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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叶在抑郁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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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前额叶功能异常是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腹内侧前额叶和背外侧

前额叶分别是情绪加工和认知控制相关的高级脑区$它们的功能异常与负性自我加工密切相关$本文从腹内

侧前额叶与背外侧前额叶相互作用的角度!在外显加工和内隐加工两个水平上对抑郁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研

究进行阐述!提出研究假设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

抑郁症%前额叶%负性自我加工偏向

#中图法分类号$

"

7.$&2$

#文献标识码$

"

8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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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高

复发&高自杀&高负担

的心境障碍$目前治

疗抑郁症的药物基本

上是对症治疗!在一定

程度上能缓解抑郁!但

起效慢!治疗后仍有约

"-9

患者自杀'

"

(

$因

此!医学&心理学等学

科的学者对抑郁症的

病因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其中!贝克的抑郁

认知图式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负性自我加工偏向

"对自我负性信息的过度加工#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

和发展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一种稳定的特质'

,

(

$抑郁

症患者是具有抑郁认知易感性的个体!在生活事件

"如创伤经验#的作用下!内在的负性认知易感性被激

活!过度关注负性自我信息!导致抑郁症状产生%同

时!抑郁症状又进一步强化了负性自我加工偏向!导

致抑郁症状的持续和发展$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作用

方式及其脑神经机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6-

(

$其中!

前额叶是重点研究的脑区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前额

叶功能异常与抑郁症患者的过度自我关注'

#

(

&消极自

我归因'

.

(

&反刍思维'

(

(这三大自我加工异常显著相

关$因此!梳理抑郁症患者前额叶'腹内侧前额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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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外侧前

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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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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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功能异

常与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十

分必要$

!

"

:>EF*

在抑郁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的作用

""

:>EF*

是情绪自我加工的高级脑区!其功能异

常与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增强显著相关'

,

(

$

事件相关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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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E

#研究发

现!抑郁症患者加工负性自我相关图片时!

E,

等早期

成分的波幅显著升高'

&6"%

(

%功能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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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与正常

个体相比!抑郁症患者静息态下
:>EF*

活性显著增

强'

"%6",

(

%在加工负性自我相关的情绪图片时!抑郁症

患者
:>EF*

也过度激活!表现出对自我相关信息的

过度关注和加工'

""

(

$与正常个体相比!抑郁症患者静

息态下
:>EF*

活性显著增强'

""6",

(

$对临床脑损伤患

者研究发现!损伤了双侧
:>EF*

的个体在完成自我

相关情绪图片识别任务时!对情绪图片的自动反应减

弱!表明双侧
:>EF*

脑损伤患者的自我认知缺失%进

一步研究发现!患者的自我相关负性情感"害羞&罪恶

感&后悔等#的感知能力也显著下降'

""

(

$脑深部电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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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靶向刺激
:>EF*

治疗
#

个月后!降低了抑郁症患者

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缓解了抑郁症状!

G7E

研究也发

现!与负性自我相关刺激对应的
E!

波波幅变小'

",

(

$

这些从基础到临床的神经心理研究提示!

:>EF*

的

功能异常与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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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和改善的脑认知靶点!即

抑郁症患者加工自我相关生活事件时!过度关注自我

相关的负性信息!

:>EF*

功能过度增强!患者体验到

更多自我相关负性情绪$然而!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

也发现!上面的结论并不能被完全证实!双侧
:>EF*

的损伤没有显著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

"!

(

!有效抗抑郁

治疗前后!

:>EF*

的功能活性在
BJ7+

静息态和任务

态都无明显变化'

"$

(

$这提示在介导抑郁的发生中!

:>EF*

功能增强不能完全解释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

加工偏向的作用机制$

"

"

/@EF*

在抑郁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的作用

""

/@EF*

是自我认知控制相关的高级脑区!其功能

异常与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抑制不足有显

著相关'

,

(

$

G7E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加工自我相关

情绪图片时!

N,

等晚期成分波幅升高'

"-

(

$

BJ7+

研

究证实!与健康对照患者比较!抑郁症患者静息态下

/@EF*

脑区功能活性显著降低'

"%

(

$抑郁症患者在进

行负性自我相关图片加工时!

/@EF*

与其他脑区间较

强的功能连接!这可能与抑郁症患者的自我认知控制

不足有关'

.

(

$对临床脑损伤患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双侧
/@EF*

区域损伤的患者抑郁症的发生率显著升

高'

"%

(

!可能与
/@EF*

的自我认知控制不足!不能抑制

负性自我加工偏向有关$有效抗抑郁药物治疗后!与

健康对照患者相比!抑郁症患者左侧
/@EF*

对自我参

照加工条件的反应下降'

"#

(

$

BJ7+

研究发现!有效抗

抑郁药物或认知治疗后!抑郁症患者
/@EF*

脑区活性

增强!患者负性自我认知显著减少!抑郁得分下降'

".

(

$

这些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与

/@EF*

自我认知控制功能不足相关!即当抑郁症患者

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加工时!由于
/@EF*

认知控制不

足!不能抑制其他脑区"如
:>EF*

#对负性信息的过

度情绪偏向加工!负性的抑郁情绪产生$但有研究对

!%"

名抑郁症患者左侧
/@EF*

进行高频靶向磁刺激!

治疗
$

&

#

周后有效率仅为
"&9

&

,$9

'

"(

(

$这同样提

示
/@EF*

功能不足也不能完全解释抑郁症患者负性

自我加工偏向的作用机制$

#

"

:>EF*

和
/@EF*

在内隐%外显水平介导抑郁症负

性自我加工偏向

""

以上研究表明!

/@EF*

和
:>EF*

两个脑区功能

异常在介导抑郁症患者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中有重要

作用$那么!抑郁症患者的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与

/@EF*

和
:>EF*

功能异常是什么关系!又是怎样的

作用模式和机制呢) 从神经解剖学角度来看!

/@EF*

和
:>EF*

皮层在结构上相互联系'

"&

(

%从认知神经研

究来看!抑郁症患者的
:>EF*

&

/@EF*

脑区在负性自

我加工时存在相反的激活模式'

,%

(

%从临床脑损伤抑郁

患者的
BJ7+

研究来看!双侧
/@EF*

损伤患者抑郁症

状发生可能性高!双侧
:>EF*

损伤患者抑郁症状发

生可能性低$对抑郁症患者进行选择性地抑制

:>EF*

活性并激活
/@EF*

活性治疗!抑郁症状有效

缓解'

"$

!

,"

(

$因此!抑郁症患者的负性自我加工偏向有

可能由
/@EF*

和
:>EF*

共同介导$研究发现!抑郁

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有
,

层水平*内隐&自动化的加

工和外显&受意识控制的加工'

$

(

$

G7E

相关研究指

出!当给抑郁症患者呈现正性&负性两种自我相关信

息时!抑郁症患者对负性自我相关信息关注增加!

G7E

的
E,

波&晚期正波波幅更大'

&

(

$进一步分析发

现!对负性信息自动化的自我加工偏向与
E,

波波幅

增大相关!表明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易感性%对负性

信息精细化的自我加工偏向与晚期正波波幅增大相

关!表现为抑郁症状$

BJ7+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进

行外显与内隐自我相关性任务时!外显自我加工与

/@EF*

功能异常相关!而内隐自我加工与
/@EF*

功能

异常无关'

,,

(

$这些研究揭示抑郁症患者的自我加工

在早期自动化&晚期精加工上均存在负性偏向!

:>EF*

和
/@EF*

在内隐&外显水平介导抑郁症负性

自我加工偏向!在抑郁产生与持续中起关键作用!但

其作 用机 制 尚不清 楚$笔 者进一步推 论!如 果

/@EF*

&

:>EF*

功能异常主要是通过内隐加工水平上

介导负性自我加工偏向!那么
G7E

异常表现应以早

期成分"

N"

+

E,

#为主$相反的!如果
/@EF*

&

:>EF*

功能异常主要通过外显加工水平上介导负性自我加

工偏向!那么
G7E

异常表现应以晚期成分"

N,

+

E!

#为

主!见图
"

$

图
"

""

前额叶在抑郁症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的作用假设图

$

"

研究的局限及启示

""

"

"

#从研究任务来看!目前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神

经发生机制主要情绪图片库的图片!与抑郁症患者自

我相关生活事件联系不足!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显自我

加工任务!而对内隐的自我加工任务涉及较少$从研

究对象来看!在内隐或外显自我加工任务中!现有内

隐自我加工神经机制研究多集中于正常群体!对抑郁

症患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加强抑郁症患者内隐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水平的负性自我加工偏向的脑机制研究是未来的方

向之一$"

,

#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
BJ7+

技术!该

技术对揭示抑郁症患者静息状态下脑功能与脑结构

的特征有重要的价值!但大多数试验不仅从静息态也

从任务态进行研究!那么
BJ7+

的时间精度就较低$

因此!联合
BJ7+

和
G7E

技术!动态而直接地反映抑

郁症患者外显&内隐自我加工时间进程的脑结构和脑

功能特点!这有助于较全面地探索抑郁症患者负性自

我加工的特点和发生机制!但目前相关文献较少$

"

!

#虽然笔者复习了前额叶功能异常在抑郁症患者的

负性自我加工偏向中的作用!提出了研究假设推论!

但是从
"

个脑区&

"

个认知来理解抑郁症的产生肯定

是不够全面的!也很难揭示抑郁症的发生机制$因

此!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出发!整体分析

大脑回路&功能连接!可能会发现抑郁症患者认知神

经的内表型特征!为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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