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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研究表明，南京市医生压力水平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压力水平，压力源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与工作负荷；如果医生持续
处于偏高压力状态下，医生很容易进入心理应激状态，处理不好，易形成心理创伤，而且这也会影响到医疗服务水平核医院人才队伍的
稳定性 [1]。因此，如何缓解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压力与提升工作幸福感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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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即 VR 技术，它具有沉浸性、交互性和共享

性的特点 [2]。
沉浸性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专业设备进入到系统所模拟的真实

情境中，仿佛身临其境，给人们带去的非常真实的体验性。
交互性是指当人们在情境中还可以与其中的人或物进行互动。

如，医务工作者在连续一周的大小夜班之后的坐诊，假设遇见一
名沟通不是很顺畅的患者，这个时候系统不仅可以创造出相应的
氛围，还能够模拟出患者当时的语气，让当事人感受到可能会感
受到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共享性是指能够提供多种可能性的体验。比如，在某种情境下，
作出不同的反应，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从而得出哪种选择更佳。

当下，虚拟技术在教学、医疗和军事等多种领域中得到广泛
应用，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2] 如，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解决神
经外科医生的实操困难，提升神经外科医生的实操能力。[3]

2、正念干预
正念干预，也称作正念疗法，是对以正念为核心的各种心理

疗法的统称，主张以一种开放的、接纳的、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
待当下的情境和病症 [5]，能够提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倾向，
通过正念训练可以提升特质正念水平 [6]。

这与传统的心理干预模式不同。传统的心理干预模式往往聚
焦于解决患者的心理困扰，忽视了人本身。而以正念基础的心理
干预更加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觉察、自我接纳等方法
来提升自生韧性，从而抵御痛苦，提升幸福感。

正念干预的作用模型由 Garland 等 [7] 提出，主要观点是正念
训练可以在上升螺旋加工过程中不断强化正面情绪，在认知重评
的过程中起到去中心化的作用。当面对应激事件时，通过正念注
意力的扩大，从而提高思维的灵活性 [8]。

它可以通过扩大人的认知范围，正向解读与重新定义应激性
事件，通过激发积极情绪来缓解压力，从而使内心达到平衡状态。

图 1　正念推动性上升模型 [7]

3、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疗工作者的正念干预系统的设想
3.1系统设计目的与功能结构
3.1.1系统设计目的
考虑到压力水平会反映出医疗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这可

能会涉及他们的隐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自助干预服务，或
许可以更好地保护医疗工作者们的隐私，让他们安心调节自身的
心理状态。

在医院内部专门设置“放松区”，放松区添置一台 VR 机器，
机器内部增添具有正念干预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旨在医务工作
者可以在真实场景体验中运用正念提升自身心理弹性，获得更多

的幸福感。
该智能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提供系统的正念练习

资源；（2）具有医务工作者常常接触的压力情境，可以在压力情
境中通过互动来运用正念调整自身压力水平；（3）心理弹性的评
估；（4）当应激水平过高的时候，提供预警。

3.2.2系统功能结构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务工作者的正念干预系统功能结

构主要由应激水平过高提醒、正念训练、应激场景模拟、个人档
案建立和过程监控组成，如图 2 所示。

（1）应激水平过高提醒（预警）
该功能主要是依据医务工作者心理弹性评估常模来进行数据

分析，若存在应激水平过高的医务工作者，发出提醒消息，让医
务工作者及时觉察到当下可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状态。该功能
由四个子模块构成：参数设置、标准设置、范围设置和应激水平
过高展示。该模块可以有效监控医务工作者的应激水平。

（2）正念训练
该模块主要包括一系列正念音频，包括正念是什么、如何学

习正念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正念缓解自身压力。医务工作者
可以根据自身常常感到压力的场景自主选择相应情景进行模拟正
念放松。

（3）应激场景模拟
该功能主要是搜集医务工作者常见应激情境进行数据处理与

场景建模，当在情境中感受到压力时，系统自动发出正念放松的
提醒信号。

（4）个人档案建立
能够自动采集、整合、统计、存储医务工作者信息，为正念

训练提供支持。该功能由三个模块组成：个人信息收集、心理弹
性评估与个人画像。

图 2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务工作者的正念干预系统功能
结构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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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技术架构
将移动网络、大数据、3D 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干预系

统中，构建主动式个性虚拟医务工作者正念干预系统：收集、存
储、分析和挖掘资源，实现符合规范化、标准化的正念干预系统。
该系统如图 3 所示，共有 7 层：

（1）数据源
医务工作者数据包括员工卡号、心理弹性评估结果、正念干

预进度等，这些可以有效分析与监控医务工作者的应激水平、正
念干预学习效果以及实际运用效果。

（2）采集层
该系统还涉及应激水平过高提醒（预警），数据采集需要满

足时效性、自然性及连续性等要求，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要求也
较高。

（3）存储层
运用分布式存储的方法存储医务工作者的数据，主要功能是

完成系统预警。
（4）运算层
该层的作用是为了满足即时运算，及时发出应激水平提醒。
（5）分析与挖掘层
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利用运算层提供的算法，为预警和系统

自动拟合提供基础。
（6）模型建构层
数据采集后，模拟医务工作者常见的具有交互性的应激场景；

同时，利用数据分析与挖掘，建立应激水平过高预警模型。
（7）应用层
医务工作者可以在系统中了解自身应激水平，学习正念，并

在常见的压力情境中学会运用正念调整自身状态。

图 3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务工作者的正念干预
系统技术架构 [9]

3.3系统工作流程图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务工作者的正念干预系统的工作

流程一共有 10 个步骤，详情见图 4。
医务工作者打开界面登录，进行心理弹性评估（数据收集层

面），系统记录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弹性水平，开启正念学习。
正念学习完成后，医务工作者选择常见的应激情境进行训练，

在该情境中还可以进行人机互动，提升心理韧性。

整个过程实时监控，若医务工作者心理弹性水平过高，系统
会自动发出弹窗提醒。

图 4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面向医务工作者的正念干预系统
工作流程图

4、结语
将虚拟现实技术融入医务工作者应激水平的正念干预系统，

可以有效缓解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压力，提升心理韧性与人生幸福
感。

但目前干预系统只是个设想，设想有待完善与提高。如，应
激水平过高且收到弹窗提醒的医务工作者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服
务？这种服务可以融入这个系统中吗，还是提供外界资源，或者
二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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