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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现实技术是一场技术革命，其影响逐渐渗透到心理治疗领域，并

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领域被不断拓展，由最

初治疗各类恐惧症，逐渐被用于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性功能障碍、

精神分裂症、幻觉和成瘾等方面的治疗研究。心理治疗和咨询从业者需要紧跟

新技术发展趋势，认真研究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新技术如何用于提高心理治疗

的质量和效率，进而为患者带来新的福祉。本文主要综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心

理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对这一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进行分析

和归纳，并尝试对该技术未来在心理治疗领域中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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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Reality (VR) is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ts influence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domain of psychological therapy, and has achieved some 

effectivenes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psychotherap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from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phobias, to 

the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ating disorders, sexual dysfunction, 

schizophrenia, hallucinations and addi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psychotherapy. Practitioners in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need to keep up with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carefully study how these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sychotherapy, thus bringing new benefits to 

patient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sychotherap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technology,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i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sychotherap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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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通信、信号处理、机器学习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日趋成熟，并

快速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心理治疗行业也必将受其影响。当前的心理治

疗领域即将迎来一场技术革命，原有的心理治疗模式必将受到挑战。心理治疗

从业者需要紧跟新兴技术发展趋势，认真研究这些技术如何适用于提高心理治

疗的质量和效率，进而为患者带来福祉。在这些新技术中，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已经在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诸多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应用，并

且因为该技术所具有的多感知性、逼真的存在感、人机交互性强等特点，已经

被各个学界较为广泛地讨论。当前，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和实践针对虚拟现实

技术在心理治疗行业中的应用，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态。本研究将就虚拟现

实技术在心理治疗行业中的最新应用进行综合，概括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

心理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争议，并就该技术在心理治疗行业中的应用前景进

行分析。

1　关于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仿真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

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合，是一门

富有挑战性的交叉技术前沿学科和研究领域。虚拟现实技术是多种技术的综合，

包括实时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广角立体显示技术，对观察者头、眼和手的跟

踪技术，以及触觉 / 力觉反馈、立体声、网络传输、语音输入输出技术等。虚拟

现实设备按照功能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块：计算单元，显示设备和交互设备。

计算单元用来进行大规模运算，实时输出虚拟环境的模拟信号；显示设备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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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虚拟的环境；交互设备是用户实现与虚拟环境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目前

主要是通过视觉捕捉技术，体感技术，以及其他直接触摸的设备进行。虚拟现

实技术本质上是通过虚拟设备和平台呈现一种身临其境的、模拟的感官体验，

允许用户进行互动，并将感官信息隐藏在真实世界中，从而在计算机生成的环

境中创造出一种存在感。最常见的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使用头戴式显示器 (HMD)

来实现，这种显示器能够创造出立体感的深度错觉。传感器跟踪头部运动并将

其传递给计算单元，计算单元根据用户的运动不断更新显示器上的图像 [1]。

虚拟现实技术被认为是未来引领我们生活的最好的技术之一，当前在世界

许多地方被用于各种目的，也包括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之所以在心理治疗领

域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在于该技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患者很容易接触到心

理治疗的内容，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揭示患者的内心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根

据患者需要，运行虚拟现实治疗与咨询系统，维护成本也很低。治疗师通过虚

拟现实系统内的模块化内容进行重新安排，来实现对治疗内容的各种编辑。这

样的治疗方式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并创建最适合患者的治疗程序。如果心理治

疗师能够掌握目前的虚拟现实技术，知道如何使用各种输出设备，以及熟悉目

前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心理治疗的现状，就能够根据治疗和咨询的需要制作

出贴切的内容，并将其运用于患者的心理治疗过程。

但人们对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兴趣并非始终如此浓厚。在 2010 年

之前，由于技术发展因素的制约，虚拟现实技术并未大规模应用于心理治疗行业，

为数不多的心理治疗应用在虚拟内容和体验上也不尽如人意。在人们对虚拟现

实产生浓厚的兴趣后，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相关研究和开

发仍在继续。随着设备成本的降低和硬件规格的改进，以及应用程序不断扩展，

才最终促使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越发被重视。最初，虚拟现实主要被用

于治疗简单的恐惧症，尤其是恐高症、飞行恐惧症、幽闭恐怖症、特定对象恐

惧症（如蜘蛛）等；后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领域被不断拓展，

截至目前，已经被用于进行社交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饮食障碍、性功能障碍、

精神分裂症、幻觉和成瘾等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关于虚拟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

研究文献较过去也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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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应用中的最新进展

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在进行诸多心理治疗时并不一定要有现实中的

场景或对象参与，只需要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由于其对象、场景或事件都是虚

拟的，这种虚拟不仅能够针对患者当前问题，还可以对患者过去和未来的场景

进行虚拟，并且创设这些场景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于传统

心理治疗的治疗模式，对于患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参与过程和游戏的

过程有些类似，因此有时将这种治疗方法称为严肃游戏（Serious game）。当前，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理论基础也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和深化，从最初的条件反射模型开始发展到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等。目前，

除了早期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较多的焦虑障碍的治疗，该技术还被用于创伤后应

激障碍、强迫症、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成瘾行为等多个新的

领域，并业已取得一定的进展。

2.1　广泛运用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治疗各类焦虑障碍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领域，最初是被用于治疗焦虑障碍，尤

其是特定对象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应用较多。直到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

心理治疗中的最广泛应用领域仍然是焦虑障碍。焦虑障碍主要是以焦虑、恐惧、

紧张等体验和表现为特征的一组心理障碍，包括分离焦虑障碍、特定恐怖症、

社交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广场恐怖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物质 / 药物所致的焦

虑障碍等多种亚型 [2]。早期在焦虑障碍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往往局限于特定对

象恐怖症，这类恐怖症又可以按照刺激源划分为动物型、自然环境型、血液注

射损伤型、情境型恐怖症等，如恐高症、飞行恐惧症、幽闭恐怖症、蜘蛛恐惧

等。焦虑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发病率约为总人群的 5‰，终生患病率约

为 29%[3]。焦虑障碍的主要治疗方法是采取暴露疗法进行。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建恐怖刺激并进行暴露治疗 (VRET) 的研究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 [4]。从本质上讲 VRET 能够对暴露刺激、暴露量等要素进行绝对控制，

解决了许多传统暴露疗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刺激可能不方便获得 ( 例如飞行

恐惧 )，很难获得某些对象和难于维护 ( 如在不同季节寻找大小不一的蜘蛛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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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合适的曝光机会和演讲 ( 例如 , 公开演讲的观众 )。因此，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可以方便快捷进行情境和对象模拟，与面对相同的现实刺激相比，VRET 也能

减少恐惧和焦虑。VRET 的主要原理建立在恐惧的条件反射模型基础上，在这种

模型中，消退学习涉及到条件恐惧反应减少或被抑制的过程。VRET 的具体操作

是将患者暴露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生成的恐惧对象或场景中，逐步降低患者的

恐惧或焦虑感，并在暴露后辅之以认知行为疗法和心理教育等。对于较重的患者，

则配合药物治疗进行，再进行虚拟现实环境的暴露。考虑到过去研究中用于生

成 VR 的硬件在计算能力和显示技术方面的局限性，现在各类虚拟现实暴露疗法

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虽然目前仍需要更大的研究样本和更精确的治疗效果

评估 [5]。

当前，这些传统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证明了该

技术的有效性，在治疗焦虑障碍方面的效果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巩固。近年来，

诸多研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治疗焦虑障碍都显示出该技术有着较好的疗效。虚

拟现实技术在虚拟恐惧对象方面可以变化万千，这种变化可以远远超出在现实

生活中可以实现的。除了尺寸、类型、颜色、距离等参数外，虚拟现实设计师

还可以选择改变真实度，并指定详细的刺激行为。比如在针对蜘蛛恐惧症中，

心理治疗师可以设定不同的暴露层次和暴露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呈现给患者。

比如有研究者针对蜘蛛恐惧症设计了不同的暴露层次结构，其中第一步是一个

蓝色的、微笑的、没有威胁的蜘蛛，它戴着头盔，穿着粉色拖鞋，确保即使是

极度恐惧的用户也能完成第一个暴露任务。在之后逐渐将更为逼真和恐怖的蜘

蛛呈现给患者，经过反复的暴露练习，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恐惧反应 [6]。在治

疗广场恐惧症方面效果也非常显著。比如有研究在广场恐惧症中引入了虚拟现

实技术，将被试分为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疗组、帕罗西汀联合认知行为治

疗并运用虚拟现实暴露组、以及帕罗西汀药物组，前两组接受 11 次认知行为治

疗，其中一组接受 4 次虚拟现实治疗。每星期治疗一次，为期 3 个月。结果显

示，三个治疗组均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联合治疗组显示出更大意义上的改善。

面对恐惧刺激，运用虚拟现实暴露技术组表现出的改善是最大的 [7]。

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提高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社交技能训练效果。社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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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训练是治疗社交焦虑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者 (Reichenberger et al., 2017) 运用虚

拟社交场景进行社交焦虑障碍治疗的研究表明，虚拟社会交互场景可以用于社

交技能训练，而虚拟现实场景中的社交技能训练作为社交焦虑障碍的心理治疗

方法具有很大潜力 [8]。他们在研究中设计了一个虚拟的互动伙伴，并采用两种

虚拟现实场景对参与者进行自信心训练，并对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群体与

其互动过程中的焦虑状况和生理反应等指标进行记录。结果显示，两个群体与

虚拟互动伙伴的目光接触时间不同，高社交焦虑组在评估自我能力时有更高的

焦虑和消极扭曲的自我评价，但通过虚拟现实社交训练都可以降低其焦虑程度，

对于高焦虑组患者来说效果更为明显。此外，还有研究基于移动端的虚拟现实

暴露疗法来帮助患者减少在公共场合演讲时的焦虑感。研究者利用移动端创设

一种 360°实时录制的虚拟现实环境，然后将患者暴露在不同等级的虚拟公共场

合环境中，最终发现虚拟现实暴露疗法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在公共场合演讲的焦

虑水平 [9]。

虚拟现实技术有时和增强现实技术（AR）一并使用，比如对幽闭恐惧症的

治疗。现在已有研究发现两个技术在心理治疗方面各有所长，结合在一起使用

会更有效。幽闭恐惧症是一种焦虑障碍，其特征是害怕封闭的空间。虽然药物

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症状，但一旦停药，效果会迅速消失。许多研究表明，心理

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比单纯使用药物更有效。当前在心理治疗中，可以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治疗幽闭恐惧症。幽闭恐惧症的治疗需要事先触

发患者的恐惧感，现实条件中的触发对于治疗师来说较为困难，但通过虚拟现

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快速刺激患者逐渐触发焦虑，进而进行治疗。有学者（Tsai 

et al., 2018）建立了符合幽闭恐惧症特征的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环境，

在治疗中首先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幽闭恐惧症的诊断，通过实验过程对两者进行

比较，检验 VR 和 AR 环境是否具有同等的诱发参与者焦虑的能力。结果显示，

实验设计的 VR 系统和 AR 系统都能引发焦虑体验。AR 环境给参与者带来了更

强的体验，引起的生理反应比 VR 环境更明显，但 VR 环境下的焦虑感明显高于

AR 环境 [10]。表明虚拟现实技术所创设的场景有助于诱发患者的幽闭恐惧反应，

为进一步的心理治疗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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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VRET 的应用领域从焦虑障碍拓展到创伤后应激障碍

当前，在心理治疗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最多的领域，是运用 VRET 进行焦

虑障碍的治疗，由于 VRET 被诸多研究人员和心理治疗从业者认为切实有效，

该方法的应用领域也从焦虑障碍不断拓展到其他心理问题，从目前已有研究和

实践来看，VRET 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方面也是有效的。PTSD 的治疗

一直是心理疗法变革的重点领域，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治疗方法也开始出现。

由于 PTSD 发生在具有强烈冲击性的创伤事件之后，患者往往出现强烈的恐惧、

无助或惊恐体验，其核心症状还包括创伤性再体验、回避和麻木、警觉性增高等，

导致患者常常会闪回创伤性的场景。传统的针对 PTSD 的心理治疗方法，如精神

分析、认知行为治疗等，往往需要通过谈话帮助患者回到过去创伤场景，进行

情感宣泄和再建构，具有一定挑战性，回到过去场景也仅限于患者想象。而虚

拟现实技术则能够在感官体验上完整模拟创伤场景，VRET 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

碍中开始得到应用，并开发出一些新的治疗方式和方法。虚拟现实有潜力增加

PTSD 患者在创伤事件和会话中的注意力，并促进他们的记忆检索。多感官的信

息输入，如图片和音效可以强化患者个性化的体验。在虚拟现实治疗中，患者

的身体在面对创伤事件时会增强其恐惧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暴露会出现消退，

对他们的反思性思维以及具体认知都会产生积极影响，为患者通过接近创伤记

忆的线索来减少回避反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学者（Nijdam & Vermetten，2018）开发了一种在虚拟交互环境中建立认

知 - 运动的新方法。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基于记忆再巩固理论和认知具体化，

将向前运动作为增加患者暴露于创伤事件影响的重要因素，允许患者“步入过

去”[11]。这种将患者暴露于虚拟的创伤事件的做法，使得患者能够接近过去的

创伤事件，患者的行为反应也与通常使用的回避反应完全相反，从而使得患者

能够产生新的发散性思维。这种做法有助于增强患者的个人效能感和自我反省。

这种治疗效果是由患者在虚拟现实中的高情感投入产生的，能够给患者带来康

复。还有学者（Van Gelderen et al., 2018）发展了针对 PTSD 的双注意任务，可以

进一步促进新的学习和巩固。这些策略被整合在一个称为多模块动作辅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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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敏和再巩固模型中 (3MDR) [12]。在这种创新的治疗中，治疗环境从面对面的

久坐状态转变为并排的激活情境，患者在虚拟环境中走向与创伤相关的图像。

3MDR 的框架是为难治性 PTSD 患者设计的，但这种治疗方法明显具有一些新颖

元素，如激活创伤场景、个性化定制治疗过程等。患者在回到过去创伤性的场

景中时，也更为安全。在传统的暴露疗法中，心理治疗需要监测和纠正治疗过

程中微妙的安全行为，在 VRET 中，实时监控和交互反馈可以作为暴露任务的

一部分，从而更为安全。VRET 也可以引入一定的安全行为，比如可以通过适当

的、互补的认知治疗成分来应对。例如，心理治疗师可以强调只有患者的恐惧

反应是真实的，而不是反应的刺激 [13]。虽然这一创新框架是为那些对标准化治

疗没有很好疗效的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开发的，但它也能用于其他患者群体和

PTSD 患者早期治疗。

2.3　虚拟现实技术开始用于更多类型的精神疾病

虚拟现实技术除了应用于上述两类心理问题外，其应用领域在近年来不断

扩展，相当多的研究和文献开始出现。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虚拟现实技术已

经作为一种尝试，开始应用于包括注意力缺陷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

强迫障碍等问题。这些精神疾病治疗中。虽然主要操作方法仍然是将患者暴露

在具体场景中，但该技术已经作为一种新颖的手段应用于新的治疗领域，并发

展出各类的治疗方法和手段。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针对各类心理问题基于虚

拟现实技术开发了一些全新的心理治疗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虚拟现实技术在治疗进食障碍方面开始发挥作用。有研究者认为，虚拟

现实治疗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工具，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暴露并习惯强烈参与

体育活动的冲动，并最终改善自我的身体形象（Marco et al., 2013；Paslakis & 

Fauck，2017）。身体形象障碍是饮食障碍的重要维持和预后因素，在传统的采

用认知行为疗法 (CBT) 对进食障碍进行治疗过程中，如果在常规治疗方案中加入

虚拟现实技术，那么对处理患者的身体形象干扰具有优势，接受虚拟现实治疗

的患者比未接受该技术治疗的患者改善更多，在治疗后和一年的随访中都保持

了改善 [14]。虚拟现实技术还能够培养人们积极锻炼的习惯，进而控制急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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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并改善进食障碍 [15]。急性运动冲动是饮食障碍患者的一种相关临床现象。

研究者 (Paslakis et al., 2017) 以女性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和女性神经性贪食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采用虚拟现实慢跑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高度沉浸式的暴露环境。

患者被要求评价他们在暴露过程中强烈的运动欲望。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份自我

报告问卷，以了解被试在运动时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强烈冲动。结果显示，

暴露在这种虚拟现实环境中会使人养成积极锻炼的习惯，并培养人们积极运动

的主观意愿。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了重大的挑战。虽然现

在已经有许多药理学和心理社会层面的干预措施，但许多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

者会持续遭受精神病症状，特别是听觉语言幻觉 (AVH) 的困扰。这种未被满足

的临床需要呼唤创新性的治疗方案，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为此提供一定程度

的帮助。最近，一种使用计算机技术的心理治疗显示了对 AVH 患者所具有的巨

大治疗效果，它使患者能够通过计算机演示自己的声音进行自我对话（du Sert et 

al., 2018）。使用沉浸式虚拟现实对 AVH 患者进行治疗的结果表明，虚拟现实

疗法可以有效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 AVH 相关的痛苦，对 AVH 的严重程度、抑

郁症状和生活质量有显著改善，对嗓音相关的精神分裂治疗效果尤为显著 [16]。

表明虚拟现实疗法是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难治性 AVH 的新方法。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是一种高度流行的神经发育障碍，并对患者的社

会功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也很低，并给个人和社会两方面

造成巨大的治疗成本。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有研究者（Serra-Pla et al., 2017）基于虚拟现实和正念技术开发了一种治疗成人

ADHD 的方法，在保证一定治疗效果的同时，还能够增加治疗依从性，并降低

治疗成本。该方法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了一套虚拟的正念系统，将患者置于虚

拟的场景中进行治疗并追踪治疗效果。研究发现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治疗能够

有效改善 ADHD，降低患者的抑郁、焦虑，提升其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并认

为 ADHD 的治疗必须使用有效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方式有时对患者缺乏吸

引力，而虚拟现实治疗能够作为传统治疗的替代方法，对患者来说疗程更短，

也更具有吸引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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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生群体中，网络成瘾和物质成瘾行为越来越普遍。迄今为止，这些

障碍仍在使用认知行为疗法等传统心理疗法进行治疗。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

将各种其他疗法与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起来，试图尽可能地降低辍学率，并使这

种干预措施更适用于以青少年为主的成瘾群体，其中一项技术就是虚拟现实技

术，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以治疗网络成瘾。到目前为止，在韩国已经有一项研究

证明了虚拟现实疗法在治疗网络成瘾方面与认知行为疗法的疗效相当（Zhang et 

al., 2017）[18]。近年来，虚拟现实在物质成瘾治疗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

基于虚拟现实的线索暴露技术，能够融合近端及远端场景线索的复杂虚拟线索

环境，可为物质成瘾患者提供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的治疗方法，以及标准化的

系统治疗平台 [19]。利用虚拟现实获得增强的线索反应模式 , 能够提高患者渴求

评估的生态效度，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呈现高危复吸情境，进而为患者提供应

对技能训练。

还有学者的研究（St-Pierre-Delorme & O'Connor，2016）证实了虚拟现实技

术在治疗强迫性囤积症治疗中的有效性。该研究在强迫性囤积症的治疗中添加

虚拟现实技术，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参与者接受实验。显著性

差异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卧室杂乱程度趋于减少。此外，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还能够帮助强迫性囤积者对他们卧室中的杂物采取行动，虚拟环

境的创建可能对强迫性囤积的治疗是有效的 [20]。

3　虚拟现实技术在当前心理治疗应用中的争议

新技术可能对心理治疗在三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心理治疗的机制和过程、

心理治疗培训和反馈，以及新技术介入治疗的模式 [21]。目前看来，虚拟现实技

术已经对心理治疗的这三个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任何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在某

个相关领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虚拟现实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到心理治疗过程中，

也充满了争议和质疑。目前对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应用中的争议主要有：

3.1　对心理治疗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治疗效果存有争议

一般认为，心理治疗需要的是心理治疗师的个人努力。因此，将现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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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治疗必须充分利用并提高治疗师的个人能力（Imel et al., 2017）。单纯运用

新技术，忽略治疗师自身的能力和素养，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颠覆性的疗效。以虚

拟现实技术最早应用的缓解患者躯体疼痛为例，其效果也受到一定的质疑。有学

者的研究发现（Herrador & Perez，2018），50%~85% 的截肢患者报告有幻肢疼痛，

但其有效性仍然存疑。他们检索了截至 2017 年 4 月的相关治疗文献，采用量表评

估每项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和内部效度。研究结果显示，虚拟现实等技术虽然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幻肢疼痛，但支持其有效性的科学证据依然有限 [22]。

在心理治疗领域同样有着类似的质疑。Hirsch（2018）认为，美国和欧洲的

焦虑症发病率很高，包括特定的恐惧症和恐慌症。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系统脱敏、催眠、体内暴露、虚拟现实暴露等多种治疗方式已得到应用，但在

他看来，没有一种模式是完全成功的 [23]。在特定的恐惧症和恐慌障碍的治疗中，

结合心理疗法的尝试是有限的。目前所采取的心理治疗方式，仍然主要是通过

系统脱敏、认知行为疗法与催眠疗法相结合等传统的方法，虚拟现实技术仅仅

是一个辅助手段，甚至由于资源有限，很多时候患者体验并不良好。另外，从

目前看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有效性，主要集中体现在焦虑障碍的

各种亚型的治疗上，对其他心理和精神疾病的疗效仍需要进一步评估和验证。

3.2　心理治疗师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存在诸多困难

在心理治疗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需要一定的场地、设备和技术人员。在

运用之前必须根据患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创建适当的内容、图像和场景。而这

些内容的开发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仅仅运用现成的一些资源和内容往往无法

满足患者具有个性化的心理需求。虚拟现实治疗还面临着缺乏专家开发人员的

问题。因此，对于一般的心理治疗机构来说，往往缺少专业的计算机专业人员

进行相关内容和资源的创建。比如社交焦虑障碍往往需要使用虚拟人物 ( 化身 )，

但现有的角色都是标准化、示意图化的，并且它们的交互能力也非常有限。开

发高度交互的、具有个性化的角色显然不是易事。

不过令人兴奋的是，心理治疗师对于虚拟现实技术显然是持支持和拥抱态

度的。虚拟现实在治疗许多心理问题方面的有效性，以及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进展、争议与展望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5018

· 224 ·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2019 年
第 1 卷第 5 期

已然吸引了一些心理治疗师的关注。然而，心理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使用虚拟

疗法的好处和成本的认知，他们仍然知之甚少。有学者（Schwartzman，Segal & 

Drapeau，2012）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已经证明

了虚拟现实在治疗一些精神病理方面的有效性，但它在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中仍

未得到充分利用。心理治疗师不愿使用这项技术的原因，主要是缺少使用虚拟

现实技术所需的专业培训、设备，以及财务成本上的负担较重，另外，这些心

理治疗师对虚拟现实的各种好处和应用也不熟悉 [25]。

3.3　心理治疗中虚拟患者创伤场景存在伦理上的争议

虚拟现实技术还会带来一些伦理争议。美国心理协会 (APA) 伦理准则对心

理治疗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相关伦理缺少规定。不过根据 APA 的说法，“在

那些还没有普遍认可标准的新兴领域，心理学家仍然需要采取合理的步骤来确

保他们的工作胜任力，并保护客户 / 患者、学生、监管人员、研究参与者、组织

客户和其他人免受伤害” 。因此，虚拟现实技术目前可能将心理治疗师置于一

个灰色地带，脱离了心理咨询和治疗伦理的管控 [26]。当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采

取虚拟现实治疗技术为患者进行治疗时，必须坚持治疗师不能伤害患者的伦理

准则。为此，当新兴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心理治疗时，这些应用程序或场景

必须要经过专业心理人士的审核和评估。

但现实操作中显然并非如此。比如针对 PTSD 的 VERT 治疗，不同于患者主

动在脑海中回忆一些创伤性场景，虚拟现实场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剧烈的冲击，

过于真实诱发这些场景会给患者和治疗师双方都带来挑战，处理不当时会对患

者造成伤害。另外，虽然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可视化了以前看不见的心理治疗场

所，实现了一种医学上的愿望，但这种可视化也使心理治疗成为一种监视模式。

有研究者（Crawford-Holland，2019）将这一创新性的心理疗法置于两个技术史

的交汇点中进行分析，认为虚拟现实暴露疗法的产生，是军事娱乐综合体的工

业史以及将精神分析和计算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史的交汇点，它们都希望将这

种思想正式化。但这两段历史都无法从他们维持的暴力项目中剥离出来，因此

质疑了这种将心理治疗可视化和虚拟化做法的意义，并认为虚拟现实暴露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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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军事化的世界观来处理创伤的 [27]，有违心理治疗伦理对于患者权益的相

关保护和规定。

3.4　前虚拟现实技术仍存在大量需要改进的地方

目前的显示技术和计算能力还无法提供足够逼真的环境，用户在使用虚拟

现实设备时的眩晕感目前还无法完全避免，有些虚拟现实令人感到眩晕恶心，

舒适度差。不少设备甚至没有头带的设计，除此之外，设备透气性也是一个问题。

由于非常逼真的模拟动作和场景，虚拟现实可以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在模拟飞

行中，参加人员经常遭遇“模拟眩晕症状”，而在早期虚拟现实设备和虚拟现

实心理治疗中，也经常出现“晕屏”(Cybersickness) [28] 现象，晕屏是虚拟现实

暴露疗法的一个重要的负面作用，往往会导致患者在治疗时退出。尽管延时滞

后和应用设计都会大幅减少这种情况，但其依然时常出现。另外，当前的虚拟

现实资源相对较少，可用于心理治疗的资源更少。

4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发展前景

按照目前虚拟现实行业的发展，未来必将呈现蓬勃发展之势。2018 年，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就加快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推动虚拟现实应用创新，

培育信息产业新增长点和新动能，提出一系列意见 [29]。《意见》认为，全球虚

拟现实产业正从起步培育期向快速发展期迈进，我国面临同步参与国际技术产

业创新的难得机遇，但也存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内容与服务较为

匮乏、创新支撑体系不健全、应用生态不完善等问题。由此可见，国家层面上

认为虚拟现实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并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方面予以了政策上的

支持，国内外众多科技企业也将虚拟现实作为自身未来发展的重点，相信会出

现一个井喷时期，并会对心理治疗行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近期已经可以初见端倪，首先是随着大规模虚拟现实设备的量

产和技术的提升，虚拟现实设备的成本在最近已经显著下降，使其在临床研究

和实践中使用的成本明显降低。例如，市面上已经出现可以与智能手机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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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一起使用的虚拟现实系统，价格能够被一般心理治疗机构所接受；诸如此

类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为虚拟现实暴露疗法的传播和获得设备提供了更多机会。

近年来，关于虚拟现实软件也有了显著的改进，提高了可用性和潜在的患者体验。

如前所述，围绕特定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虚拟现实治疗可能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但更多的研究证明该疗法的疗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并且已经在更多心

理治疗领域开始凸显其价值。但所有基于虚拟现实的心理治疗，都需要开发相

应的虚拟对象或场景资源，因此，丰富、合适的内容开发将是虚拟现实治疗未

来发展的最佳方式，也是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心理治疗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预见的是，心理治疗师和心理治疗行业对虚拟现实技术是持欢迎态度

的，该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将不断拓展。当虚拟现实技术不断发展时，且

其对心理治疗不断产生积极影响时，将能够改善心理治疗师对虚拟现实技术的

态度，而态度的改变将会推动心理治疗师更多地采取虚拟现实技术。有学者对

心理治疗师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24]，主要评估他们对在心理

治疗中使用虚拟现实的潜在好处和成本的看法。结果表明，心理治疗师认为虚

拟现实潜在的利益大于潜在的成本。治疗师关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知识、心理治

疗的理论取向，以及使用虚拟现实的兴趣与其对待虚拟现实的态度有关。心理

治疗师越是了解虚拟现实，认知行为取向，以及对虚拟现实感兴趣的心理治疗师，

越是认为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治疗带来更大的潜在利益 [30]。

VRET 应用于焦虑障碍等心理问题的治疗将会更加普遍和有效，并且将更

会被患者所欢迎。有学者认为 (Rozental et al., 2016)，当 VRET 治疗效果更为有

效时，将能够极大吸引患者选择该技术，如果能够将 VRET 纳入常规卫生保健

设置以及其他心理治疗，那么该技术的发展将会突飞猛进。有访谈研究表明，

治疗师和患者都倾向于在临床环境中积极使用 VRET[29] (Segal et al., 2011)，尽

管对 VRET 存在特定的担忧。与传统的暴露疗法相比，大多数患者可能更喜欢

VRET，这似乎是因为他们认为体内暴露太可怕。随着商业虚拟现实硬件的发展

和开发用户友好软件所需资源的减少，技术问题不应再成为在临床环境中实现

VRET 的障碍。同样，随着普通人群越来越习惯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使用虚拟现

实技术，使用 VRET 对心理治疗师和患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自然。甚至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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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自己都可以进行相关暴露。例如患者通过学习特定类型的刺激唤起恐惧反

应，并相应地调整未来的场景，假设 VRET 应用程序正确地实现了规范暴露治

疗中使用的程序，那么从自助 VRET 应用程序中获得的信息对于患者来说也是

有价值的。

虚拟现实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前景，还包括对患者进行标准化治疗得以实

现，这里的标准化更多的是暴露剂量、反应评估等方面的客观化，这也是虚拟

现实技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具体来说，以虚拟现实暴露疗法为例，虚拟现实

技术可以提供在参与者治疗中进行标准化暴露的剂量，这在传统暴露治疗方法

中是更难以实现的。传统疗法在进行暴露时有时很难控制不同恐惧等级之间的

反应，但是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加持下则非常容易，甚至还会有更加丰富的选择。

虚拟现实还提供了一个机会，包括对心理治疗或实验结果的更客观的评估，如

生理反应，以实现治疗反应的标准化。但目前，这些标准化的研究尚不是很多，

这也是未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的发展方向。

此外，虚拟现实技术在当前心理治疗中的作用通常是治疗的一个方面。以

最常用的虚拟现实暴露疗法为例，完整的心理治疗可能涉及其他几个组成部分，

如心理知识教育、焦虑管理 / 应对技能训练和认知重建等。因此，将完整的心理

治疗过程进行拆解，并评估虚拟现实部分的作用，可能有助于更清楚地描述虚

拟现实在消退训练 / 暴露疗法中的具体影响。目前看来，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对比

研究，将虚拟现实暴露疗法与标准暴露疗法和其他积极治疗方法进行比较，这

样才能最终确定虚拟现实技术的有效性。虚拟现实疗法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比如关于虚拟现实的许多优势和它与消退学习原则的一致性，还没有直接的实

证检验。未来的研究应侧重于评估治疗过程的具体方面，而不是继续强调治疗

结果，并可对虚拟现实暴露疗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虚拟现实提供了一

个机会，进行方法严谨和可控的研究。

总之，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成本的降低，以及更多的科技

公司、科技人员和心理治疗师投入到这一领域中来，基于虚拟现实开发的心理治

疗方案会日臻完善，未来心理治疗中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很可能会持续增加，将

能够为特定对象恐惧症、PTSD 以及其他心理和精神疾病提供高质量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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