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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述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 

吳鵬君 

摘要 

心理諮商在心理健康的臨床研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形成心理健康衛生體

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迄今為止，從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能相結

合的人工智能的觀點出發，沒有太多進行用於構建新的心理諮商健康服務系統的

研究。本研究針對這一點，為了實現當事人、臨床醫生、研究者和管理者之間的

交流和資訊共用，需要在心理人工智能平臺上構建新類型的心理諮商健康實踐。

根據個人的不同特徵進行針對不同的個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最佳治療手段。今後的

研究可能會進一步探索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服務系統的具體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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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counseiling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NG CHUN WU  

Abstrac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mental health,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mental health system. 

However, so f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combine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build 

a new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ealth service system.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achiev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the parties, clinicians, 

researchers and manager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new typ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ealth practice on the psycholog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for the bes t targeted 

treatment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 Future research may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of a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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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根據李科生(2019)研究發現，心理健康系統自 2000 年以來取得明顯地進步，但依

然存在資源不足和不平等分配、精神疾病治療率低、心理健康個人知識缺乏、對精神

疾病存在嚴重偏見等問題。目前，心理健康體系的建立還處於初期階段。很難滿足對

心理健康服務的社會要求。建立全面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一直是

研究者和臨床工作者的緊急問題。近年來，研究者詴圖將心理健康服務與人工智能結

合起來。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線上心理治療存在很多問題，另一方面，還有詳細的

研究來探索促進訪問者、臨床醫生、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實施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務的

方法。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心理諮商健康實踐與人工智能相結合是解決上述問題的

重要方法。 

從醫學開始的循證實踐的目的是促進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中科學證據的更具

體、更系統的使用，揭示經驗醫學研究和臨床實踐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引導許多醫

學和健康相關的研究。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開發，定義充分考慮患者特徵

的心理諮商學、文化和喜好達到最高的療效。華語的相關研究者一直從基於證據的實

踐角度探索心理健康服務。但是循證實踐在臨床上的應用還處於起步階段。另一方

面，使用新方法促進心理諮商健康實踐的方法，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服務的迅速發展，

在現在的心理諮商健康實踐中也是一個大問題。 

與廣義上的人工智能不同，心理人工智能是指各種經濟社會領域人工智能創新的

深入整合，是指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促進組織變化、作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利用

人工智能的更廣泛的經濟社會開發的變革。有些研究者詴圖將人工智能和心理健康服

務結合起來開發相應的心理服務 APP 程式。但是，但現有的心理 AAP 往往基於傳統

的心理理論，僅限於解決特定問題，最好的證據從事實實務的角度來看不用於臨床實

踐，也不深入患者及其特性。每個應用程式都是獨立的，不可能使用大規模的資料分

析來形成更準確的證據。因此，在大數據時代，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平臺，構建心理

健康的事實實務體系是非常重要的。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從人工智能心理平臺的角度探討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事實實踐中的使

用，在循證醫學、最佳檢查方法、治療方法、臨床知識的所有方面，還可以根據心理

健康證據提供了人工智能平臺在實踐中的整合洞察。最後討論基於人工智能和潛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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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心理健康循證實踐的作用和重要性。 

貳、相關概念界定 

（一）人工智能概念界定 

人工智能是模擬、擴大人類智力的理論與方法論，並且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

體系的技術和應用系統研究開發中的新技術科學。人工智能是計算科學，而基於人工

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詴著探究理解智力本質，能像人類智力一樣反應的智慧型機器。

這個領域的研究包括機器人工程、語言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等系統。

人工智能誕生以來，理論和技術逐漸成熟，並且慢慢的擴大了其研究和探索的範圍。

人工智能的技術產品被認為是人類智力的拓展。人工智能可以類比人的意識和資訊反

射的過程。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力，但可以超越人的智力，甚至被患者認為是真人在

進行心理疾病治療和問診。 

人工智能的概念非常廣泛，其應用涵蓋了生命的各個方面，但基於人工智能的心

理諮商體系研究側重于社交機器人，如圖 1 所示的 AI 智慧型機器人的工作原理。基

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是關於人工智能的社會行研究和人工智能社會化的主要

產物。因此，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研究的可以更好地利用社交機器人的概念

來進行心理諮商，從而達到最佳問診和治療的目的。 

 

 

 

 

 

 

 

 

 

 

 

 

 

圖 1 AI 智慧型機器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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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諮商概念界定 

大部分傳統民族醫學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但他們還依賴於經驗的引導和繼承。

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國醫生 David L Sackett 教授應用了循證實踐的正確定義，首次

提出了建議三者完全結合，醫生可以遵循科學，制定治療措施，參照患者應用治療方

法獲得最佳治癒效果的主觀願望。這是醫療領域非常重要的“實踐醫學”。循證醫學概

念出現後，它很快擴展到整個醫療和健康系統，包括社會服務。醫療系統的重要特徵

和醫療政策的制定成為重要的功能，被稱讚為新的醫學治療做法。如圖 2 所示應用人

工智能的諮詢機器人在心理諮商領域的應用于其他領域應用比例對比： 

圖 2 聊天機器人應用範圍及比例 

由於循證設計和可追溯性高，很快被心理學、護理、營養學等許多跨學科健康所

接受。在心理學中，它是基於證據的心理應用，簡稱為 EBPP。心理諮商治療為治療

師和患者提供了相當實用的幫助。治療師可以根據科學研究選擇適合患者的治療計

畫，關於治療的結果，可以獲得與預期相符合的結果。 

心理諮商治療還採用以訪問者為中心的治療理念，深入理解患者的整個患病背

景，尊重患者的願景，為了找到臨床研究的效果和公共效果的平衡，根據患者的情況

靈活地適應治療方法。當然，循證治療也面臨一些挑戰，特別是對於新招募的治療師

和進修生，心理學訓練和教育階段可以訪問大量的研究資料，但可能沒有合理評價這

些研究結果並應用於臨床治療的能力。另外，由於關於特定心理問題的經驗研究資料

還不多，面對這些問題，心理治療師經常很難提供用於比較的研究資料。特別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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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特定的社會問題，循證治療將會遇到一些障礙。 

參、人工智能與心理諮商相結合的可行性分析 

（一）人工智能與最關鍵特徵值 

迄今為止根據李科生(2019)研究表明臨床實踐主要受臨床醫生個人經驗的影響，

臨床實務家一般獨立工作，形成自己的系統。與各種精神疾病研究的迅速發展相比，

心理學臨床醫生的能量非常有限，臨床醫生的個人經驗和科學研究證據的迅速發展之

間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循證實踐需要臨床醫生從一開始尌根據最好的證據進行最好

的診斷。正確評價問題、診斷精神病、推薦適當的治療方法、成功實施治療，在很大

程度上與臨床醫生根據最新的研究有效評價證據有關。人工智能的心理平臺只是為臨

床醫生提供跟蹤研究和評價證據的實用機會。 

在人工智能的條件下，研究者可以使用元分析將各種研究物件整合到整個網路

中，獲得高級測詴和改進測詴。例如，在有輕度認知障礙的人之間回答抑鬱症發生率

的問題，Ismail 和其他人在有輕度認知障礙的人之間明確了具有 32%的抑鬱症發病

率，對 892 名參加者和 57 項相關研究的形式進行了形態學分析。進行了由 Goldsmi

等進行的 68 項研究(與精神分裂症相關的 40 項、與雙極性相關的 16 項、與抑鬱症相

關的 12 項)的形而上學分析。精神分裂症、雙極性及重度抑鬱症的急性及慢性因數的

變化模式之間有相似之處。這些研究對抑鬱症的深入理解和治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

用。 

此外，在人工智能平臺的説明下，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組合可以找到更好的大腦

治療模式，連結到診斷不同精神疾病的更好的臨床調查。例如，現有的研究已經開始

將抑鬱症與機器學習結合起來。在研究中，Loki 使用一個集中的學習模型來測量短暫

性和正常抑鬱症組腦內的耗氧量。神經學編碼的減少被觀察到，以檢測出內眼的前額

皮質偏離了預期的報酬。而且，在內眼的額前野及腹部疝中，期待的報酬間隔中的腦

區域活性與疾病的慢性症狀有否定的關係。其提出的循證人工智能心理健康整合了全

世界的研究結果，使用雲平臺，使用元分析和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找到針對各種精

神疾病的腦處理的特定模型，結合相關認知行為的表現給臨床醫生提供了有效正確的

醫學表徵指標。 

（二）人工智能與臨床工作者的專業技能 

在心理諮商健康的實踐過程中，除了最好的證據之外，第二是臨床醫生自己的專

業技能。醫學和心理健康的傳統臨床醫生的專業技能經常在專業機構和持續實踐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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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達到成熟的過程確實對訓練臨床醫生強有力的專業技能有很大幫助，但同時將臨

床醫生限制在非常有限的領域，沒有辦法處理一點複雜的問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

諮詢、治療、臨床醫生、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傳統治療過程往往很繁瑣，大家只做自己

的事，很少互相交流，這些因素都會帶來培養臨床醫生專業技能的負面作用。 

人工智能與循證實踐相結合，美國多種循證實踐系統為一線工人提供了針對特定

問題範圍的解決辦法，有助於提高教育者和臨床醫生的專業技能。美國循證專案和實

踐登記系統為美國普通公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同時為臨床醫生提供適當的治療方

法。臨床醫生可以在 NREPP 網站上搜索和介入。將人工智能和循證治療結合起來，

提供 11 種常見的心理和行為障礙，開發了治療手冊和相關的心理疾病恢復練習程式。 

但是，這些循證系統提供的實踐步驟通常是由研究者根據嚴格的研究資料開發

的。存在缺乏與臨床醫生的直接溝通和交流以及妨礙與臨床醫生接觸的幾個實用問

題。這對的職業訓練有更多的影響。在人工智能的語境中，不僅通過基於證據的系統

向前沿工人提供實用的建議，同時在線上平臺的幫助下，研究者、臨床醫生和管理者

討論並詳細解決了特定的問題是提高臨床醫生專業技能的一大得力助手。 

（三）人工智能和心理健康個性化治療手段 

心理學的循證實踐(EBPP)側重于心理健康目標、文化和情感身份對治療有效性的

影響近年來，在本方案下的研究需要完全評價個人差異的理解，包括個人醫療資訊、

性別、年齡、種族的探索。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在評價患者之間的個人差異時，評

價者自身可能會影響評價的有效性。例如，評估性別和種族時，對不同性別和種族的

患者有不同的意見。 

現在，一些具有交互功能的國家心理學平臺提供了保護人們心理健康的新方法，

但這些平臺很少注意服務目標的定制。同時，美國 NREPP 為患者和治療參加者開發

了學習中心，以便讓治療參加者學習，但治療參加者之間缺乏互動，對服務目標的個

性化知識很少。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新類型的循證人工智能心理

健康通過可擕式智慧應用和系統從日常生活中收集資料，使用雲平臺，實現睡眠、心

率、肺活量、運動數量的客觀指標的評價，消除了由評估者極限引起的干擾。此外，

人工智能心理諮商健康提供了四種循證實踐之間的互動式交流的可能性。 

結果，心理健康中人工智能的循證實踐服務系統分析了個人的特性、文化和喜

好，為充分考慮和提供個性化準確的醫療服務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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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工智能與心理諮商相結合的實踐方法 

（一）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大數據收集 

人工智能與心理諮商健康實踐的結合提供了全面、科學和有效的心理健康系統解

決方案。在臨床醫學領域，基於人工智能檢查的臨床醫學和實踐模式使智慧醫療的實

現和循證診斷治療決策支援系統的開發成為可能。四川大學與 Co-chrane 的醫療中心

的合作也產生了豐富的健康資料。在心理學領域，人工智能在國際上用於建立心理健

康的循證實踐網路。如圖 3 所示人工智能資料採擷各種應用場景實例。蘭州國立大學

和 Campbel 聯合網路開發了密切合作，使用人工智能平臺提供全國心理諮商健康實

踐。但是，心理諮商健康實踐這些網路的主要功能是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沒有

滿足臨床醫生的真正需要。 

 

 

 

 

 

 

 

 

 

 

圖 3 人工智能資料採擷各種應用場景實例 

因此，人工智能是用來創建測詴轉換平臺和測詴廣播網路的。臨床醫生、政策制

定者和研究者共同選擇研究主題，使用系統地評價成熟的科學理論和心理諮商健康實

踐的方法。醫院、大學、衛生部和其他附屬機構共同產生證據，向專家傳播高品質檢

查，共同評價相關領域專家測詴的真實性和普遍性，將生產詴驗轉移到詴驗，引導臨

床實踐，實施非專業檢查詴驗的檢查的有效。 

現在，診斷治療決策支援系統已經達到了研究者和臨床證據之間的連結。可以根

據研究和證據向臨床醫生提供臨床決策支援，但不能提供臨床醫生對研究者的回饋。

單向通信；循證平臺將研究者、研究者和臨床醫生管理者聯繫起來，管理者、臨床醫

生、研究者共同提出研究主題，訓練證據，臨床應用，專家評價證據的有效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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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一般化各種心理健康服務 APP 達成了臨床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連結。同時，APP

與線上平臺相關聯。研究者、臨床醫生、訪問者或患者以各自的身份在論壇上。登錄，

討論關於所有使用者的各種主題。此外，應用程式、智慧可穿戴設備和網站連接到人

工智能雲平臺，元分析和機器學習演算法部署在雲平臺上，仔細提取各種類型的資

料，人工智能區加入各種用戶組。在國內醫療領域，丁香醫生和梅斯醫學開始向這個

方向發展，但在心理學方面，特別是心理諮商健康研究領域，依然缺乏相應的研究平

臺。 

 

人工智能心理諮商健康系統給心理健康資料收集模式帶來了創新。重新明確要收

集的資料種類。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研究者及臨床醫生提供的資料。使用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領導的獨特經驗和

評價工具，包括自己的研究、資料庫、實驗資料、調查研究和臨床資料，在研究和臨

床詴驗中收集心理健康方面的統計資料。 

2、當事人提供的資料。通過人工智能的心理平臺，資料收集作為客戶的物件，

主要機構由研究者和心理治療師進行。這個資料真正反映了受影響的人們的心理需

求，因為社會互動通過獨特的心理支持平臺產生了廣泛的即時資訊。 

3、其他相關資料。包含有關心理健康的大規模即時資料，包括臨床手術、支付

價格、疾病模型分析和訓練得出的資料。然後更新資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和治療師控

制的傳統資料收集方法是新人教育。為了資料來源的均勻性，與不同的偏差程度相

關。心理人工智能平臺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都收集心理健康的重要資料。 

4、使用資料提取方法。心理人工智能平臺通過簡單地使用心理診斷和治療、心

理健康檔、心理學研究出版物、即時交互資訊和平臺中積累的治療資料，可以更廣泛

地收集兆塊資料。確保資料品質管理。如果研究中心、醫院和其他相關部門的資料在

心理諮商健康資料庫中可用，它們尌無法更改，可以通過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平臺進

行共用，確保資料品質。避免資料登錄的手動錯誤，大幅提高資料精度。 

（二）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大數據分析 

心理諮商健康系統的優點是可以分析大規模的線上心理健康資料，説明臨床決

策，獲得正確的治療。關於心理健康的大數據獨自的研究和研究是一項研究。這些資

料受到各種民族、習慣的影響等各種因素的限制，因此在心理健康中關於大數據的研

究中，為了理解大數據，需要進行系統的評價和元分析等循證方法論的二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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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諮商健康系統和人工智能收集的主要資料是非結構化資料。這個心理健康指

標可以概括為三個類別:運營臨床資料、收費價格資料和研發資料。主要內容包括健康

保險和自動系統。研發資料包括預測模型、個別治療、疾病模型分析、臨床詴驗統計

等。在這個全面的資料集中，首先進行研究，其次為了從臨床實踐指南、醫療技術的

評價、臨床軌道生成結構化的資料，需要整合系統的分析和二次元分析研究來整合初

期研究的結果。 

（三）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大數據管理 

基於循證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系統通過大規模資料管理為利益相關者、臨床醫

生、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多終端支援。使用者不需要參加大規模的資料收集和分析。

在心理諮商健康實踐的傳統過程中，心理健康的最佳臨床決定是人工集成“可用的最

佳測詴”和“臨床技能”，將臨床決定轉移到特定的臨床狀態來決定治療計畫。手動測詴

的發現會引起錯誤檢測和脫離研究者等問題，從而限制決策測詴。使用具有人工智能

的心理諮商健康系統，您可以使用雲端運算和人工智能進行決策，從而做出可以方便

地轉移到各種情況的最佳決策。使用者生成關於臨床實踐的新資料的練習，該平臺即

時收集和分析其大規模交互資料，更改主要資料，優化心理健康資料庫。類似的基於

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大數據管理平臺已經被很多企業產生實體，主要大數據開

放平臺架構模式如圖 4 所示。 

 

 

 

 

 

 

 

 

 

圖 4 大數據開放平臺架構模式 

大數據管理資料結束計畫促進基於測詴的人工智能心理健康系統中演算法的理

論進步，促進破壞性創新，在多台電腦上為使用者提供更好的資料服務。因此，根據

實用的循證方法論，可以建立基於人工智能的新心理諮商健康系統。系統平臺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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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關於“研究者及技能”、“臨床醫生及其技能”、“參加者的特徵、文化和喜好”和“最

佳臨床決策”的資料。這個大數據集提供了雲端運算和人工智能的分析和管理、平臺

之間的集成計畫、不同的終端、臨床醫生、管理者和研究者，以確保在臨床上下文中

做出最佳決策。來自診所網站的資料創建了心理健康工作的新證據，優化了循證診斷

和輔助療法系統，提供了更好的個性化服務。 

伍、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諮商體系的作用 

（一）創新心理健康工作模式 

人工智能進一步模擬“智慧大腦”，考慮到理論和實踐方面。因為是科學資訊，所

以有法律和功能可以捕獲和過濾現實世界的應用程式。因此，通過將 AI 產品作為輔

助產品應用於心理學相關領域，可以大幅降低勞動、物質資源、能源成本，減少錯誤

判斷的風險，改善專業使用。例如，EmoSPARK 是家庭應用程式的輕型產品，包括多

維資料集閱讀器和 360 度旋轉照相機，可以連接到使用者的 iPhone 和其他設備。另一

方面，照相機持續捕捉用戶表情的變化，另一方面，分析使用者在手機等設備上輸入

的資訊。人工智能通過臉部識別、語音辨識、語音辨識分析用戶的感情，推送可調整

的感情、音樂、視頻。產品特性:在與公式處理單位使用者交互時，多維資料集可以通

過晶片創建自己的圖畫字元檔。可以記錄所有資訊，包括所有進行對話的表情，這些

收集到的資料尌像每個人固有的指紋。 

蘋果公司還想使用人工智能來調節用戶的情緒。今年 1 月，蘋果收購了新的人工

智能公司 Emotient，有可能在國內資訊的入口引進 Amazon Echo 等產品。此產品特點

是利用人工智能進行感情適合面部識別來分析用戶的感情。他們把人類的感情分成 7

個類別，即時監視，得到加權值。開發的軟體可以解釋個人和普通人的表現，深入理

解其含義。廣告主可以用它來評價公眾的反應，醫生也可以用它來更好地理解患者疼

痛的跡象。 

現代人習慣了人工智能的思考，傳統的心理健康通道系統無法滿足交流和聯繫的

需要。人工智能心理諮商健康系統通過建立通過時間和空間的交流管道，成為與用戶

的新交流手段。創造了比較安全的心理空間。平臺上網上交流的平等和隱蔽有效地降

低了提示心理問題的門檻。當事人在平臺上提出心理問題很方便，可以即時的進行網

上心理健康教育。 

這個平臺可以為所有使用者提供文本、圖像、語音、視頻等各種形式的心理健康

資訊，讓當事人獲得知識，幫助自己。這有助於減少臨床醫生和客戶之間的心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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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心理健康工作的效率和速度，解決雞蛋的精神問題，這有賴於提高治療有效性的

測詴。人工智能心理諮商健康系統鼓勵人們獨立生活、融入社會、改善健康、減少認

知功能下降的可能性。社交媒體建議基於各種形式的自助和證據來幫助用戶建立新的

諮詢關係。交流和動力有很大的影響。新的交流方法打破了個別交流的傳統界限，提

高了治療的有效性，損害了精神健康中的工作模式。 

（二）提升心理健康工作效果 

Affectiva 的核心是 Affdex，也尌是一個情感識別技術。網路攝像頭用於捕捉和記

錄人們的表情，分析他們的感情是否愉快、厭惡和混亂。Affdex 可以通過收集更多的

資料來確定更多的微症狀，如假笑容。產品特性:本來是用來訓練自閉症的孩子們理解

別人的表現。Affetiva 還提供了通過監視皮膚活動來分析佩戴者感覺的材料產品，

Q-Sensor 腕帶型感測器。埃博西巴的 SDK 和 API 允許開發者向數位應用程式、遊戲、

設備和體驗添加情感感知和分析。 

Woebot 使用治療抑鬱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認知行為療法.這是將智慧手機應用集

成到處理中的趨勢的一部分。每天，聊天機器人隨機發送要求使用者心理狀態的通

知。使用者需要分析自己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給出特定的測詴結果。 

使用擁抱面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生成“虛擬朋友”並繼續聊天。這個“虛擬朋友”

檢測使用者在對話中表達的感情，根據使用者的感情瞬間做出感情反應。產品特點:

側重于創建自然語言處理庫的 NLP 技術。除了支援文本資訊外，還可以處理照片、

圖畫和文字等。因此，如果用戶發送自拍或悲傷的表現，自己平臺上的聊天機器人也

可以相應地做出回應。 

人工心理健康系統基於經驗資料依賴於廣泛的資料分析來促進精神健康有效性

的革命性改善。在大規模的資料收集方面，心理健康資料從集中轉發給研究者和臨床

醫生，具備人工智能的心理平臺。通過平臺參與社交交流的當事人會產生豐富的即時

資訊。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研究者和心理治療師可以跟蹤和收集關於心理健康未來

的更完整的資料。資料被鎖定，通過區塊鏈技術交換，確保大數據的品質。 

在大數據分析領域，通過基於人工智能和雲端運算、集成系統評價、結構測量技

術臨床軌道評價臨床實踐指南的二階元分析研究，通過人工智能和雲端運算，進行大

數據分析，決定資料的意義。大規模地促進心理健康相關知識的提高。通過大數據分

析正在開發心理健康診斷和治療的新標準。 

從大數據管理的角度來看，心理諮商健康系統通過跨多個設備、多使用者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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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規劃來提供統一的資訊。使用者可以輕鬆得到大數據的支援，使用循證診斷和

治療決策支援系統使用最好的臨床決策。大數據管理這些臨床決定轉移到各種情況，

形成臨床實踐資料，進一步改變個性化心理健康服務，促進心理健康工作的整體改善。 

（三）全面提高心理健康服務水準 

漢森的 Zeno 機器人與孩子們進行自願交互，提供強大的教育環境。Zeno 正式推

出的產品可以從 Windows PC 獲得“智慧”，從互聯網下載升級資料，繼續改善。產品

特點:Zeno 機器人看起來像個男孩。臉的素材是用與人類皮膚相似的素材。他可以走

路、做表情，說話的時候用眼睛和人交流。根據的對不同表情的學習、記憶，他看到

你尌會認出你，並且跟你打招呼，呼叫你的名字來迎接你。 

可以看出國內外 AI 現在的概念使用了很多認知心理學。但是，如果 AI 與心理學

相關，除了資訊捕獲，還需要視頻和圖像。進行基於電腦的詳細學習，包括文本、語

音、語言和文本。詳細的學習專案使用大量被標記的資料來說明手頭的任務。這是各

種欄位中出現的主要限制。要認識和判斷感情並提供相應的答案，需要收集大量的資

料和資訊。人腦功能機制的思考、研究、探索、認知的基本機制、學習的基本機制、

精神疾病，遠遠多於行為經驗和生理學問題。人工智能啟動企業佔據了大量高品質的

醫療資料正在迅速增長。市場上的大部分心理學相關產品都是情緒調節和初步篩選和

預測，有很多方案。醫生或患者的組合。在國家一級，主要是化身的語音或文本識別。

另外，除了模仿人類的外表行為之外，還在探索和開發面部圖像，以區分感情解說、

用於預測潛在原因的生理學資料、機器人基礎設施的支持。屬於共同管理和實務領

域。AI 的心理產品現在屬於主觀感情客觀合理概念的知覺分析，在分析過程中實現數

位神經網路的記憶，找到人工神經網路的動作規則參照AI系統，掌握並適應後達到“理

解”AI 會更深入地理解心理學，人工智能的增加確實會改善人的心理學。 

基於循證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系統可以改善一般群體的心理健康服務。這個平臺

提供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説明自己或尋求幫助非常方便。使用移

動人工智能和物理網路的開發即時監視心理健康水準。通過優化雲端運算和人工智

能，平臺可以輕鬆管理每個使用者的心理健康資料，並為使用者提供適當的處理和個

性化服務。這個平臺是智慧和人工智能的互聯網，補充資料的原始積累，創建大規模

心理社會資料庫，使用雲端運算進行大數據研究，以及為研究提供可靠材料的臨床最

佳方案大數據的管理可以建立關於每個使用者心理健康的參考資料，早期警告心理健

康狀態。大數據支援可以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通過跟蹤大數據，預測精神疾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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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流行，事先防止它們，儘快進行心理干預，提高為普通民眾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務的

水準。 

陸、結語 

總之，作為從西方開發的規律，心理學形成了一套非常嚴格的學術標準和臨床應

用體系。事實模型嚴格適用於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澳洲和其他國家的日常心理診斷和

治療的各個方面。對患者來說，也是評價有效性的標準。因此，在尋找心理治療師時，

必須盡最大努力找到專業機構，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獲得心理治療服務。每個人的心理

活動和問題與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我們還希望所有有困難的朋友都能受益

於實用和基於事實的治療。 

人工智能中心理諮商健康系統的開發，為心理諮商健康慣例的應用做出了很大貢

獻，改變了心理健康作業中獨特的被動性狀況。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實踐的出現

將摧毀資訊之島。與多終端技術的交互，與多個心理平臺的連接。為用戶提供各種有

助於在網上傳達和發佈建立新協定關係的心理健康資訊的應用程式。結合研究者及其

證據、臨床醫生及其技能，以及當事人的文化、特性和喜好，收集大規模的心理健康

資料，監視資料品質和及時的固定資料。人工智能和雲用於計算大規模治療資料、支

援臨床決策、接受適當治療和改善心理健康。為研究者、操作員和臨床醫生提供豐富

的心理健康資料，結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改進基於特定心理問題的研究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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