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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认知神经科学发展非常迅猛，fMRI, PET, EEG/ERP, fNIRS, MEG等都是目前认知神经科

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技术。会议宗旨是交流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推广脑成像技术在高校、医

院等方面的应用。

前几届研讨会于2013年以来分别在黄山、重庆、大连、开封、上海、南昌、苏州、东

莞等地举办，得到了全国心理学和医学界同行的大力支持，参会代表逐年增多，已经成为

我国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年度学术会议。本次研讨会特别邀请心理学和医学中

ERP、fMRI、fNIRS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和青年学者，系统讲解脑成像理论和技术在心理学

和医学中的应用以及国际前沿研究动态，展现当前主要研究方法和进展，为不同单位的学

者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渠道。

本次会议由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委会、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广东省认知

科学学会主办，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协办，在兰州的国泰安宁大酒店举行。

兰州，简称“兰”、“皋”，古称金城，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欢迎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使用ERP、fMRI和fNIRS等脑成像作为技术手段开展科研和

临床应用的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和学生参加会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5%9F%8E/16896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E5%9C%B0%E5%8C%BA/727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9%83%A8%E5%9C%B0%E5%8C%BA/9876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D%E7%BB%B8%E4%B9%8B%E8%B7%AF%E7%BB%8F%E6%B5%8E%E5%B8%A6/10172695


‖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会议手册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

2023年05月12日-14日 兰州

一、会议简介

由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

术专委会、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广州华商学院神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协

办的“第十届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研讨会”将于2023年5月13日～14日在兰州举行，5

月12日为会前工作坊（元分析/近红外）。

以fMRI、EEG/ERP、MEG、PET、fNIRS、TMS等重要技术为核心，认知神经科学在国

内外学术界正迅猛发展。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交流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推动脑电、脑成像等

技术在科研、临床等方面的应用。从2013年起，前九届研讨会分别在黄山、重庆、大连、

开封、上海、南昌、苏州、东莞等多地成功举办，得到了全国心理学和医学界同行的大力

支持，参会人数逐年增多，已成为我国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年度学术会议。本

次年会再次荣幸地邀请到多位知名专家和青年才俊，为大家介绍使用脑电、脑成像等技术

在心理学、医学等领域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以及国际前沿动态，力求打开研究思路、达成新

的合作，从而促进脑电、脑成像等技术的进一步推广。热烈欢迎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使

用（或打算使用）上述脑电、脑成像等技术手段开展科研和临床应用的科研人员、教师、

医生和学生报名参加会议或工作坊。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委会、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

广州华商学院神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

会议主席：罗跃嘉、周爱保

会议组织委员会：赵鑫 (主任) 、古若雷（副主任）、马小凤（副主任）、关青（副主

任）、尹玉龙、童丹丹、冯靖琳、何越、章语奇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会议手册 ‖

三、大会特邀报告与特邀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序)

方晓义（北京师范大学）、龚启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胡斌（兰州大学）、李红（华

南师范大学）、苏彦捷（北京大学）、尧德中（电子科技大学）、周成林（上海体院）、赵鑫

（西北师范大学）

四、专题报告和主持专家

详见日程。

五、元分析工作坊（按姓氏拼音排序）

主持人：封春亮（华南师范大学）、徐鹏飞（北京师范大学）

Simon Eickhoff（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现任HBM主编）、Peter Fox（美国德州大学圣安

东尼奥校区，曾任HBM主编）、胡传鹏（南京师范大学）、李琦（首都师范大学）、夏明

睿（北京师范大学）

六、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工作坊

主持人：张丹（清华大学）

崔书强（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兰孟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李鹏（

深圳大学）、刘美鹤（辽宁师范大学）、卢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熊建萍（河南师范大

学）、杨娟（四川师范大学）、章鹏（天津师范大学）

七、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说明

5月12日 8:00-21:00 报到 工作坊及会议报到

5月13日
上午 大会报告 每位40分钟，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

下午 专题报告(3个分会场) 每位30分钟，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

5月14日
上午 专题报告(3个分会场) 每位30分钟，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

下午 专题报告(2个分会场) 每位30分钟，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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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理事单位及赞助单位（按公司拼音排序）

理事单位：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慧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心

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瀚翔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博泰科技有限公

司、赢富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北京飞宇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誉商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尖创科技有

限公司、武汉格林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九、会议注册

通过扫码或点击链接填写会议回执

二维码

1.费用

说明：（1）以上费用已包含会议资料费

（2）因元分析和近红外工作坊同日举行，不接受同时报名两个工作坊

2.汇款

（1）汇款账户信息【★请务必在汇款附言处注明：姓名、单位和会议费】

收款单位：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

银行账号：7441710183100000280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2）微信支付宝付款请扫描二维码

【★请务必在附言处注明：姓名、单位和会议费】

3.现场注册

类别

1 脑电与脑成像
学术年会注册费

2 元分析工作坊
注册费

3 同时报名学术年
会和元分析工作坊

4 近红外工作坊
注册费

5 同时报名学术年
会和近红外工作坊

汇款
现场
缴费

汇款
现场
缴费

汇款
现场
缴费

汇款
现场
缴费

汇款
现场
缴费

教师、研
究人员

1800元 2000元 1000元 1200元 2600元 3000元 800元 1000元 2400元 2800元

学生 1000元 1200元 700元 900元 1500元 1900元 500元 700元 1300元 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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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会议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截止日期：2023年5月1日

摘要内容：需涉及fMRI、EEG/ERP、MEG、PET、fNIRS、TMS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中文或英文均可，中文不超过 1000 字符，英文不超过 600 个单词，请以 word 格式保存，

不超过一页。内容包括：Title, Objective, Methods, Results & Discussion, Conclusion, Figures（

可选）, References（可选）（摘要模板请查看附件一）。请通过会议回执问卷星提交摘要

电子版，会议将组织专家评审，将于2023 年5月1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接收通知（摘要

接收与否不影响参会）。所有接收的摘要将编辑成册以会议材料形式发给与会人员。

十一、会议食宿及交通

会议地点：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与莫高大道交汇处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

1.乘车路线

会议地点地处安宁区北滨河西路与莫高大道交汇处

起点 交通工具 距离 车程

兰州中川机场

1.机场大巴（安宁线），30元/人

51公里 45分钟2.动车至兰州西站，再搭乘出租车至酒店，约50元

3.搭乘出租车直达约130元

兰州火车站（东站） 搭乘出租车约35元 20公里 35分钟

兰州火车站（西站） 搭乘出租车约20元 10公里 20分钟

2.会议食宿

会议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联系方式 协议价 酒店地址

国泰安宁大酒店 燕经理：
13893170831

450
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922号

希尔顿欢朋莫高大道店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6号

安宁莫高大道如家精品酒店 0931-7786666 无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13-21号

幸福家园5号楼

悦美居酒店式公寓 0931-7673111 无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

幸福家园黄河明珠12号楼

中海广场亚朵酒店 0931-7603999 无
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8号

兰州中海环宇城F1

中海广场麓枫酒店 0931-7675666 无 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687号16栋楼

说明：前台报参加“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可享受协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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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联系方式

1.会务、住宿、交通 2.报名注册、投稿、交费

联系人：童丹丹老师 联系人：冯靖琳老师

电 话：13919894239 电 话：0755-26946834

E-mail：tongdandan@nwnu.edu.cn E-mail：brainsci@szu.edu.cn

会议组织委员会

2023年5月1日

mailto:447634517@qq.com
mailto:brainsci@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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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2023/5/12（星期五）

8:00-21:00 会议签到 兰州国泰安宁大酒店大堂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地点

元分析
技术

工作坊

9:00-10:00
The brainmap community portal and the voxel-based
physiology (VBP) data sector: New resources for co

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Peter
Fox

徐鹏飞
飞天厅
北厅10:00-11:00

Mapping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in health and ps
ychiatric disorders using meta-connectomic analysis

夏明睿

11:00-12:00
Activation network mapping for integration of hetero
geneous fMRI findings

徐鹏飞

12:00-14:00 午餐 + 休息

14:00-15:00 Brainmap 相关软件入门与操作 封春亮

封春亮
飞天厅
北厅

15:00-16:00 Meta-analyses in the era of open science 胡传鹏

16:00-17:00
Brain responses to self-and other-unfairness:
meta-analysis of fMRI studies

李 琦

17:00-18:00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es: Rationale, state an
d perspective

Simon
Eickhoff

近红外
成像
技术

工作坊

9:00-9:40
可穿戴近红外测量技术在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应
用

卢春明
张 丹

培训
教室

9:40-10:20 EFL 处理中的认知负荷假设 杨 娟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与经颅电刺激干预在竞技体
育中的应用研究

崔书强
卢春明

11:10-11:50 fNIRS 技术的应用与优势领域研究 章 鹏

11:5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3:40 圆桌论坛：fNIRS 在超扫描应用方面痛点与解决方案
卢春明

等

李 鹏

培训
教室

13:40-14:20 社会合作中结果评价及奖励分配的认知神经机制 李 鹏

14:20-15:00
抑制控制对汉语双字词家族效应的影响
——来自 ERP 的证据

熊建萍

15:00-15:40
基于近红外脑际神经耦合的噪声下言语理解的神经
机制研究

张 丹

15:40-15:50 茶歇

15:50-16:50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操作演示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在认知神经科研领域的解决方案
展示

兰孟颖
张 丹

16:50-18:00 一站式近红外脑成像数据分析软件操作体验 刘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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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30 晚餐 + 休息

19:30-21:30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换届会议
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
联席理事会

罗跃嘉
飞天厅
北厅

2023/5/13（星期六）

时间 议 程 主持人 地点

8:30-8:35 主持人介绍专家

张明军
西北师大副校长

多功
能厅

8:35-8:45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贾宁 致辞

8:45-8:50 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李红教授 致辞

8:50-8:55 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 苏彦捷教授 致辞

8:55-9:00 会议主席罗跃嘉教授致开幕词

9:00-9:30 集体合影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地点

大会
报告

9:30-10:10 精神影像临床研究新进展 龚启勇
李 红

多功
能厅

10:10-10:50 心智工作机制量化理论、方法及感知技术 胡 斌

10:50-11:10 茶歇

11:10-11:50 脑电技术的现在和未来 尧德中
方晓义

11:50-12:30 认知训练对执行功能的提升 赵 鑫

12:30-14:00 午餐 + 休息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一

14:00-14:30 脑电及脑机交互技术在心理精神障碍中的应用 李卫东

陈 琦

多功
能厅

14:30-15:00 基于神经影像技术的疼痛评估与干预 胡 理

15:00-15:30 睡眠和情绪记忆更新 胡晓晴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Enhanced cerebral blood flow similarity of the somatomot
or network in chronic insomnia: transcriptomic decoding,
gut microbial signatures and phenotypic roles

王金辉

雷 旭

16:15-16:45
呼吸内感受：一种基于信号检测论的新方法及其与
情绪健康的关系

吴 琼

16:45-17:15 睡眠剥夺影响认知功能的 ERP/fMRI 研究 邵永聪

涂毅恒

17:15-17:45 Theta 震荡在动作预判偏差监控中的作用 陆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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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二

14:00-14:30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expected rew
ard and risk

余荣军

张丹丹
敦煌厅

14:30-15:00
The role of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on decision ma
king

何清华

15:00-15:30
Decomposing the effort paradox during reward proce
ssing

郑 亚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二

15:30-15:45 茶歇

15:45-16:00 理事单位授牌
理事单
位代表

曲 琛

16:00-17:45 行业相关厂家与设备介绍
理事单
位赞助

商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三

14:00-14:30
人脑连接网络：从单模到跨模、静态到动态、灰质
到白质

廖 伟

李永鑫
培训教

室
14:30-15:00

A biologically-inspired computational model of huma
n ventral temporal cortex

周 可

15:00-15:30
乐以解忧:基于奖赏环路的神经调控对抑郁症快感
缺失的干预及机制研究

余凤琼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绝对音感的音高工作记忆 库逸轩
刘 强

16:15-16:45 数字空间映射的脑电研究 李富洪

16:45-17:15
Machine learning of large-scale neuroimaging data r
eveals structural brain asymmetry in aging and relat
ed disorders

孔祥祯
何 宁

17:15-17:45 情绪记忆提取后再巩固的神经机制 潘东旎

18:00-2
0:00

晚餐 祥云厅

2023/5/14（星期日）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地点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一

8:30-9:00
A tripartite functional map of the ventral medial pre
frontal cortex

汪 寅

贺金波

多功
能厅

9:00-9:30 进食障碍者的社会决策缺陷及其神经基础 罗 艺

9:30-10:00 成年初显期大脑结构形态发育的性别差异研究 位东涛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人脑左右半球的分离与整合研究 龚高浪
李雪冰

10:45-11:15 感恩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孔 风

11:15-11:45 心理行为干预改善网络游戏障碍的效果及起效机制 张锦涛
王爱君

11:45-12:15 Sniffing oxytocin: Nose to brain or nose to blood? 姚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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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二

8:30-9:00 近红外超扫描技术在团体创造力研究中的应用 郝 宁

买合
甫来提

敦煌厅9:00-9:30 观察学习的多脑同步机制 潘亚峰

9:30-10:00
疼痛主要影响奖赏的价值表征：脑成像与脑电的证
据

汪晨波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多器官影像与电生理检测支撑大脑精准评估探索 陈 蕾
李新影

10:45-11:15 背侧前扣带回与物质及行为成瘾的关系 胡玉正

11:15-11:45 媒体多任务者的预期记忆特征：ERP 研究 张志杰
赵庆柏

11:45-12:15
借力人工智能与脑功能成像技术探索疼痛的特异性
脑神经编码机制

梁 猛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三

8:30-9:00 注意抑制的动态补偿加工机制研究 张 阳

甘 甜
培训
教室

9:00-9:30 脑电降噪研究进展 陈 勋

9:30-10:00 基于脑影像的情绪和焦虑障碍机制及干预探索 彭玉佳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视觉经验调节全脑动态连接的静息态 fMRI 研究 姬 鸣

刘泉影10:45-11:15 儿童空间导航网络的发展 郝 鑫

11:15-11:45 人名发音与脸型整合知觉的脑网络机制 蒋重清

12:00-14:00 午餐 + 休息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一

14:00-14:30 语言学习塑造脑与认知：追踪观察和随机干预研究 陶 沙

古若雷
多功
能厅

14:30-15:00 白质 BOLD 功能连接的神经电生理和结构基础 崔再续

15:00-15:30
自杀行为的代际传递对子代心理认知神经发育的影
响

陈润森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 EEG-fNIRS 双模态情感识别 郑文明

伍海燕16:15-16:45 视听跨通道相互作用对行为的改变 冯文锋

16:45-17:15 跨通道认知控制的神经表征 吴婷婷

专题
报告

分会
场二

14:00-14:30 中国学龄儿童空间注意的脑电研究 宋 艳

张治国 敦煌厅14:30-15:00 基于对比学习的跨个体脑电情绪识别方法 张 丹

15:00-15:30 脑机接口中的隐私保护 伍冬睿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海洛因成瘾者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兴奋与抑制的改
变:来自同步 TMS-EEG 的证据

丁小斌

周爱保16:15-16:45 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脑电微状态 张明明

16:45-17:15 脑影像引导的个体化 rTMS 调控新策略 季公俊

17:20-17:40 闭幕式 罗跃嘉、周爱保
多功
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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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简 介

一、大会主席

罗跃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首批“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中科院百人

计划入选者。目前为国际心理科学学会(APS)会士，中国心理学会会

士、常务理事兼脑电相关技术专委会主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兼

社会认知科学分会主任、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会长，以及国自然基金

委、科技部、教育部、中组部评审专家。H指数51，2021年底入选“中国顶级心理学家”前

30位（含港澳台第21，大陆第7），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基金委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重

点项目3项、科技部973课题、支撑计划、教育部创新团队等重点项目等；发表论文530篇，

其中SCI/SSCI论文260篇，出版中英文专/译著8部；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四川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广东省、四川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15项；培养博士后、博士、

硕士研究生百余人。主要从事情绪与认知的心理生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在推动中国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参与中国心理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脑电/ERP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等方面，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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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爱保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

员，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甘肃省教学名师，甘肃

省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民族心理专委会副主任，临

床心理注册系统督导师；中国教育学会脑科学与教育研究分会理事,

《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编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高校学科建设项目评估专家。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

级项目等20多项。已出版的著作有《心理学大辞典·实验心理学分卷》（分卷副主编）（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重点图书，上海教育出版社）《实验心理学》（清华大学出版

社）《认知心理学》（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三岁到入学前儿

童的育儿策略：中日韩比较》（日语合著，田研出版株式会社）等7部。在《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Neurosci Let、Soc Neurosci、J Edu Psychol等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主

讲的“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获得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

甘肃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等20多项奖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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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特邀报告专家与嘉宾

方晓义 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度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

和北京师范大学高中生发展指导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

家庭研究与治疗、青少年成瘾行为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同时，兼任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和心理学学部秘书长，教育部中小学心

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分会主任，中国心理学婚姻家庭心理与

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教学心理学分会理事长，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副会长等职。任核心期刊《心理发展与教育》副主编、

《应用心理学》副主编，《心理与行为研究》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等编委。主持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4个纵向科研项目和50

余项国内横向合作项目；联合主持美国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6个国际合作项目，

出版专著、译著20余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160余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研究报告240余篇；向中央办公厅和教育部有关部门提交了5篇政策咨询报告，获国家有关

领导人和教育部司局级的批示和采纳。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等科研奖励，入选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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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启勇 厦门华西医院院长，华西临床磁共振研究中心（HMRRC）

主任，放射学科主任医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影像”

创新群体负责人；现任四川省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会长，四川省医

学会放射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精神

磁共振组主席、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 J Psychiatry）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长期从

事放射影像医教研。聚焦精神影像，在神经精神疾病放射影像领域做了系统创新性工作。

提出“脑行为偶联”影像学假说，在此基础上取得系列重大神经精神疾病影像学新发现，

建立精神影像体系，开创了放射学新领域，被国际同行称为“Leader in the field of

psychoradiology（精神影像领域引领者）”。相关工作以通讯作者在Radiology、JAMA Psychiatry

等发表SCI论著逾百篇（含“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被Nature、Lancet等杂志

SCI引用逾4000次；H指数76，是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学者”（交叉领域）和爱思唯尔 “

中国高被引学者”（医学领域）。先后受邀在放射学排名第一的Radiology上发表精神影像

邀约综述、在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大会作New Horizons Lecture大会荣誉冠名主题

演讲，并在医学影像顶级会议MICCAI年会上作1小时大会主旨演讲。相关成果作为负责人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和二等奖2项; 获吴阶平医药创新

奖和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Society Award；牵头制定了精神影像临床指南、受邀领

衔主编北美放射医师医学继续教育培训教材；承担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和北美

放射学会（RSNA）教育课程授课、并参与ISMRM国际专家共识的撰写；相关成果写入国际

指南及手册和英文经典教科书、专著和继续医学教育CME培训教材。2016年当选国际医学

磁共振学会（ISMRM） Fellow，并获首届中华放射学会 “突出贡献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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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斌 国家特聘专家，973首席科学家，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可穿戴装备重点实验

室主任，甘肃省领军人才，兰州大学教授；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ystems主编，IEEE Fellow，IET Fellow，AAIA Fellow，

Chair of TC Computational Psychophysiology, IEEE SMC；教育部计算机学

科教指委委员、科技委委员。长期从事情感计算、心理生理计算研究工作，在

Science(Oct.2,2015)上提出了Computational Psychophysiology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美国科学院、

医学院两院院士 Michael I.Posner 教授的评价为“心理生理计算将引领新的研究热潮”。申

请人及其团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相关论文 300 余篇。获2014年度中

国侨界创新人才奖，2016年度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9年度中国专利金奖（均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国家变革性技术“基于心理生理多模态

信息的精神障碍早期识别与干预技术 ”及军委科技委“精神状态评估技术”等重大项目。

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精神障碍客观、量化诊断与非药物干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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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红 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二级教授，博导，华南师范大

学心理学部教授，兼任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深圳市

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抗震救灾感动中国”全国师德标兵，“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高校心理

学教指委副主任，第六、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前主任，广东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项，教育部哲社重大委托项目1项、科技部科

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究—华南师范大学队列建设”1项，国

自科项目7项、国社科项目3项、卫生部公益性行业专项子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

地重大项目1项以及其他省部级课题30余项。在PN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Cerebral Cortex,

NeuroImage,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uman Brain Mapping, Psychological Medicin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等国际专业刊物发表

SCI/SSCI论文220多篇，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

发表论文300余篇。曾两次荣获教育部一等奖，8次获得其他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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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彦捷 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元培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彦捷教授

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完成本科（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和博士阶段

的训练，于1992年7月获理学博士学位。讲授发展心理学、神经解剖、

比较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本科课程和发展心理学专题和比较心理学

专题等研究生课程。研究兴趣集中在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特别是心理理论的发生和发

展以及社会行为和智力的演化。研究对象涉及鸟类和非人灵长类以及人类儿童。现为中国

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心理学会秘书长，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心理学

报和兽类学报编委，国际IUCN灵长类专家组成员，中国灵长类专家组副组长。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项、教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等项目。在美国科学院院

刊(PNAS)、神经科学和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国际行为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 Development)、

性别角色( Sex Roles )、美国灵长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 以及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和心理发展与教育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并主编(译) 和参与编写(

译)了多本发展心理学和生物心理学等心理学教材和著作。2014年起连续五年入选Elsevier

心理学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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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神经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四川省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院长、科技部神经信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

任，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认知科学学会理事

长，Phys Med Biol 编委、PLoS One 编委；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四川

省政协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美国医学生物工程院Fellow，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先后承担自然

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的纵向科研项目20余项，累计经费超过3000万元。原创脑

电零参考技术获国际专业学术组织（IFCN,OHBM）推荐使用，被纳入EEGLAB和Fieldtrip等

主流软件，已成为脑电领域主要参考之一；倡导建立脑器交互学（Bacomics）学科，获得

同行认可；已发表SCI论文 200余篇, 其中包括IEEE Trans NSRE/BME/AP/MI、PNAS、AJP、

NeuroImage、Radiology、Cerebral Cortex, Molecular Psychiatry, Schizophrenia Bulletin等，ESI高

被引论文5篇，Google引用一万余次，H指数52，连续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2014

—2018），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1, 2010），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黄家驷二等

奖（排名1，2019），出版著作5本（其中2本获国家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任国家自然

基金委会评专家组组长；先后担任 IEEE Trans NSRE 等 6 本 SCI 专业期刊副主编或编辑；

入选美国医学生物工程院Fellow；获国际脑电图与临床神经科学学会Roy Joh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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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林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上海体育学院心理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奥运科技专家，运动戒毒科技专家。主要从事“运动认知优势特

征及神经心理机制研究”以及“运动促进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两大领

域方面的研究。共主持课题20余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4项、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1项。依托项目，建立多个国家队心理服务实践基地，

以及药物成瘾康复认知与行为测评实践基地，不断利用“教学-服务-科研”的学生培养模

式，实施科研成果和服务经验反哺教学和学生培养。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近100

篇，多次受邀担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大会主报告演讲嘉宾、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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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鑫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兼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陇原青年创新人才扶持计划。

获甘肃省青年五四奖章，甘肃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甘肃省普通

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以及宝钢教

育基金优秀学生特等奖。研究工作主要关注个体认知发展。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在

Develop Sci、J Exp Child Psychol、Mem Cogn、Psychol Aesthet, Creat, Arts、Biol Psychol、Psychol

Res、Memory、Appl Cogn Psychol、J Cogn Develop以及《心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科研成果获得甘肃省哲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排名第一），二等奖（2021，

排名第一），甘肃省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2016，排名第一）和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

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排名第二）。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

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科

学进展》、《应用心理学》杂志编委；甘肃省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认证与

教材建设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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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报告和主持专家

陈 琦 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博士，深圳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心理学院院长；教育部“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2018年度），首批“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广东特支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获得者。担任《心理科学》和Front Neuroimage Cogn

Neurosci副主编以及Neuropsychologia,《心理科学进展》和《应用心理学》

编委。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

成像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语言心理专委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认知神经生物学

分会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技术分会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

事，中国认知科学学会认知与类脑计算专委会委员，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

省心理学会理事，广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理事。长期致力于建立心理认知过程的计算模型，

近期主要聚焦在强化学习与认知的计算模型的构建和计算精神病学；同时，采用多种实验

方法和技术验证计算模型的预测并探讨心理认知过程的脑神经活动机制。近五年主持和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已在Psychol Rev, Psychol Med, Biol Psychiatry:

CNNI, Cerebral Cortex和Human Brain Mapping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陈 蕾 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高原健康联合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神经系统疑难重

症的临床诊疗工作，聚焦于缺氧、高原环境下的神经系统损害、心脑

交互和肠脑交互的研究、围孕期神经疾病的精准诊治。组织建立了中

国西部地区大型人群队列，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研发眼动、胃电、

脑氧以及体液快检仪等便携式可适应高原环境的监测设备。先后主持

30余项基金课题（含国自然5项，科技部重大课题1项），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百余

篇（SCI 74篇），主编专著、教材和科普8部，牵头起草指南和团标5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项和软著5项；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四川省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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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医学青年科技奖”、美国神经科学会颁发的“A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ward”国际学

术奖、美国医学研究联盟颁发的“AFMR Henry Christian”国际学术奖等科技奖励，获“全

国三八红旗手”“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天府科技菁英”“四川最美科技工作者”

等殊荣。

陈润森 现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特别研究员/助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2022年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项目。曾担任国家

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精神

病学系，研究领域为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心理病理机制与心理干预性研

究。目前研究方向包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自伤与自杀行为、数字化

干预疗法在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的应用等。现担任Globalization and

Health期刊副主编、BMC Medicine、Bipolar Disorders等期刊编委。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含共同）在Nature Mental Health、Lancet子刊、JAMA子刊、Plos Medicine、Molecular

Psychiatry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

陈 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执行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军委科技

委创新培育课题等。在IEEE SPM、IEEE TBME、IEEE TIM等国际权威

期刊及知名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包括5篇ESI高被引论文和1篇“Top

5 Highly Cited Articles”，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二十余项。主要社会兼职：

IEEE Senior Member，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担任国际权威期刊Signal Processing-Image

Comm.、IEEE Access和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编委、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和Sensors

客座编委，担任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

事会（NSERC）基金等评审专家，多个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OCM）和技术程序委员会（T

PC）成员，担任IEEE SPM、IEEE TBME、IEEE TNSRE等国际权威期刊以及IEEE ICASSP、

IEEE GlobalSIP等国际知名会议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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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丰裕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和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全校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负责人、

人工智能学院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方向责任教授。同时是芬兰于韦斯屈莱

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神经

科学学会副会长，先后获得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大

连市地方级领军人才等称号。长期从事脑科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高度交叉的认知神经

科学。出版一本英文专著，在国际顶尖期刊NeuroImage、IEEE Trans Sig proc/Multi/ Neural Sys

Rehabil Engineer等期刊及会议发表论文共计100余篇，其谷歌学术H因子为19。

崔再续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7年

于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至2021年。研究内容关注脑结构与功能网络的

组织原则及其在儿童青少年阶段的正常及异常发育规律，以第一/通讯作

者发表于Neuron, eLife, Biological Psychiatry, NeuroImage等期刊。开发的弥

散磁共振成像数据处理软件PANDA，下载量已逾20,000次。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

北京市科技新星，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新星奖（Rising star）。主持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青年科学家项目。实验室网站：http://cuilab.cibr.ac.cn/。

丁小斌 男，甘肃陇西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

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督导师（D-21-233），全国社会

心理岗位考评中心甘肃培训中心主任；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成长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公职人员心理健康管理分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主要关注情绪心理与心

理健康，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

http://cuilab.cib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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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锋 苏州大学人文社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院副

院长，江苏省社科优青。《心理科学》编委，Front Neuroimag副主编。

近年来主要研究视听跨通道整合与注意相互作用的行为及其神经机制。

在相关领域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并参与科技创新2030 —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课题、江苏省产业前瞻重大研究计划。

以 第 一 或 通 讯 作 者 在 J Neurosci, Cereb Cort, Hum Brain Mapp,

NeuroImage及《心理学报》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对

视听跨通道整合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的认识。个人主页：http://web.suda.edu.cn/fengwf/。

甘 甜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2013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认知神经科学专业

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认知科

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委会

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浙江省

社科规划课题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方向为老年情绪健康，重点关

注老情绪健康的影响因素与干预、情绪管理与沟通、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等研究主题。在《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Neuropsychologia》

《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龚高浪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北师大IDG麦戈文脑研究院/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组长、国自然优青、北脑青年

学者, 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人脑白质连接、左右脑差异、磁共振脑影像计

算方法等，已在Nat Hum Behav、J Neurosci、Cereb Cort、Neuroimage、

Hum Brain Mapp等权威杂志发表通讯或第一作者论文40余篇（其中5篇

入选高被引论文），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和科技部课题（含863青年科学家

项目、脑计划重大项目课题等），目前担任中国心理学会脑成像专委会副主任、国际知名

期刊Hum Brain Mapp、Brain Res的Associate (Action) Editor等学术职务。

http://web.suda.edu.cn/feng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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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若雷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美国肯塔基大学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

分校访问学者。主要兴趣是从时间维度，研究情感障碍对人际互动的

影响及其大脑机制；未来计划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人机互动中的信息加

工、判断和情绪感受。在Clin Psychol Rev、Neurosci Biobehav Rev、J

Neurosci、Psychol Med、Comp Hum Behav等期刊发表同行评议论文100

余篇，其中一作或通讯作者论文60余篇。获广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中科院教育教学成果

奖、国科大领雁银奖、国科大研究生优秀课程奖等。负责多项国自然面上项目，参与国自

然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郝 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

院长。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2021)，上海市曙光学者(2016)，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2022)。长期从事创造力相关研究，研

究方向包括：团体创造活动的脑际神经互动机制、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

素及神经机制、情绪对创造性思维的作用、创造力的具身认知研究、组

织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等。课题组开发了团体创造力的神经测评范式，对个体和团体创造活

动的动态过程、影响因素，及其认知和神经机制进行了深入解析，系列研究被Nature

Neuroscience、PNAS等国内外著名期刊论文引用和正面评价。课题组对恶意创造力的发生机

制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为探寻削弱恶意创造力的潜在危害的有效策略提供

启发。相关成果发表在NeuroImage，Cereb Cort，Brain Struct Funct，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Neuropsychologia，《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高水平国内外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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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鑫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内容包括空间

导航、情景记忆、认知边界、少儿计算（编程）思维、元宇宙和智能

机器人的社会接纳、认知神经科学（fMRI、TMS、tDCS/tACS、EPRs、

眼动）等。一直专注于人类空间导航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发展规律这个

前沿热点主题，并且基于空间边界这个支点来探索空间表征和非空间

表征共通的神经机制。担任Front Neurosci评论编辑（review editor）；Front Hum Neurosci, Child

Youth Care Forum, Heliyon, Intern J Ment Heal Addition, 心理科学进展等国内外十余种期刊审

稿者。到目前为止，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2篇，包括

NeuroImage、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等。近年来，先后主持了6项含国家和省部级等研究

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21年)、武汉市知

识创新专项（2023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0年)、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2019年)、和华中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团队项目(2022年)等。同时，重点参与

了7项多种类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军工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基金等。除此之外，作为研究骨干成员参与中国脑计划“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

育队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队列建设”。

何 宁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院长，2009-2010年美国佐治亚大学心理系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人格

与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格与亲社会行为、

道德决策、社会认同等方面；先后主持省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

课题、省基础教育重大招标课题等研究项目；在国内《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等、国际SSCI/SCI期刊等发表系列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曾荣获

多个教育教学相关奖项，2023年《人格心理学》获评国家一流课程、2022年荣获陕西省特

支计划“教学名师”称号、2020年荣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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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华 西南大学“含弘”优青岗位教授（2021）、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理学学士（2001-2005），博士（2005-2011, 本科直博）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2008-2013），入选首届重庆英

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2019），“成瘾的神经生理基础与干预”研

究团队负责人。目前担任心理学部党委青年委员、教工第二党支部书

记、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还担任Front Psychiat、

Front Psychol、Front Nutrition杂志副主编，Cur Neuropharm客座副主编，《教育生物学》杂

志编委。主要从事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在J Neurosci、NeuroImage、Cereb Cort、MIS Quarterly、

心理学报、科学通报等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得到了BBC News、

华龙网等媒体的报道，论文累计被引次数为3100余次，H指数30。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作为骨干参与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科

学”重大项目。担任Biol Psychiat、NeuroImage、MIS Quart、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杂志审稿人。

贺金波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注册执业医

师、心理治疗师、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近年来研究焦点是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机制和心理治疗。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

研究课题10余项，在SCI和SSCI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独著或参

与编写专著和教材8部。中国心理学会会员、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会员、湖北

省暨武汉市心理学会理事、武汉市心理学会秘书长、国家应急管理部湖北省心理危机救助

指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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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理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

位教授，国自然优青和北京市杰青获得者；现担任心理所党委委员、

所务委员，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理学会转化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职务；曾获中科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中国科学院教育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等表彰。围绕疼痛和共情开展了多项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Cell Rep Med、Mole

Psychiat、Trends Neurosci、PNAS、Nat Comm 和Neurol等重要期刊。

胡晓晴 香港大学心理系长聘副教授，国家优青（港澳），脑与

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大学）课题组长。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为记忆的编辑和遗忘；睡眠、情绪记忆和社会决策的关系；以及如何

在睡眠中调控记忆。代表作发表于Science, Psychol Bull, Cur Biol,

Psychol Sci, Sleep, Emotion, Cur Direct Psychol Sci, Cognition等刊物，共发

表论文40余篇，Google Scholar引用2000余次。其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优秀青年项目

（港澳）、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和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并获得香港大学杰出

青年学者奖，APS Rising Star Award，香港大学研究成果奖等奖项。胡晓晴为Psychol Bull, JEP

Gen, Hum Brain Mapp, Cognition 等30余家国际期刊，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NSF，瑞

士NSF，比利时FWO基金担任评审人。其目前为《心理学报》、《应用心理学》编委会编

委，并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分会理事，中国认知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事，广东认知科学

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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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正 浙江大学心理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6年

获浙江大学物理学学士，2011年获浙江大学理学博士。师从中国著名

的物理学家和脑科学/意识研究专家唐孝威院士。毕业后在美国NIH从

事博士后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心理学、脑科学、医学等学科交叉，研

究方向为神经影像在心理学及脑科学中的应用、成瘾的脑机制及其预

防与治疗、默认网络的功能、认知训练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以第一

或共同第一及通讯作者在JAMA Psychiatry (IF=16.64) , PNAS (9.66), Brain (10.84), J Neurosci

(IF=5.92), NeuroImage (IF=5.43), Hum Brain Mapp, Neurosci等期刊发表论文。

季公俊 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

2013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

为：脑影像指导下的个体化rTMS调控;脑白质BOLD信号的生理意义。

近年来，围绕rTMS开展系列工作，独立开发TMS靶点定位软件TMStarget

（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获批两项TMS相关国家专利，致力于提高rTMS

的治疗效果，推动其临床应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上项目和博士后基金各

一项。以（并列）第一或通讯作者先后在Schizophrenia bull、Radiol、Brain Stim、Hum Brain

Mapp和NeuroImage等杂志发表SCl论文30余篇（12篇JCR一区，4篇1F>10）。

姬 鸣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空军航空大学特聘研

究员，长期从事人因工程与航空安全研究。入选陕西省“特支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陕西

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带头人，兼任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陕西省心理学会秘书长，《心理科学》《应用心理学》期

刊编委，中华航空航天医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权威/SSCI/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教材1

部，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副主编）二等奖1项，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

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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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重清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省

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情绪心理学原理与应用、面孔与语

音知觉、以及人格与人格知觉。在该领域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八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以及省级项

目十余项。

孔 风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型硕

士：基础心理学；专业型硕士：心理健康教育），中国心理学会行为

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

目前采用行为测量与脑成像技术探讨以下两个方向：（1）人格（如性

格优势）与环境因素（如家庭、经济与社会因素等）影响幸福感以及

健康行为的心理与神经机制；（2）积极干预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J Person, Emotion, Neuroimage, J Posit Psychol, J Happiness Studies等

SSCI/SCI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截止2020年，所有论文在Google scholar的总引用次数达3778

次，h指数为34，i10指数为54，自2018年起连续三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担

任J Happiness Studies, J Posit Psychol等多个国际期刊的副主编，并担任J Person, J Health

Psychol、Int J Psychol等多个SSCI期刊的编委。更多信息可访问课题组网站（konglab.wixsite.co

m/konglab）。

孔祥祯 浙江大学心理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兼聘教授。20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2016年至2020年在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奈梅亨）从事博士后研究。曾获得北师

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马普所Levelt Innovation Award等荣誉，入选

2022年度美国心理科学学会学术新星(APS Rising Star)。研究方向为整

合认知神经科学与认知障碍脑疾病，主要通过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神经影像、计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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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影像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探索和揭示人类复杂认知功能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在脑

疾病中的应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骨干参与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重大项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PNAS、Nature Comm、Biol Psychiat等期刊

发表论文26篇，并在Nature、Brain等期刊合作发表论文。担任Nat Hum Behav、Sci Adv等期

刊审稿人，人类脑图谱组织OHBM开放科学论坛主席，开放科学中心推广大使等职，是国

际多中心合作联盟ENIGMA多个项目的负责人。

库逸轩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百人计划”中青年杰出

人才，清华大学本科和博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主要从事

记忆与情感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在Brain Stim, Cogn, Cereb Cort, J

Neurosci等SCI/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1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

级课题，曾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上海市哲社成果二等奖。现担

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认知与脑调控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心智计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电及相关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转化神

经科学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康复学会脑功能检测和调控分

会常务委员、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药物成瘾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脑计划等项目的函评和会评专家。

雷 旭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访问学

者，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国家级青年人才；重庆市巴渝学者特

聘教授；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获得者；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西南大学脑成像中心主任。具有数学、生物医学工程交叉

学科背景，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兴趣包括：睡眠与社

会情绪的相互作用神经机制，睡眠障碍的发病机理与临床干预，睡眠

的多模态神经成像技术等。目前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课题、省部级社科基

金项目。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100余篇被SCI检索，成果多次登上NeuroImage，

Hum Brain Mapp等杂志的封面。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软件注册登记多项。据Google Scholar

统计，截至2021年12月H-index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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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洪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

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江

西省首批“双千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心理学

报》《心理科学》《Nature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等刊物审稿人。主要研究兴趣：分类、推理、概念形成、规则学习、认

知控制、工作记忆等高级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主持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在《Neuroimage》、《Biological Psychology》《心理学报》等核心刊物

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SCI/SSCI论文50余篇。编写专著4本，申请软件著作权1项。

李新影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年毕业于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3年9月至2005年10月于中

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进行博士后工作，从事情绪障碍

相关脑电特点的研究。2005年10月至今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

重点实验室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研究兴趣在于，遗传因素与环

境因素是如何共同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遗传-环境交互作用方面的

工作取得的多项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认可的成果。研究小组针对我国青少年心理发展问

题精心设计并组建了北京市青少年样本库（BeTwiSt）。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培育项目等多项

课题。曾参与《追寻记忆的痕迹》、《认知神经科学教程》、《生理心理学》等多部学术

专著的翻译或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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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冰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青年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

社会神经科学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

事，中国心理学会脑电专业技术专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

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Frontiers in Psychology 期刊编委，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期刊编委。曾获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中国科学院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主持和

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重点项目。主要关注焦虑的发生发展脑机制的研究，并

致力于开发和验证以相关发病机理为靶向的心理干预方法。在Psychological Medicine、

Neuroimage-Clinical、Human Brain Mapping、Neur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等国际领域知名杂志上发表责任作者论文30余篇。

李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导，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执

行院长、溥渊未来技术学院脑健康中心主任、脑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国际联合实验室首席研究员，乌克兰工程

院外籍院士，分子与细胞认知学会（MCCS）理事、亚洲分会（MCCS- Asia）

秘书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习记忆基础与临床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 Memory副主编，

Molecular Brain编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加速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平台医疗卫生领域专家。主要从事学习记忆、认知障碍、

抑郁症等机制研究，以及脑机接口、 脑调控等脑技术研发工作。在《Neuron》《PNAS》、

《Cell Stem Cell》《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被引4千余次，申请专

利十余项，获授权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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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鑫，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心理研究》

副主编（执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人才测评分会常务理事、国家级

精品课程《管理心理学》第一主讲教师、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心理学家、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职业健康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向阳生涯咨询有限公

司特约专家、上海诺姆四达测评咨询公司特约顾问、注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专家、

青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特约专家。

梁 猛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教授。注重师德师风，关注学

生成长，及时了解并积极解决学生生活或课题上遇到的困难。将脑功能

成像技术、信息科学技术以及多组学技术相结合，对人脑的运行机制、

脑结构与功能的遗传及环境影响因素、疼痛等感觉信息处理的脑机制、

以及神经与精神疾病的脑异常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

重视，在领域内的一流国际期刊发表。累计发表SCI论文50余篇（累计

他引2000余次，单篇最高他引400余次），其中通讯和第一作者论文22篇（最高IF=29.907）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项目、及天津市科学基金项

目。并于2017年入选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卓越人才计划。

廖 伟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导。电子

科技大学神经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骨干研究人员。2005年开始攻读

硕博学位，师从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陈华富教授。主持3项国家

自然项目。获四川省科技进步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2）；获教育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6）。致力于癫痫脑影像表征问题，发展

了磁共振多模态脑网络成像的理论和方法及癫痫脑机制应用研究。第

一/通讯作者（共同）发表SCI论文36篇，总引1311次；代表性论文：Brain（1篇），Radiol

（2篇），Movem Disord，Schi Bull，Hum Brain Mapp（5篇），NeuroImage（2篇），IEEE Trans

Med Image（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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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强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特聘专家。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

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视觉

注意与工作记忆方面的研究，已在Cogn、J Exp Psychol: Learn, Mem,

Cogn、 Psychon Bull Rev、Brain Lang、 J Vis、Biol Psychol、《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等国内外著名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

项，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一项。

刘泉影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教授、博导、神经计

算与控制实验室PI。长期从事多模态神经信号处理、神经计算建模、类

脑智能算法研究。发展了高通道脑电分析算法，解决了脑电溯源精度

不高、位置不准、静息态脑网络无法有效提取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脑

科学先验知识的深度学习模型，提出具有脑功能连接结构的类脑图卷

积网络，致力于解决深度学习在脑科学应用中数据不足、深度学习模型中脑科学先验缺失、

模型可解释性不强的问题。至今，发表SCI/EI论文超50篇，包括Neuroimage, Hum Brain Mapp,

Neurocomp, Neural Netw., Int. J. Neural Syst., J. Neural Eng.等杂志，Google Scholar上显示总引用

次数超过1,400次；申请专利8项；受邀担任IEEE期刊IEEE J TRANSL ENG HE副主编、中国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人工智能专委会青年委员、深圳市电子学会新一代人工智能专委会

秘书；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市级项目超过7项。

刘耀中 教授，暨南大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教育厅、科技厅“人力资源管理产学研示范基地”

主任；广东省心理学会副会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现

任广州华商学院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员测评与领导

力开发，企业员工援助计划(EAP)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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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曾获广东省高校教学成果奖2次、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1次(2011年)，获暨南大学

“优秀研究生导师”（2017），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研究领域也取得丰硕成果，如研发的领

导力测评系统和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被大型国有企业及东莞天安数码城、东

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引进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陆颖之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于上海体育学

院获博士学位，美国马里兰大学运动认知神经实验室博士后。主要研

究兴趣为顶尖运动员在动作理解、动作预判和运动决策过程中的大脑

加工机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2项，上海市“浦

江”、“晨光”人才计划。研究成果揭示了额中线theta振荡在动作监

控过程中的作用，并为高水平运动员提升运动决策提供可干预靶点。相关成果发表在

Psychophysiol,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J Sport Sci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罗 艺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Virginia Tech完成博士后训练。主要研究兴趣是社会认知与社会决策，

尤其是公平、信任、合作等亲社会行为。关注普通人群的社会行为及其

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同时也关注精神障碍人群社会功能受损的机制。

相 关 工 作 发 表 于 Nature Comm ， Neurosci Biobehav Rev, Biol Psychiat Cogn Neurosci

Neuroimaging等期刊。入选第八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第五届瀚翔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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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合甫来提·坎吉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新疆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院长、新疆心智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心理学会

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语言

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教育心理学分会理事、新疆心理学会理事长。主要

研究方向为学习心理与学习困难，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子课题1项、

全国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子课题1项；主持横向课题2项；共发表论文43篇；获自治区社科优

秀奖1项。

潘亚峰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情绪实验室附属研究员 (www.emotionlab.se)，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2019年获比利时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导师：Philippe Peigneux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 (导师：

胡谊教授)双博士学位，2019-2021年期间在瑞典Karolinska Institutet临床

神经科学系 (合作导师：Andreas Olsson教授)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教育神经科学、

学习科学、社会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在Persp Psychol Sci、J Edu Psychol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

论文。2022年荣获EMHFC Best Pitch Award。担任Springer Nature旗下Comm Psychol、BMC

Neurosci等多个国际期刊副主编/编委/客座编委，国际工业认知工效学与工程心理学会议科

学顾问等；担任Phil Trans Roy Soc B、Learn Instruc、Neurosci、NeuroImage等期刊审稿人；

多届国际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学会会议摘要评审专家；新加坡国家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际

新冠疫情社会与道德心理学工作组 (icsmp-covid19.netlify.app) 重要成员，合作成果发表于

Nat Comm等。致力于探索群体大脑间同步性、如何追踪学习、合作、决策及其他高水平社

会认知过程。使用行为、生理、脑成像 (脑电、脑磁、近红外) 及脑刺激技术，来研究人类

社会行为的认知与神经过程。近期在国际上提出社会学习的人际神经科学理论模型；构建

脑间同步与学习行为多模态融合分析方案与指标体系；合作开发“多脑经颅交流电刺激”

系统，研究脑间同步在社会学习中的因果作用等。



‖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会议手册

彭玉佳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于

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得学士学位。2019年毕业于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2019年到202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Michelle Craske和Hakwan Lau组从事博士后研究。2021年9月入

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彭玉佳研究员的研究主要关注焦虑

症与抑郁症的机制研究，以及社会认知与人工智能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Biological

Psychiatry :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imaging, Psychiatry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Science, Cognition，Vision Research等同行评议的重要学术期刊上。

曲 琛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副会

长，国际社会认知神经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经济心理学

专委会、脑电相关技术专委会理事及《心理学探新》期刊编委。在学

术方面，主要研究管理决策,情绪调控及其神经机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等，获得全国高等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邵永聪 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睡眠

医学会生物节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社会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全军心理战专家库专

家；Neuroimage等杂志特约审稿人。承担军委科技委项目、后勤科研

重大专项、军口863专项等多项课题。长期从事认知心理学研究。研究

内容为复杂军事环境影响注意、记忆、决策等心理高级认知功能的规律和机理并筛选敏感

生理和心理指标；建立认知损伤快速评估、预警及干预系统；研究提高应对心理负荷和心

理回弹的模拟训练方法及认知损伤干预药物和装备等。自主开发了便携式群体认和能力评

估系统，具备快速组网、模块化及便携化的优点，多次应用于重大军事活动保障，显示出

良好的军事应用前景。通过EEG/ERP，fMRI等技术在脑力疲劳致认知功能损伤的神经机制

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获得多项重大发现，研究结果发表在Mole Psychiat, Hum Brain 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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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image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0余篇（最高IF=13.67，合计91），主编或参编教材5部。

曾获2011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任务奖，2010年获国际维和勋章，2010年获、2011年获评

优秀共产党员，2010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2012年、2015年获评军事医学科学院优秀教师。

宋 艳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脑电联盟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研究儿童和成年人

视知觉，注意等神经机制。同时探究视觉注意能力同儿童高级认知过

程（语言、数学能力的关系）。所利用的方法主要是脑电技术（ERPs）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fNIRS)等等。于2003年获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生物物理专业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在首都医科大学获生物

医学工程工学学士学位。201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San Diego）做访问学者。主持的科研项

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07年，2010年，2013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2

007年）等，参与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09年，2014年）等，获北

京师范大学励耘青年教师奖， “京师英才”等多项奖励。已经发表30多篇英文学术论文，

是NeuroImage，Hum Brain Mapp，Sci Rep，Vis Res等多个专业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陶 沙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教育学会脑科学与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心理科学》副主编，Read

Writ编委。研究儿童认知与语言学习、汉语和英语学习困难的认知神

经机制及评估、干预、儿童脑发育与学校适应。主持2030国家科技创

新“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究”项目课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哲社基金项目、教育部科技重点及北京市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等；在

Psychol Bull, J Edu Psychol, Sci Bull, Cereb Cort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4部；获国

家新闻出版署优秀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北京市

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研究成果入选ESI高被引论文、Intern Literacy Day推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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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毅恒 2016年于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7-2020年在哈佛大学

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开展博士后研究并获得正式教职。2020年底加入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疼痛的神经表征、认知调控及非药物干预；

近三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Molecular Psychiatry、

PNAS、Neurology、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

论文，择优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研究项目。

王爱君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社科优青）

，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苏州市科协青年科技托举人才，苏州大学学生

“最喜爱的老师”，中国认知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神经心

理学专委会委员。已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发表SSCI/SCI、CSSCI论文70余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基础研究计划、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等课题。担任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质

量监测服务平台评审专家。

王金辉 华南师范大学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国家优青获得者，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多

模态神经影像技术的复杂脑网络方法学和临床应用研究（重点关注抑郁症

和多发性硬化）。在本领域国际主流学术期刊Biol Psychiatry、Radiol、Hum

Brain Mapp等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入选期刊封面论文和ESI Top 1%高被

引论文。首位和唯一华人学者荣获美国生物精神病学协会Ziskind-Somerfeld研究奖。担任Front

HumNeurosci副主编。主持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项目15项。现为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影像学分会

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青年）、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比利时FWO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重大专项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会评专家。担任Cereb Cort、NeuroImage、HumBrain Mapp等多个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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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晨波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兼任脑科学

与教育创新研究院、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

特聘为上海财经大学、西湖大学授课教师。2009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2014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基础心理学专业。

研究兴趣是疼痛、共情与道德心理。已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

项，研究成果发表在Hum Brain Mapp、Soc Cogn Affect Neurosci、Euro J Pain等期刊。任Brain

Sci、《心理科学》等期刊编委。主讲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心理学与生活》。

汪 寅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

授、麦戈文脑研究所研究员、博导。2012-2019分别在英国诺丁汉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和天普大学心理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担任北京师范

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PI、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研究员。其研究运用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网络神经科

学、以及计算神经科学探索人类高级社会认知功能的运作机制和生物学基础。相关成果发

表在Nat Hum Behav，NeuroImage，Cereb Cort，Hum Brain Mapp等高水平学术期刊。

位东涛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年毕业于西南

大学心理学部，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学术荣誉：重庆市优秀

博士论文，重庆市科协首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主要研究方向聚

焦在身心健康和情绪概念，具体包括（1）内感受与情感的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2）情感躯体化形成和发展的机制；（3）抑郁障碍认知-躯体-

情感的关系及其脑功能和结构的特征；（4）情感概念的发展机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的身份在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10多篇SCI/SSCI,如Am J Psychiat、J Am Aca Child

Adol Psychiat、Psychol Med、NeuroImage、Cort、Hum Brain Mapp、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Sci Data和《科学通报》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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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冬睿 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学士，2006年新加坡国

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200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助理，图像信

息处理与智能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海外青年高层次人

才，IEEE Fellow，IEEE模糊系统汇刊(IF=12.253)主编。主要研究方向

为脑机接口、机器学习等，受科技部、基金委、华为、百度、阿里、蚂蚁等项目资助。发

表NSR、IEEE TPAMI等SCI论文104篇(一作36篇，IEEE汇刊71篇)，ESI高引11篇，谷歌学术

总引用10000余次(H=54)，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授权国际专利5项，中国发明专利13

项，转让4项。两个一作算法进入MATLAB Fuzzy Logic Toolbox。获 2022教育部青年科学奖、

2021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年科学家奖、2017 IEEE SMCS首届青年科学家奖等6个青年科学奖，

2021 IEEE 神经系统与康复工程汇刊最佳论文奖、2014 IEEE 模糊系统汇刊杰出论文奖、

2012 IEEE 计算智能学会杰出博士论文奖等6个杰出论文奖，2021-2022蝉联基金委信息科

学部、中国电子学会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脑机接口比赛技术赛全国总冠军。

伍海燕 博士，澳门大学脑中心ANDlab (https:// andlab-um.com/)

课题组长(PI)，博士生导师，“好奇帮”公众号创办者。博士毕业于北

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曾任加州理工学院

访问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认知和决策中的计算神经机制、焦虑与

情绪加工、AI与人类社会交互等交叉领域。担任多个期刊如Neurosci

Bull, BMC Psychol, Brain Sci编委/青年编委。以一作或者最后通讯作者

在Neurosci Biobehav Rev，Cereb Cort，Neuroimage, Human Brain Mapp, Psychoneuroendocrinol，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等期刊发表研究论文超过50篇。现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脑智工程研

究会会员，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2项，深港澳合作项目，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多项课题经费，同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广东省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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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琼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注意控制的

神经机制、以及内感受与心理健康，在eLife、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等杂志发表论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

目前任中国心理学会神经心理学专委会委员兼秘书。

吴婷婷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研究员。2007年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理学学士，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

验室博士（认知神经科学方向）。2013-2021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

后学院范津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22年9月加入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主要采用综合采用行为测验、功能磁共振

成像、脑损伤研究结合的方法考察认知控制的心理与神经机制。主要研究工作发表在

NeuroImage、Cerebral Cortex、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等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国际权威

期刊上共计30余篇，谷歌学术引用达1100余次。

姚树霞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神经信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1. 人类社会行为与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主要包括公

平觉知、利他等社会决策过程以及恐惧/焦虑、防御反应的神经机制；

2. 无创脑功能干预手段如催产素以及实时功能磁共振（rt-fMRI）神经

反馈对人类社会行为与情绪的调控作用及机制；3. 精神疾病患者如自闭症、焦虑与抑郁社

会认知与情绪加工功能紊乱的神经机制以及上述无创脑功能干预手段在其中的应用潜力。

现已在Mole Psychiat，Neuropsychopharm, Neuroimage, Cort, Aut Res，SCAN等国际期刊发表SCI

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四川省自科等科研项目多项。

担任包括Neuropsychopharm, Trans Affect Comp, Cereb Cort, Hum Brain Mapp, SCAN以及心理

科学进展等多个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担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理事；担

任自然科学基金、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UKRI) 等多个基金的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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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凤琼 安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硕士生导师，心理治疗师。主要方向为结合脑电、功能磁共振与电磁

神经调控，研究情感障碍患者介导临床症状的决策功能损害，脑和认

知机制及干预方法。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Depres Anx、J

Psychiat Res、J Affect Disord、心理学报、中华精神科等国内外权威杂志

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8/10）。省级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中国心理学会脑电技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心身障碍分会委员。

余荣军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系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

博士，2020年通过“人才100”计划加入浸大，获2022/23香港研究资助

局“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要研究兴趣是运用功能核磁共振

（fMRI）、脑电（EEG/ERP）与药物操纵（pharmacological manipulations）

等方法探讨决策的神经机制（Decision Neuroscience）,并利用神经经济学

范式和脑成像技术积极探索与决策/情绪相关的临床精神疾病的内在机

制，主要研究成瘾，精神分裂，反社会人格，自闭症，焦虑郁闷等情绪障碍。目前发表了

超过150篇论文，引用超过5000次，H因子41。担任Neurobiol Stress (IF=7.1) 副主编。

张 丹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脑与智

能实验室兼职研究员。研究致力于运用近红外、脑电等脑成像技术开展

言语、情绪等社会交互关键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研究，同时运用脑机接

口等技术开展面向学习科学、情感计算、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智能心理测

量方法与应用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任务、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20

余项各类科研项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Cereb Cort、NeuroImage、IEEE T-AC、IEEE T-BME、

IEEE T-NSRE等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40余篇，担任IEEE T-AC、J Neurosci Meth、《心理学

报》、《心理科学》等期刊编委，并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学习心

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会议手册 ‖

张丹丹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以“情绪及社会认知”

为主线开展工作，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五项，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Human Behaviour 、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Psychological

Medicine、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心理学报等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百余篇，总被引次数达千余次，成果被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等多

家重要国际媒体专题报道。任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脑电相关

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事、认知与脑调控分会委员。获

广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深圳市自然科学二等奖、北京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四川省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特聘专家、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B类人才、首届翰翔青年科学家。

张锦涛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获2020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于2009年在北京师范

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习和工作

期间先后在美国Wayne State U和Yale U访学交流。主要结合行为（问卷、

认知实验等）、神经层面（MRI技术）从事网络游戏成瘾特点及其对

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形成发展的行为与脑

机制研究；综合心理行为及tDCS、TMS等技术手段的干预研究；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的基金项目。担任Cur Addict Rep编委；为中国药物滥用防

治协会行为成瘾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理事，网络心理学分会专

业委员会委员，已在Brain, J Am Aca Child Adol Psychiat, Am J Psychiat, Comp Hum Behav,

Neurosci Biobehav Rev, Neuropsychopharm, Addict, Addict Biol和心理学报等中外学术期刊上

发表了80余篇研究报告和论文。研究成果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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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明 辽宁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校聘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使用多种技术方法，研究时间心理、情绪和成瘾的

认知神经机制。相关工作发表于Sci Adv、NeuroImage、Sci Data、Behav

Res Meth、Addict Bioly、Psychiat Res、Acta Psychol、PsyCh J、心理科

学等权威期刊。中国心理学会会员，Brain-X特邀编辑，国内外十余本

专业期刊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两项省级项目。

入选大连市首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计划。

张 阳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特聘教

授）。201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获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博士

学位，期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资助，于2008-2009年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系访学，2011-2012于英国伯明翰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2013年入职苏州大学心理学系。江苏省认知神经科学协会

副理事长，江苏省普通与实验心理学协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8年受邀担任华硕显示器专家

顾问团成员，2019年受邀担任Front Psychol和Front Neurosci副主编，2020年入选江苏省社科

优青。已在《Adv Meth Pract Psychol Sci》《J Exp Psychol: Gen》《Behav Res Meth》《Cogn》

《Psychophysioly》《Vis Res》《J Cogn Neurosci》以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

学进展》等专业杂志上发表30余篇关于注意和视知觉研究的论文（累计被引600余次）。

张治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导、国家级青年人才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交互、神经解码

与调控、认知情感计算和类脑计算。已发表SCI论文110余篇（包括

多个IEEE 汇刊和医学/脑科学交叉领域顶级期刊如NeuroImage、J

Neurosci、Medical Image Analysis 等）、会议论文百余篇、编著脑电

技术书籍（中英文版各一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深圳市、香港和

新加坡的研究项目20余项。在无创神经接口方面的工作获2021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排名第4）。连续多年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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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杰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

院长。主要从事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

参编教材4部。担任本科生实验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

研究方向为认知过程，侧重从时间维度上揭示心理活动的认知和神经

机制，以及时间维度上的个体差异。曾获西南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国

家级重点学科“科学研究进取奖”。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获重庆市人民政府重

庆市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三等奖。

赵庆柏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年学者。现

任中国心理学会神经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创造学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理事、湖北省心理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神经信息学专业。主

要从事创造的认知神经机制、创造力培养、网络学习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

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5项，在《Neuroimage》

《Cerebral Cortex》和《心理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项。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1项，获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1项、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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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明 东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儿童发展与学习

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111”引智基地负责人，入选国

家高层次领军人才、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IET Fellow）、江苏省特

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4年9月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

无线电工程系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计算、人工

智能、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先后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剑桥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IEEE Trans Affect Comp》、《中国图象图形

学报》等国内外期刊编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联合重点项目、科技部973课题等

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IEEE计

算机协会最佳论文奖、IEEE情感计算汇刊最佳论文奖等奖项。

郑 亚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

一级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奖赏加工、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以奖赏缺损为核心特征的各类精神神经疾患（如抑郁症、成瘾障碍等）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

计划、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等。相关成果发表在Soc

Cogn Affect Neurosci、Psychophysiol、Neuropsychologia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

周 可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涉

及知觉、注意和数量感知的认知加工机制。使用心理物理法、脑成像

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脑电、脑磁和经颅电磁刺激技术）和计算模

型研究知觉注意的认知加工机制及其神经基础。相关成果发表在Nat

Neurosci、Sci Adv、PNAS、Cur Biol、PLoS Biol、J Neurosci，Cereb Cort

等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承担科技部“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

项目课题，“注意的神经计算模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大脑功能机制模型

与类脑算法模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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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迪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作

记忆的神经机制。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兼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副会长。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973课题、省部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10余

项，发表SCI/SSCI 研究论文50篇。他在过往的研究中证明初级感觉皮

层参与高级认知活动，并证明体感皮层神经元能对与触觉刺激相关的

非触觉（视觉，听觉）刺激作出反应，参与对这些非触觉刺激的工作记忆。根据这些研究

成果，周教授提出大脑初级感觉皮层不仅参与感觉性质的分析，同时还参与高级认知过程。

他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展躯体感觉皮层对于与触觉信息相关的非触觉信号的认知与短期记忆

作用的神经机理的研究（交叉感觉模式的认知与短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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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分析技术工作坊主讲专家

Simon B. Eickhoff 德 国 杜 塞 尔 多 夫 大 学 (Heinrich-Heine

University in Düsseldorf ) 的系统神经科学教授和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神经科学与医学研究所所长。Wiley 旗下《

Human Brain Mapping》期刊现任总编辑。曾开发工具包Anatomy Toolbox，

研究方向为功能神经影像学数据的基于坐标的meta分析方法开发以及

用于数据库驱动分析和集成的神经信息学方法、人脑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其区域专业化为

不同模块和功能整合之间的关系、多模式分析，整合和比较结构，功能和有效连接的不同

方法、感觉运动转化的大脑机制和过程，包括注意力和社会情绪处理在内的高阶动作控制、

从神经影像学数据中个体预测认知、情感和临床表型的机器学习方法、神经和精神疾病病

理生理过程的系统生物学的转化研究。据google scholar统计，其论文总引用次数达70,572次

（近五年的总引用次数就达到43,072次）。

Peter Thornton Fox 医学博士，国际神经科学学会候任会长，美

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放射学系、医学系神经科、精神病学系教授，

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神经影像中心主任。Fox教授是功能脑成像技术的

发明人之一，八十年代发明了功能脑成像技术，彻底改变了神经科学

的未来研究方向。曾任国际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大师级领军人物、脑

成像国际顶尖专业杂志Human Brain Mapping主编，Fox教授已发表论文300多篇，学术影响

力极高。根据google scholar统计，其论文总引用次数达45,349次（近五年的总引用次数就达

到20,544次），仅在顶级期刊Nature和Science上就发表了大约2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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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春亮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学士，北京师范

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博士，美国Emory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入

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四川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吴文俊人

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作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发表过多篇包括Clin

Psychol Rev，Neurosci Biobehav Rev，NeuroImage, Hum Brain Mapp, Brain

Struct Funct, Psychol Med,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等国际刊物在内的SCI/SSCI论文。担任NBR,

HBM, Neuroimage, SCAN, Sci Rep, Brain Cogn, Biol Psychol, Neuropsychologia, PloS One等学术

期刊的审稿人。

胡传鹏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苏省特聘教授。Center for

Open Science在东亚地区最早的推广大使，曾担任Psychological Science

Accelerator这一全球心理科学实验室合作网络（全球500多个实验室参

与）的助理主任。创办Chin Open Sci Net（公众号：OpenScience），进

行开放科学和可重复性相关专业知识的推广；联合创办欧洲地区的华

人心理与脑科学学会（Chin Assoc Psychol Brain Sci)。参与多项国际关于可重复性问题的大

型合作项目，项目结果发表在Nat, Nat Hum Behav等。已于第一/通讯作者在Sci Bull、Neurosci

Biobehav Rev、科学通报等期刊发表中英论文20多篇。担任学术期刊Adv Meth Pract Psychol

Science 、Sci Repor 和Collabra: Psychol编委，为Roy Soc Open Sci; Soc Psychol Person Sci等十

余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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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琦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

大学心理学院基础所所长、科研创新团队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兼职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认知控制和奖赏的神经机制、反社会行为

的甄别和调控。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年基金、中科研心理所自主部

署科研项目等。担任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和Frontiers in Psychology学术期刊的联合编辑、

河北省司法行政解毒系统心理矫治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传承与

创新发展共同体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

Human Brain Mapping、Plos One等审稿人。

夏明睿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脑影像连接组大数据计算方法及其在脑发育和

脑疾病中的应用研究，在Mol Psychiatry、Sci Bull、NeuroImage等国际期

刊发表SCI论文70余篇，谷歌学术总引用8500余次，H指数34，获批软

件著作权3项。主持科技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青年科学家项目、国

自然面上项目（2项）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5项，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国自然创新群

体成员，获OHBM可重复性研究奖（2021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2019-20

22年）、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2020-2022年度）。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脑成像专

委会委员兼秘书，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委员，国自然基金评审专家，

Nat Commun、Asian J Psychiat、PLoS Biol等国际SCI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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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飞 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博

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拔尖人才、博士生

导师。曾任深圳大学研究员，情绪与社会认知研究所副所长。致力于

攻克情绪与情绪障碍的脑认知机制。主要采用认知实验、计算模型、

多模态脑成像技术等探索情绪与动机行为的脑认知基础及其相关情绪

障碍的异常与调控机制。2018年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先后主持科技部重

大专项工作任务、基金委青年/面上/国际合作等国家级课题4项、深圳市重点项目和人才项

目各1项。在Brain, J Neurosci、Cur Biol, Cereb Cort、Neurosci Biobehav Rev等SCI/SSCI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广东省、

深圳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项。目前担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常务理事、

深圳市脑科学学会副会长、Front Psychol/Psychiatry副主编等学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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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红外成像技术工作坊

崔书强 男，1982年10月生，山东省惠民县人，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2010年6月硕士毕业

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人体科学专业；2018年6月博士毕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现为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学

科带头人，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岭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校外硕

士研究生导师。作为骨干人员参与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项目及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承担了多项北京市体育局科研项目；发表多篇SCI论文，多篇核心期刊论

文。现为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运动与中枢神经调节方面的学科带头人，近年来运用皮

层脑电、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以及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等干预手段在皮划艇、

赛艇、田径中长跑等项目围绕运动员出现的运动疲劳、失眠等问题以及运动表现提高等方

面进行了实验性研究，并将相关成果在自行车、射箭、网球等多支运动队进行了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认可。

李 鹏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孔雀

计划”C类人才，深圳市高层次后备级人才。研究的兴趣包括责任感、

资源分配、捐赠行为等社会认知情感过程相关的神经机制，以及决策

过程及结果评价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NeuroImage、

Human Brain Mapping等期刊发表SCI/SSCI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广东省教育厅项目及深圳市高层次人才项

目各一项。目前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Journal

of Neuroscience, NeuroImage等十多份国内外学术期刊审稿人；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脑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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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春明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自然优青，国际近红外光学成像

协会通讯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认知神经生物学分会秘书长，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重大项目课题等多项。研究方向为语言交流和社会互动，在Nature

Comm、PNAS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熊建萍 心理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

学会眼动心理研究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心理学会理事；河南省心理学会

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学专委会主任；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指委心理学

专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带头人；心理学学

科带头人。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持完成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等。公开发表专

业学术论文近30篇，其中SSCI、CSSCI近二十篇；出版专著一部。2011年参与编写普通高等

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教育心理学》；2014年主持编写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教育心

理学》；主持完成河南省教育改革重点项目一项。2020年主持编写河南省十四五规划教材

《教育心理学》。成果获得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等。

杨 娟 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教育技术系系主任，博士，

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计算模型、E-Learning、知识工程等。

2014年-2015年受邀于伦敦大学的发展神经认知实验室（Developmental

Neurocognition Lab）做荣誉研究员兼访问学者。以第一作（含通讯作者）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教育类SSCI论文7篇，SCI论文2篇， CSSCI

论文10余篇，主编教材两部。是多个SSCI期刊的同行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省部级项目3项。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常务理事，四川民建第十

届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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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鹏 天津师范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天津师

范大学心理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应用心理方向）。研究领域为社

会认知神经科学。目前，主要运用fNIRS超扫描技术探索正常人群与孤

独症个体在实时互动中的意图理解、社会决策的神经机制。主持教育

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天津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委托项目等课题。讲授《

心理学研究技术：fNIRS的原理与应用》等课程，创办“fNIRS之家”公众号，致力于fNIRS

技术与应用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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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大心理学院简介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历史悠久、学科积淀厚重。1941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迁至兰州，

心理学的多门课程设为师范研究所教育学部的专业课程；1951年秋，成立心理学研究组；1977

年，成立心理学教研室；1982年设立心理学本科专业，1986年开始招收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2000年，成立心理学系；2012年，心理学院成立；众多老一辈心理学家，如胡国钰、王文新、

章仲子、刘问岫、何玉琨、郭士豪、沈庆华和赵鸣九等都曾在西北师范大学执教，为我国心理

学的发展尤其是西北心理学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立足祖国西

北，旨在建设西部领先，国内一流，区域特色鲜明，服务我国西北地区的高水平心理学科学研

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目前是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中唯一拥有心理学学士、硕

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教学科研单位。学科为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

拥有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甘肃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应用心理学省级特色

专业。心理学院具有国内一流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条件，建设有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室、近红外

脑成像实验室、脑电采集实验室、眼动跟踪实验室、生物反馈实验室以及儿童行为观察室等。

心理学院现有教职工47人，其中专任教师39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15人，讲师12人，

教辅1人，教师中博士生导师11人，硕士生导师31人。师资队伍中，中组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甘肃省教学名师1人，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1人。近年来，学院在民族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等方向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先后获批2030-“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兰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工程项目1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20多项。近年来，学科成员先后在Developmental Scienc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Journal of Personality、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Memory & Cogni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Biological Psychology、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以及《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300多篇。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秉承“扎根西北，奉献西北，服务西北”的理念，紧紧围

绕西北区域发展需求，在脱贫攻坚，多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西北优质心理学

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西部社会治理工作中彰显了心理学科的现实责任和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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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由全国来自 30 多家科研院所和大学的 40 多

名领域内知名专家共同发起，2017 年 5 月 6 日经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获批筹建，

2018 年 7 月 27 日正式成立。2022 年 9 月第一次换届。现任主任为罗跃嘉教授。委员

会宗旨是团结和组织全国脑电及相关技术的专业从业人员，促进国内脑电技术进步和学术

交流，为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科研和应用转化做出贡献。至今已成功举办九届年度研讨会，

10 余次 ERP 脑电技术高级讲习班，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才，在国内脑电领域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

专委会职务 姓名 专委会职务 姓名 专委会职务 姓名

主任 罗跃嘉 委员 李鹏 委员 王小春

副主任 丛丰裕 委员 李先春 委员 王益文

副主任 冯文锋 委员 李雪冰 委员 吴健辉

副主任(兼秘书) 古若雷 委员 刘强 委员 吴婷婷

副主任 雷旭 委员 刘泉影 委员 徐鹏

副主任 尧德中 委员 罗欢 委员 徐鹏飞

委员 陈安涛 委员 罗劲 委员 杨娟

委员 陈桃林 委员 罗禹 委员 杨奇伟

委员 杜博琪 委员 马海林 委员 杨苏勇

委员 付世敏 委员 买晓琴 委员 尹华站

委员 甘甜 委员 彭微微 委员 余凤琼

委员 何蔚祺 委员 彭小虎 委员 袁加锦

委员 贺金波 委员 秦绍正 委员 张丹丹

委员 胡理 委员 曲琛 委员 张阳

委员 蒋重清 委员 宋为群 委员 赵鑫

委员 库逸轩 委员 涂毅恒 委员 朱湘茹

委员 李富洪 委员 王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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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是由广东省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工作者组成的公益性、

学术性社会团体，于2015年2月由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目前，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的会

员来自广东省的数十家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企业；名誉会长为华南师范大学莫雷教授，

会长为深圳大学罗跃嘉教授。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的宗旨是召集广东省广大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工作者，

开展认知科学相关的学术活动，加强学术研究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以促进认知科

学的繁荣和发展。学会经营范围是开展认知科学理论研究、经验学术交流、讲座培训、咨

询业务、技术服务、刊物出版、相关公益活动等。学会成立两年以来，已开展多次大型学

术会议，在脑成像、脑电/ERP、情绪等学术与技术领域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理事会名单
学会职务 姓名 学会职务 姓名 学会职务 姓名

会长 罗跃嘉 常务理事 聂衍刚 理事 潘静

副会长 谭力海 常务理事 张小远 理事 陈婷

副会长 郑海荣 常务理事 周国梅 理事 崔芳

副会长 高定国 常务理事 周可 理事 李鹏

副会长 翁旭初 常务理事 吴仁华 理事 刘汉军

副会长 曲 琛 常务理事 郭毅 理事 刘彦平

副会长 荣 晗 常务理事 常春起 理事 孟祥红

副会长 叶茂林 常务理事 雷怡 理事 余天佑

副会长 任力杰 常务理事 陈琦 理事 邹良玉

副会长 周永迪 常务理事 蔡晓东 理事 窦凯

秘书长 张健 常务理事 贺菊方 理事 张慧君

副秘书长 关青 常务理事 胡晓晴 理事 彭飞

常务理事 李远清 常务理事 库逸轩 理事 张瑞彬

常务理事 刘耀中 常务理事 涂立新 理事 任占兵

常务理事 付世敏 理事 张丹丹 理事 徐鹏飞

常务理事 周曙 理事 王优 理事 黎思娴

常务理事 王瑞明 理事 赵久波 理事 周晖晖

常务理事 黄瑞旺 理事 隆晓菁 理事 陶伍海

理事 韩尚锋 理事 段炼 理事 何昊

理事 马捷 理事 全鹏

监事长 李海波 监事 邹来泉 监事 吴健辉

理事单位 深圳瀚翔 理事单位 博睿康 理事单位 慧创医疗

理事单位 上海心仪 理事单位 赢富仪器科技

学会已主办、承办或协办的重要学术活动包括AFNI培训班（2017年12月4日—— 9日，

广东深圳）、ERP高级讲习班（2018年6月，福州）、脑成像与脑电研究与应用研讨会（2018

年4月，上海；2019年3月，南昌；2020年11月，苏州；2021年4月，重庆；2022年11月，东

莞）等。展望未来，学会将继续立足广东，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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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

2018年，中国认知科学学会批准成立社会认知科学分会，由罗跃嘉教授担任分会会长，

杨雄里、范明、傅小兰、周晓林、李红担任顾问，韩世辉、胡斌、方晓义、周永迪、邱江

担任副会长，目前有常务理事21名、理事46名、秘书长1名。

社会认知科学分会作为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的分支机构，以情绪、决策、奖惩、文化、

道德、情绪障碍以及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的交叉研究领域为中心。分会开展丰富的学

术交流活动，促进社会认知与认知科学在不同层次上的融合，展现当前社会认知研究的主

要研究方法和进展，并为国内外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合作交流、培训等方面的

渠道和平台。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名单（第一届）

会 长（1名）：罗跃嘉

副 会 长（5名）：韩世辉、胡斌、方晓义、周永迪、邱江

顾 问（5名）：杨雄里、范明、傅小兰、周晓林、李红

常务理事（21位）：蔡华俭、范方、高定国、郭秀艳、贺菊芳、胡平、李健、李湄珍、

刘超、罗劲、梅妍、秦绍正、吴艳红、曲琛、吴健辉、徐鹏飞、郑文明、周成林、周可、

周雯、周欣悦

理 事（46位）：艾卉、陈琦、陈桃林、蔡华俭、崔芳、封春亮、伏云发、甘甜、

古若雷、贺金波、何清华、胡晓晴、胡莹、蒋重清、寇娟、李雪冰、罗笠铢、罗思阳、马

燚娜、买晓琴、王爱君、王金辉、王丽丽、王小春、王妍、王益文、韦正德、位东涛、伍

海燕、魏祥迁、徐强、徐雷、徐敏、徐霞、杨群、姚树霞、姚昭、张丹丹、张锦涛、张军

鹏、张林、张效初、张阳、张卓、朱湘茹、邹枝玲

秘书长（兼）：徐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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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列表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理事单位

深圳市瀚翔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心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赢富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丹阳慧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赞助单位

武汉格林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誉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飞宇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尖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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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注意事项

一、交通指引

起点 交通工具 距离 车程

兰州中川机场

1.机场大巴（安宁线），30元/人

51公里 45分钟2.动车至兰州西站，再搭乘出租车至酒店，约50元

3.搭乘出租车直达约130元

兰州火车站（东站） 搭乘出租车约35元 20公里 35分钟

兰州火车站（西站） 搭乘出租车约20元 10公里 20分钟

二、天气预报

时间 天气 温度

2023年05月12日 阴 8-18℃

2023年05月13日 多云 8-19℃

2023年05月14日 阴 11-20℃

三、酒店信息

请参考会议通知，自行选择酒店并预定。若需会议协助，请联系会务人员。将乐意提

供帮助。

酒店名称 联系方式 协议价 酒店地址

国泰安宁大酒店
燕经理：13893170831 450

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922号

希尔顿欢朋莫高大道店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6号

安宁莫高大道如家精品酒店 0931-7786666 无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13-21号幸福家

园5号楼

悦美居酒店式公寓 0931-7673111 无
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幸福家园黄河明

珠12号楼

中海广场亚朵酒店 0931-7603999 无
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8号兰州中海环宇

城F1

中海广场麓枫酒店 0931-7675666 无 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687号16栋楼

四、收费

会议对所有专家（报告人和主持人）均免收会务费，若本人有项目经费预算，欢迎交

费，感谢对学会的支持！


	目  录
	Contents
	欢 迎 辞
	第十届全国脑电与脑成像研究与应用学术年会
	一、会议简介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三、大会特邀报告与特邀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序)
	四、专题报告和主持专家
	五、元分析工作坊（按姓氏拼音排序）
	六、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工作坊
	七、会议日程安排
	八、理事单位及赞助单位（按公司拼音排序）
	九、会议注册
	十、会议论文摘要
	十一、会议食宿及交通
	十二、联系方式
	会 议 日 程
	专 家 简 介
	一、大会主席
	二、大会特邀报告专家与嘉宾
	三、专题报告和主持专家
	四、元分析技术工作坊主讲专家
	五、近红外成像技术工作坊
	西北师大心理学院简介
	    中国心理学会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
	赞助商列表
	会议赞助单位
	参会注意事项
	一、交通指引
	二、天气预报
	三、酒店信息
	四、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