Associate Editor、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的 Topic Editor。



刘忠纯，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
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总干事（兼任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综
合医院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精神卫生专委会委员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后基金及科技部项目等评审专家，中国精神科杂志编委及多种 SCI 期刊审稿人。

刘芳，教授，医学博士，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访
问学者；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综合医院精神医学专委会委员；云南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理事长；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委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云南省精神医学学科带头人。

马现仓，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导。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精神与心理分
会副会长；陕西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焦志安，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教研室主任，山东省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身心专业委员会常委；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主任委
员；山东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双相障碍委员会委员；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焦虑抑郁工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工作委员会委员；
西部精神医学学会双相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委；西部精神医学学会重症精神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委；《精神医学》常任
编委。



魏镜，临床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
任。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精神科医师巴林特说：“处于医学核心地位的，一直是医生和患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
巴林特小组探讨真实案例，聚焦医患关系。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自己的案例，把难题交给小组里的同伴……
你可以倾听那个患者和医生的故事，尽情想象……
你可以放下约束，自由说出内心的感受……
你可以借助更多的眼睛看清自己的盲点……
你可以带走你选择的，留下你不要的……
欢迎加入巴林特小组工作坊！

8 月 6 日 08:30-11:00

负责人：魏镜

医患关系：医患关系专题论坛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何燕玲，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女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顾问；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第二届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顾
问委员；中国巴林特联盟副主任委员及首届认证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全国妇女心理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学促进会精神卫生分会委员；上海市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临床流行病学，社会精神病
学，精神卫生政策与服务，精神疾病的量化评估。专业擅长：各种精神障碍和情绪问题。

姜忆南，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联络会诊专业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
年委员。2007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分别于美国麻省总医院精神
科和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短期进修。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研究方向：联络会诊精神
医学。



史丽丽，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兼副总干事；中国医师协会精
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
委员。研究方向：心身医学、联络会诊精神医学、医患关系。

谢永标，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
书长；广东省医学会行为与心身医学会广东巴林特联盟主席；带领广东巴林特联盟推广巴林特小组工作，提升医务
人员心理技能，改善医患关系，开展医患沟通与巴林特小组研究课题。参编《非精神科医生心理精神诊疗技能》、《医
患沟通学》、《心身医学》教材等。



刘忠纯，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
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总干事（兼任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综
合医院精神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精神卫生专委会委员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后基金及科技部项目等评审专家，中国精神科杂志编委及多种 SCI 期刊审稿人。

孙洪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
现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和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毒理学专
委会副主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睡眠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睡眠科学分会副主委；中
国睡眠研究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总干事；北京医学伦理学会副理事长等。

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进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
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2015 年中国科技部开始部署精准医疗国家战略。CPA 精准医疗专委会正是在
此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专委会主任委员刘忠纯教授率领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将本着精确寻找常见精
神疾病及其治疗相关生物学靶点的宗旨，为患者个性化精准治疗保驾护航。本组将以近年来精神疾病研
究热点，如影像学脑网络组学、遗传学、细胞免疫学、药物代谢酶谱等领域展开丰富、详实的讲座和讨论。
精准医疗专委会将联合国内外同道，积极服务于广大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促进精神医学的科学、
精准、蓬勃发展！

8 月 6 日 09:00-11:00

负责人：刘忠纯

精准医疗：精神疾病精准诊断与治疗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菲，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教授、早期干预科主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2017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曾获得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NIMH) 事业发展基金、美国 NARSAD 青年科学家奖、Klingenstein 基金会青年科
学家奖、江苏省双创人才、辽宁省攀登学者等奖项。现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重性精神疾病磁共振影像学研究，旨在应用人工智能方法，构建基于影
像学的重性精神疾病诊疗框架，为实现多模式、个体化的早期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张燕，医学博士，副主任药师。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实验室副主任；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药学实验室主任；西安市
药学（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医技党支部书记；西安市医学优势专科“药物及生化
分析”学科带头人；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精神神经生物药理学培训基地 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个体化药物
治疗，个体遗传分析，中药方剂保护性创新研究。自 2015 年以来，解决了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南至海南、东
至青岛以及周边五省近百次精准用药应急救援。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1 项，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2 项。近 5 年累计发表论文 60 余篇，团队承担国家、省、市各级项目近 20 项，累计获得经费 1000 余万元。

胡少华，浙江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浙江大学临床拔尖青年人
才 A 类；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精神卫生和精
神病学专家委员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Lancet Psychiat , Neurosci Bull 青年编辑；BMC 
Psychiatry 、J Psychiatr Res, Front Psychiatry ，Front Neurosci 副编辑。主持国基金等国家级课题 5 项，主参国
家及省级项目 10 余项。共发表论文 SCI 收录近 110 余篇，第一或通讯 70 余篇，发表在 Lancet Psychiat, Science 
Advances, Advanced Science, Cell Discov, JAMA Netw Open 等。

罗雄剑，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5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2010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2010-2014 年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 年底通过“百人计划”引进回昆明动物研究所，成立
神经精神遗传及功能基因组学课题组。2015 年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2018 年获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支持。云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 云南省科技厅创新团队负责人。长期从事于精神疾病的遗传机制和功
能基因组学研究，利用多组学整合研究方法发现系列新的精神疾病易感基因如 CAMKK2、ZNF323、TMEM180、
GLT8D1 等，并探讨了这些基因在神经系统发育中的作用和在精神疾病发生中的可能机理。此外，合作开发了目
前最为全面的精神分裂症遗传研究数据库 SZDB（http://www.szdb.org/）。同时，利用功能基因组学手段阐明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易感遗传变异的基因调控机制。目前总共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近年以通讯 ( 或第一 ) 作
者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2018）、 Molecular Psychiatry (2021a, 2021b,2020,2014a，2014b)、
Biological Psychiatry、Am Journal of Psychiatry、Brain、BMC Medicine、Schizophrenia Bulletin (7 篇 )、
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19，2018）等杂志发表论文 40 余篇。研究成果三度被 Faculty of 1000 推荐。担
任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抑郁症项目评审专家，任 BMC Psychiatry 的 Associate Editor。



王育梅，留日博士、北大六院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精神
卫生系副主任，中国医师睡眠协会精神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
学分会双相障碍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睡眠
医学专委会常委；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常委；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SLEEP》和《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编委。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发表论文 34 篇，SCI 论文 18 篇，参编和主译著作 12 部。

宗小芬，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工作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曾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
纽约州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秘书；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中文版编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青年科协副会长。主要从事精神分裂症病理机制及药物治疗反应相关的生物学标志
物研究，在疾病发病机制及抗精神病药物疗效相关的新兴影像遗传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发表论文 25 篇，包括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 8 篇，主要发表在 Schizophrenia Bullet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等国际著名期刊，Google 学术检索显示单篇最高引用次数 165 次。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荣获 2021 年“中国杰出青年医师”称号。

钟慧，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精准医疗专委会、儿童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儿童精神病学组、网络精神病
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儿童心理卫生及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
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认证督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委会委员；《中华行为
医学与脑科学杂志》通讯编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精神病学分会常委；安徽省心
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理健康服务分会副会长；安徽省心理学会常委。主要研究方向：
儿少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的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慢病项目及省市级科研
项目，发表 SCI 和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多篇。

姚志剑，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心负责人；江苏省精神
科专业质控中心主任；江苏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会长；CSP 委员；抑郁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CPA 委员；精神
科精准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临床精神医学杂志副主编。

果伟，农工民主党党员，副主任药师，研究方向为临床精神药理学，主要从事精神药物个体化治疗及其研究工作。
主持市级项目 2 项，局级项目 2 项。已发表文章 47 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文章 24 篇。现任中国药理学会治
疗药物监测研究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等社会兼职。



任艳萍，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研究方向：精神疾病功能环路与神经调控治疗。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北京神经科学学会
理事；北京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主持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委
中央引导地方项目，首都临床特色项目，北京市教委项目等。参与项目：973，北京市科委重大联合攻关项目等，
发表论文 30 余篇，最高影响因子 8.955，副主编教材 2 部，参编教材和专著 5 部，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首都
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

翁深宏，医学博士，副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Ⅲ科副主任。国家新药审评外聘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
会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临床心理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非药物治疗工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
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精神医学会委员兼秘书；武汉市预防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在国际国内杂
志上发表 10 余篇论文，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省科技厅、省卫生厅多项研究项目。

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作为神经调控手段，对多种精神神经疾病有明确疗效。以电磁场对脑
网络的作用机制入手理解精神障碍，根据脑部电生理指标或影像指标的变化调整电磁刺激参数进行精准
治疗，对于精神科而言是尚未深入研究但前景广阔的领域。

非药物治疗工委会致力于物理治疗标准化以及物理治疗的机制研究，推动电生理指标在精神科领域
的应用与研究。本次专题会将讨论脑电、近红外成像在精神科的研究进展，电休克的标准化，以及神经
生理指标监测指导下的物理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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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王高华

非药物治疗：精神科神经生理监测与神经调控的应用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王高华，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湖北省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
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理与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
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编委，《Psychiatry Research》 评审专家，《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编委，《中
华行为学与脑科学杂志》 编委，《Current Opnion in Psychiatry》中文版《精神医学新视点》总编。主持十二五支
撑课题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 stanley 基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八
年制“精神病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副主编、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主编。



谭淑平，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 /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精神分裂症认知缺陷评估、干预及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 16 项；
带领团队在国内最新引进、开发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康复技术 - 认知矫正治疗，完成疗效验证，形成知识产权在国
内数十家医院应用；作为核心成员参与 MCCB 及 WAIS-IV 等认知评估工具的引进；主持完成中国人等级情绪图片库、
语音库建立；发表论文 170 余篇，SCI 期刊收录 90 余篇；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神科非药物治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委；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副编辑、编委。

唐莺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医学院博士后，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
向聚焦于：(1）精神病高危风险早期识别的脑影像学标记研究；(2) 新型经颅磁、电、超声刺激等神经调控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一作 / 通讯作者发表论著 30 余篇，代表论著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IF:14.1)、Brain 
Stimulation(2 篇 , IF:6.5)、Psychological Medicine(IF:7.7) 等；获专利授权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
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项目等；入选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计划、上海市卫健委优秀青年人才
培养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双百人计划等 ;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脑电图与临床生
理分会委员及秘书。

曾玲芸，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副主任医师，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心理学，现任深圳
市康宁医院精神康复科主任，脑调控与精神康复研究室负责人，深圳市精神康复三名工程项目依托科室负责人，硕
士生导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医学分会（CSP）精神康复协助组秘书；中国医师协
会精神科医师分会（CPA）神经调控分会电休克及神经刺激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物理治疗学组副
组长；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康复与物理治疗组副组长；，深圳市康复医学会委员；曾在 TheMelbourne
Clinic,TheVictoriaClinicandTheAlbertRoadClinic 主修 MECT、TMS 和精神康复的临床治疗与研究。从事精神心理
医学的临床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工作，主持多项省级及市级科创委研究项目 , 发表专业论文 17 篇。SCI 有 4 篇。

杨勇锋，博士，硕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物理治疗中心负责人； 河南
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副主任；新乡医学院精神疾病生物样本库副主任；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临床数据与样本资源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再生与修复专业委员会情感
障碍与神经再生学组委员 ；CSNP 青年委员会委员 ；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秘书长；发表 SCI 论文 60 篇，其中第一
作者论文 14 篇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3 项，省级课题 3 项。

孔庆梅，医学博士，精神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兼任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会精神科医生分会非药物治疗工作委员会副组长；北京医师协会精神科专科医师分会理事等职务。
曾获北京大学首届临床医疗奖、第六届北京市优秀医师，第四届海淀区医学会优秀医师。



谭立文，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睡眠障碍专科主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心理三病区（睡眠 / 康复）
主任，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睡眠医学协作组组长，湖南省医学会心身医学与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
南省医学会睡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长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 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 / 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副研究员，首都医
科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系务委员，脑电图专业技术水平中级、心理治疗师中级，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浙江大学信息与
电子工程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 Emory 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成
像技术中心访问学者。2014-2020 担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电生理技术平台负责人。长期从事精神
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神经精神疾病的视听觉知觉组织和认知加工缺陷的电子化神经心理评
估和新型事件相关电位检查技术研究，开发系列标准化临床 ERP 测查范式和分析工具包，形成反映髓鞘和突触损
伤的 ERP 指标体系，并组织牵头建立了 MMN、ASSR 等电生理指标的国内多中心人群大数据常模；目前负责宣武
医院类脑智能临床转化研究中心完全性脊髓损伤脑机接口神经可塑性研究、癫痫和脑血管病患者认知功能评估和癫
痫患者的心理治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课题 4 项，在 Alzheimer and Dementia、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Brain-computer Interfaces、Frontiers in Psychology/Human 
Neuroscience/Psychiatry、Current Biology 等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参编人卫、北
医等规划教材 3 部。

李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华北理工大学兼职副
教授，擅长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疾病诊治，研究领域为成瘾医学、脑电生理学、脑
影像学等。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物质依赖医学学组委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精神心理控烟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睡眠医学学会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与干预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



张宁，一级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 ; 南京医科大学认知行为治疗研
究所所长、精神医学系主任 ;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 中国心理卫
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强迫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华精神
科杂志》副总编 ; 世界认知行为治疗联合会执委、亚洲认知行为治疗协会主席 ; 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苏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得者 ;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杰出精神科医师。

刘薇，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心理学博士，遗传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CPA 强迫症副主任委员；CSNP 精神
分裂症联盟成员；《激越患者精神科处置专家共识》编委；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副主任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焦虑
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综合医院分委会委员；CSP 女
性学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孤
独症儿童协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康复医学会亚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哈尔滨
市医师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黑龙江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黑龙江女医
师协会常务理事；《航空航天医药》杂志编委。

范青，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焦虑障碍治疗研究中心访问交流。现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强迫症专业委员会委员、CSNP
强迫障碍研究联盟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正念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卫生康复专业委员会委
员等。长期从事强迫症发病机制与临床干预研究。主持国自然面上项目等各级项目十余项，累计发表中英文论文近
百篇，主编《强迫症规范化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本场专题会内容颇丰，涉及强迫症的临床规范诊疗与临床研究前沿，并组织讨论强迫症临床研究的
困境与挑战，包括强迫症诊疗基地建设，也会涵盖儿童青少年强迫症诊疗及常见家庭顺应行为的应对，
药物联合治疗的话题。期待您的参与、共享与交流！

8 月 6 日 08:00-11:00

负责人：张宁

强迫症：强迫症的规范诊疗与临床研究前沿

主持人及讲者简介



马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市精卫生中心儿少病区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精神科
儿童精神医学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儿少精神病学会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强迫症学组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儿童精神病
学组副组长；2002-2007 年接受 IPA 国际精神分析、中美、中挪心理动力学督导班培训；2008-2015 年受中美、中
法儿童精神分析和孤独症治疗的培训，2021 年接受英国 NFPP 培训，主持并参与国家及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在
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SCI 多篇，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变态心理学》

丁丽君，精神科主任医师、硕导，精神医学与应用心理学教授。先后获得中国医师奖，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兼
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强迫症工作委员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员；福建省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罗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房，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 / 注册心理师；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协作组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及 DBT 学组组员；中国医
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精神心理科普专委会委员；主要工作领域：焦虑抑郁，强迫症，社交恐惧，惊恐障碍，健康焦
虑等常见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评估与治疗，擅长认知行为治疗。

许明智，博士 , 主任医师，教授，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精神医学和临
床心理学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擅长抑郁、焦虑、强迫、功能性躯体不适等的评估、诊断和治疗，以及心理精神
疑难问题的诊治，善于以循证医学、循证临床心理学和最新科研进展，为来访者设计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主要学术
兼职：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心理康复专业委员会第 1、2 届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第 2 届副会长；广东
省心理卫生协会第 5 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 6 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
学分会第 9 届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医学会行为分会第 1 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
员会第 2 届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 3 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管理专
业委员会第 3、5 届副主任委员；

王振，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
会 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委会 常委；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协作组 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强迫症专委会  副主委；CSNP 强迫障碍研究联盟 副主席；长期从事强迫
障碍、焦虑障碍、应激与创伤相关障碍及情绪问题的临床与研究工作，承担国家级、省市级、国际合作课题十余项
先后在 JAMA Psychiat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Biological Psychiatry, Psychiatry Research，中华精神科
杂志等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



唐文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科主任、硕导、主任医师。杭州市强迫症诊疗中
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强迫症专委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NP）
强迫障碍研究联盟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浙江省毒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物依赖性专委会委员；浙江
省神经科学学会脑机智能专委会委员；杭州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

闫 俊， 北 京 大 学 精 神 卫 生 研 究 所， 北 京 大 学 第 六 医 院。 博 士、 主 任 医 师、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擅 长：1、
青 少 年 心 理 治 疗，2、 精 神 分 裂 症 的 诊 断 和 治 疗，3、 强 迫 症 的 诊 断 和 治 疗，4、 森 田 疗 法 和 绘 画 治 疗 
师从日本森田疗法第一人的大原健次郎先生学习森田治疗，以及进修绘画治疗、游戏治疗和集体治疗。已经发表有
关艺术治疗、集体绘画治疗、强迫症心理治疗等多篇论文。主编出版强迫症治疗书籍《远离强迫》《强迫症知识问
答集》《30 天图解强迫症》，参编《强迫障碍》《强迫障碍防治指南》。建立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强迫症治疗团队，
主办公众号—OCD 心工坊（微信号：OCD_pkuh6），强迫症 QQ 群群号 166830757。

贾艳滨，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  主任，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脑科医
院副院长，暨南大学精神心理疾病临床与转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强迫症专委会副主委；                                               
双相障碍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委 CBT 专委会副主委；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委；广东省心理卫生协
会心理评估专委会 主任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精神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
主委；广东省医院协会精神卫生管理专委会副主委；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中华精神科杂志》第六届
编委会委员；《四川精神卫生》第七届编委会  常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
育部基金、广东省重点专项抑郁症发病机制、认知功能与脑科学研究。

史尧胜，主任医师，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宁波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委；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理
事；宁波市康宁医院强迫症学科带头人；宁波市同义心理救援队第三分队队长。

柳娜，精神医学博士，医学心理学博士后，耶鲁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南京医科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中华医学
会精神病学分会（CSP） 与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CPA） 青年委员；CPA 强迫障碍专委会委员兼秘书，全国强
迫障碍研究联盟委员；CSP 民族心理与精神医学学组与精准医疗协作组委员；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南京心理
学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省市级课题 10 余项，发表中英文论文 40 余篇，
参编参译专业书籍 10 余本，获省部级奖项 4 项。参与中德精神分析及认知行为治疗连续培训、留美参与行为治疗
培训等。临床与研究方向：强迫、焦虑及相关障碍的神经机制及心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