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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粤港

澳大湾区研究院、广州波奇亚标准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邮电大学、OrionAI Limited、中山市信

裕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政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希平、王伟、李成明、董延杰、关乐淳、吴锡标、胡文欣、梁锋、段海涵、

何田依依、曾润浩、李喜彤、刘铨权、王茹楠、王健、赵佳、郑建波、邢伟、罗若恒、席小倩、陈嘉欣、

赵文博、Edith C. H. Ngai、田晋宇、宁兆龙、Terry H. S. Chu、罗丙燕、钟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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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中的技术要求，描述了采集数据的处理过程，确立了监测

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25069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7988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9087  健康信息学 健康信息学特征描述框架 

GB/T 40660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保护基本要求 

GB/T 4147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处理安全要求   

GB/T 41786-2022 公共安全 生物特征识别 术语 

GB/T 42135-2022  智能制造 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786、GB/T 39087、GB/T 25069、GB/T 35273、GB/T 37988、GB/T 40660、GB/T 41479界定

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无扰非接触式 undisturbed and non-contact 

不接触参与者并且不干扰、不影响和不破坏参与者的正常状态。 

 

心理状态 psychological state 

个体在一定时间内的心理活动表现，包括情绪状态、认知状态、行为状态、生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状

态等多个方面。 

 

情绪状态 emotional state 

情绪状态是指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的情绪体验，表现为正向（如愉悦、满足）或负向（如焦虑、愤怒）

的心理状态。 

 

认知状态 cognitive state 

个体在特定情境中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心理状态。 

 

行为状态 behavioral state 

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及其变化趋势。 

 

生理状态 physiological state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E42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0947EFE05397BE0A0AF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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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当前的身体功能活动水平。 

 

社会交往状态 social interaction state 

个体在社交场景中的互动行为和心理反应。 

 

心理状态监测个体 psychological state assessment individuals 

通过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方法进行评估的个体。 
注：该术语用于描述接受心理状态监测的所有个体，包括健康个体和患有心理或神经系统疾病的个体。 

 

行为模式分析 behavioral pattern analysis 

通过对个体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识别行为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的过程。 

 

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 multimodal data fusion analysis 

将来自同一目标或对象的多种形态数据汇总，并进行综合处理和分析。 
注：数据包含理信号、面部特征、行为数据等 

[来源：GB/T 42135-2022,3.1,3.2,有修改] 

 

心理状态监测准确性 psychological state assessment accuracy 

检测方法或系统在识别心理状态时的正确程度。 

4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对被试正常的行为活动无干扰。 

采集环境要求 

采集环境条件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d) 环境光照:不大于 3000 lx。 

功能要求 

4.3.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系统应具备采集多维度人体生理信号的能力，采集维度包括但不限于 RGB 图像、深度数据、

红外数据等； 

b) 系统应能够同时对三个及以上目标的数据进行采集； 

c) 系统应能够从三个及以上不同视角同时进行数据采集； 

d) 系统的有效采集距离范围应不小于 10米。  

4.3.2 人机交互 

    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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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显示功能：数据采集系统应配备清晰、直观的显示屏，能够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 RGB 图像、深度数据、红外数据等。 

b) 菜单和操作按钮： 

• 操作界面应提供简洁明了的菜单系统，菜单结构应符合用户操作习惯，便于用户快速找到

所需功能； 

• 菜单选项应采用标准的图标和文字描述，文字应使用规范的中文，必要时可提供英文对照； 

• 操作按钮应布局合理，大小适中，具备良好的触感和反馈机制，按下按钮后应能立即响应

操作。 

c) 数据输入： 

• 支持通过外部设备进行数据输入和操作控制，确保设备连接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 对于通过外部设备输入的数据，系统应能自动识别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d) 数据查询和检索： 

• 提供强大的数据查询功能，用户可根据时间范围、采集点、数据类型等条件进行组合查询，

快速获取所需的历史数据； 

• 查询结果应能以列表、图表等形式展示，方便用户查看和分析； 

• 支持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关键词检索，当用户输入关键词后，系统应能快速定位到包含该

关键词的数据记录。 

e) 报警和提示： 

• 当采集到的数据超出预设的报警阈值时，系统应能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提醒用户注意； 

• 报警信号应具备不同的类型和级别区分，以便用户根据报警的紧急程度进行相应处理； 

• 报警信息应清晰显示在操作界面上，包括报警时间、报警位置、报警原因等详细内容。 

f) 操作提示功能： 

• 在用户进行重要操作（如系统启动、停止、数据删除等）时，系统应给出明确的操作提示

信息，确认用户的操作意图，防止误操作； 

• 对于操作过程中的错误和异常情况，系统应能及时给出准确的提示信息，帮助用户解决问

题。 

4.3.3 检测结果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准确性：数据处理结果应能反映被检测者心理状态。分类结果正确分类率不低于 80 %，量化

指标与专业评估工具测量结果偏差在 5 %以内； 

b) 完整性：结果应包含心理状态分类、量化指标及必要环境因素等信息。报告格式规范，有监

测时间、地点等内容，并附带相关图表； 

c) 时效性：实时监测时，从数据采集到结果输出不超 3 min，批量处理时，根据数据量在合理时

间内完成； 

d) 一致性：跨设备和跨算法监测相同心理状态样本时，结果差异应在 5 % 以内； 

e) 安全性：严格保护数据隐私，对敏感信息加密；结果存储安全可靠，具备备份恢复、防篡改

和防攻击能力，定期进行安全评估与审计 。 

性能要求 

4.4.1 数据采集时间 

从采集目标进入采集区域到离开采集区域，总时长不应超过3 min。 

4.4.2 数据采集范围 

通过采集器有效采集范围的拼接，系统应能在10 m范围内连续采集被试数据。 

4.4.3 数据空间分辨率 

图像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不应低于1920×1080 。 

4.4.4 数据时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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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数据的采集帧率不应低于30 帧/s。 

环境适应性要求 

根据使用环境的严酷等级不同,采集设备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表1所示等级中的一个等级。环境适应

性等级分为3个等级（见表1），在承受各项气候和机械环境试验后,模块应无任何电气故障、结构变形

或接触不良现象每项试验中及试验后功能均应正常。 

表1 环境适用性等级 

项目 

I级 II 级 III级 

额定值 工作时间 额定值 工作时间 额定值 工作时间 

高温采集 55℃ 8 h 70℃ 8 h 70℃ 8 h 

低温采集 -10℃ 8 h -25℃ 8 h -40℃ 8 h 

恒定温热 

采集 

40℃ 

相对湿度 93% 
48 h 

40℃ 

相对湿度 93 % 
48 h 

40℃ 

相对湿度 93 % 
48 h 

电磁兼容适应性要求 

4.6.1 静电放电抗扰度 

应符合GB/T17626.2-2018表1中严酷等级3的要求。试验期间允许功能短暂丧失或降低,试验后应能

自行恢复,不需要操作者干预,检查功能应正常。 

4.6.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应符合GB/T17626.3-2016表1中严酷等级3的要求,试验后检查功能应正常。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小于5000 h。 

安全要求 

系统不能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探测方式。 

5 数据使用 

数据处理 

5.1.1 总则 

对于数据处理者的要求如下： 

a) 从采集数据中提取其他生物特征时，应重新取得被试的单独同意； 

b)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推荐商业化服务时，应遵循 GB/T 35273中对用户画像的使用限制条件，并

取得数据主体的单独同意； 

c) 采用交互式页面（如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机构，应在其交互页

面提供便于数据主体查阅、复制、更正、删除、限制处理、转移个人信息，以及注销账号、

撤回处理个人信息同意等权利的功能； 

d) 应采用不可逆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从视频提取其他模态信息的处理过程，原样本需保证不可

恢复，不可逆定义见 GB/T 40660）； 

e) 应根据业务情况确定数据提供的类型、方式、用途和数量，定义不同级别数据提供安全要求，

数据提供时应告知数据主体有关情况，并重新取得数据主体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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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因业务需要进行委托处理的，应选择具备数据安全保护及处理能力的委托方，应与受委托方

签署数据安全协议，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明确委托内容、目的、双方责任义务。受委托方应

开放相关系统权限使委托方可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监督； 

g) 不应公开涉及隐私的数据信息； 

h) 在数据主体主动分享数据分析结果或动作评分前，宜告知数据主体分享内容中包含的敏感信

息的类型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i) 科学实验场景所处理的数据不应用于商业目的。 

5.1.2 噪声去除 

对数据噪声去除要求如下： 

a) 对于同一场景中包含多个被试情况，应当将被试逐一提取出相应的特征信息，且不可泄漏任

意一位的隐私信息； 

b) 对于同一被试对应的多视角信息，如有缺失视角信息需进行标注并记录，需将各个视角信息

分别存储并注意保护被试隐私； 

c) 对于同一被试对应的多模态信息，如有缺失需进行标注并记录，需将各个模态信息分别存储

并注意保护被试隐私。 

5.1.3 模态对齐 

对步态数据处理者的要求如下： 

a) 对于不同模态，要确保时间维度上对齐； 

b) 对于缺失的模态数据，要通过补全方式补全，同时保证时间维度上对齐。 

5.1.4 文档归整与质量保证 

处理数据时需要编写详细文档，要求如下： 

a) 详细描述采集数据的应用任务、模态、规模以及采集方式； 

b) 说明每种模态的数据格式、文件命名约定以及目录结构； 

c) 清洗数据时应有完整记录，包括清洗规则、影响范围以及变动明细，以保证可审计与可复现； 

d) 详细说明标注的内容、格式和标准； 

e) 明确数据的使用许可和限制； 

f) 处理之后的数据应相应生成新的版本号或有效标识，且原始数据和中间数据版本应保持可追

溯，避免信息丢失； 

g) 数据转换算法或规则应形成明确的文档，记录转换目的、规则来源、主要参数、适用范围等

信息，以供质量审查和后续追溯； 

h) 文档应定期更新并备份，保证版本间差异清晰可辨。 

数据存储流程 

5.2.1 本地存储 

对采集的被试数据存储时的要求如下： 

a) 判别心理状态应用场景不应存储步态样本，仅可在建库时存储步态剪影、步态特征，被试主

体单独同意存储的除外； 

b) 应分别存储步态识别数据与个人身份信息，并采用加密、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 

c) 需要上传原始视频信息时，应采用加密、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并保证原始视频信息的完整

性； 

d) 存储不同模态的步态数据时，应按模态类型分开存储并使用不同的密钥分别加密。 

5.2.2 本地传输 

对采集数据进行本地传输时要求如下： 

a) 对于需实时处理的数据，加入自动重传请求或超时重发策略，确保在出现错误时进行纠正； 

b) 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需确保隐私不能泄露，必要时需进行脱敏或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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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记录所有数据传输的日志，包括访问时间、设备 ID、操作类型等，以便后续审计和溯源； 

d) 若监测产品需要医疗器械认证或工业安全标准认证，需在数据传输链路中做到相应安全控制

和加密措施。 

5.2.3 云存储 

对采集的被试数据传输到数据云存储时的要求如下： 

a) 使用私密的云存储平台； 

b) 将不同模态数据存储在不同的目录中，并加密； 

c) 设置合适的访问权限，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5.2.4 云传输 

对采集数据进行传输时，要求如下： 

a) 传输时支持信息准确性校验机制，实现健康数据的传输准确性保护； 

b) 对于包含被试者敏感信息的数据，不应以明文的形式显示，应采用数据脱敏算法进行敏感信

息保护； 

c) 新业务上线、现有业务发生变更时，对传输安全协议进行鉴定，必要时进行升级； 

d) 数据传输时应及时更新日志，日志内容至少包含日期/时间、事件类型、事件主体、事件描述、

成功/失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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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常见安全风险 

 

A.1 安全风险描述 

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常见以下安全风险： 

a) 在心理状态数据收集活动中,数据主体未被告知心理状态数据处理目的或未表示单独同意即

被收集心理状态数据； 

b) 在心理状态数据存储过程中,心理状态数据处理者未采用有效的安全措施和管理方法,如过度

存储心理状态数据、未采取加密措施等,产生敏感信息数据泄露,非法使用等风险； 

c) 在心理状态数据传输过程中,心理状态数据处理者未采用有效安全措施导致数据被泄露或被

窃取; 

d) 在心理状态特征提取过程中,心理状态数据处理者未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导致提取过程或结

果数据被逆向还原,产生数据主体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 

e) 在步态识别数据处理者委托第二方处理步态识别数据的活动中,未采用有效监控,导致受委托

方产生数据泄露、滥用等风险； 

f) 在步态识别数据公开披露活动中,步态识别数据处理者非法公开披露的风险; 

g) 个人身份信息和心理状态数据在应用界面、网站页面等上展示时,心理状态数据处理者未采用

脱敏、去标识化等安全措施,或超出授权范围展示数据,造成数据泄露的风险； 

h) 心理状态数据处理者未及时删除授权过期数据,或达到业务目的后继续存储数据,造成数据被

恢复、泄露的风险,导致数据主体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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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无扰非接触式心理状态监测知情同意书 

 

B.1 受试者知情同意书 

受试者知情同意书样式如下： 

 

知情同意信息 

签署知情同意书日期:□□□□年□□月□□日            门诊/住院病历号:____________  

知情同意过程记录：  

    □□□□年□□月□□日，根据患者病情，研究者认为该受试者符合精神状态评估模式研发及集成

评估指标测试的信度效度研究的筛选要求，研究者已向受试者详细解释研究具体内容。受试者已阅读了

知情同意书(版本日期:□□□□年□□月□□日) 并了解到研究研究可能的风险和获益。所有研究相关

问题均已得到解答，受试者自愿参加该临床研究，并在开始所有研究步骤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

其中一份已提供给受试者保存，一份由研究中心保存。  

  

研究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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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受试者标准 

受试者入排标准（患者版）模板见表 B.1。 

表B.1  受试者入排标准-患者版             

                                                       □不适用 

 

入选标准 

 是 否 

1.住院或门诊患者； □ □ 

2.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IV 版（DSM-IV）以下诊断

之一：惊恐障碍、广场恐怖症、社交恐怖症、广泛性焦虑障碍；抑

郁发作；躁狂发作（使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6.0.0诊

断，现患）； 

□ □ 

3.年龄 18～55岁（包括 18岁和 55岁），男女不限； □ □ 

4.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 □ 

5.患者本人和或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 □ 

必须全部为“是” 

排除标准 

 是 否 

1. 既往有脑器质性疾病、癫痫病史或有颅脑外伤病史；  □  □ 

2. 以往半年有药物或物质滥用史； 
 □  □ 

3. 伴有严重躯体疾病；  
 □  □ 

4. 高度自杀风险（使用 M.I.N.I.6.0.0 B模块诊断）； 
 □  □ 

5. 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患者； 
 □  □ 

4. 近 3个月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  □  □ 

5. 进行过迷走神经刺激术、脑深部刺激治疗；  □  □ 

6. 红绿色盲（使用色盲检查图诊断）；   □  □ 

7. 研究者认为存在不适合参加本研究的其他情况。 

 
  

   必须全部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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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是否符合入选/排除条件？ 

□ 否，退出试验，并填写试验结束页 

□ 是，请完成此次访视中的评价内容。 

 

受试者入排标准（健康受试者）模板见表 B.2。 

表B.2  受试者入排标准-健康受试者版 

           □不适用 

入选标准 

 是 否 

1. 年龄 18～55岁（包括 18岁和 55岁），男女不限； □ □ 

2. 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 □ 

3. 本人和或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 □ 

必须全部为“是” 

排除标准 

 是 否 

1.目前或既往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IV版（DSM-IV）

任何精神障碍诊断标准（MINI6.0.0诊断） 

 □  □ 

2.既往有独立的睡眠障碍（例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睡

病、磨牙症、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不宁腿及其他睡眠行为异常）； 

 

 □  □ 

3.目前有严重影响心率及呼吸监测的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性发作期、哮喘急性发作期、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心律

失常等疾病； 

 □  □ 

4.既往有脑器质性疾病、癫痫病史或有颅脑外伤病史（出现大于 2

分钟以上意识丧失；）； 

 □  □ 

5.以往半年有药物或物质滥用史； 
 □  □ 

6.伴有严重躯体疾病；  
 □  □ 

7.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患者； 
 □  □ 

8.红绿色盲（使用色盲检查图诊断）或听力障碍（粗测：手指捻动

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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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研究者认为存在不适合参加本研究的其他情况。 

 
  

   必须全部为“否” 

受试者是否符合入选/排除条件？ 

□ 否，退出试验，并填写试验结束页 

□ 是，请完成此次访视中的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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