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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等问题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情绪与行为受遗传和环境交互影
响的内在机制。近年来，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了基因与环境的作

用和影响。文章了分析了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进展，介绍了国内外双生子研究的发展

情况，提出在我国建立双生子数据库，开展有关青少年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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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绪与行为问题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现状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

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结合微观的分子遗传

学水平和宏观的社会行为水平的研究，探究在基因

和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中人类复杂行为的形成机

制。19世纪末至今，行为遗传学已跨入第 3个世纪。
从孟德尔单基因遗传定律到多基因系统与环境交

互作用影响复杂的人类行为，从传统的计量遗传学

研究到连锁、关联研究再到功能基因组学技术的应

用，无论在思想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上，行为遗传学

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研究

领域内，研究者在抑郁、反社会行为等方面开始取

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研究问

题。  
1.1 焦虑障碍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焦虑障碍是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恐怖症、惊

恐发作、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强迫症等在内的一大

类情绪障碍。焦虑障碍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

据国外研究报道，惊恐发作的终生患病率为 3%，
广泛性焦虑障碍为 5%，特殊恐怖症为 11%，社交
恐怖症为 13%，强迫症为 3%[2]。焦虑障碍不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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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损害着个体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导致酗酒、

抑郁等问题。 
目前，研究者认为焦虑障碍是遗传和环境两者

互动的结果，但目前针对焦虑障碍的行为遗传学的

具体研究结果还存在争议。家庭研究发现这类障碍

具有家族相似性[3]。两项基于临床样本的双生子研

究显示，遗传因素对焦虑发病有影响[4]；而另外两

项基于一般人群的双生子研究则得到了相反的结

论[5,6]；但是一项基于一般人群的大规模女性双生子

研究结果似乎又偏向于支持遗传的影响[7]。针对儿

童和青少年群体的双生子研究结果同样有不同倾

向。例如，一项使用 8~16 岁双生子的研究支持共
享环境的影响而不支持遗传因素的影响，而另一项

使用 3~18 岁双生子的研究发现两者对社交焦虑都
有影响。Bolton等对英国上千对双生子在 4~6岁时
的研究则发现，遗传对分离焦虑障碍、特殊恐怖症

等早期焦虑障碍具有重要影响，两者病症的遗传影

响显著大于环境因素的影响[8]。对于各种特定的焦

虑障碍，各研究间仍然无法得到统一的结论。目前

被认为与遗传有关的焦虑障碍包括惊恐发作、广泛

性焦虑障碍、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9]。 
焦虑与抑郁障碍的共病率高达 60％，研究者倾

向于认为两者在病因学上存在部分共因，例如相同

的遗传易感性。分子水平的研究显示杏仁核－颞叶

－前额叶皮层、单胺系统、应激－激素反应系统与

焦虑和抑郁障碍有关。具体来说，从基因与环境互

动的角度，研究者探讨了 5-HT1A受体、五羟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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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蛋白（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色胺酸羟
化酶 2（tryptophan hydroxylase 2，TPH2）基因的作
用及影响这些基因表达的发展关键期。但总的来

说，焦虑障碍的分子行为遗传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初

期阶段[10]。有报道指出，5-HTT基因多态性与焦虑
相关人格特质有关，大约可以解释总变异性的 3%
到 4%，可以解释遗传差异的 7%到 9%[11]。 
1.2 抑郁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是名列前五的致残和导

致疾病负担的原因之一。预计到 2010 年，抑郁症
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第二大负担的疾病。在我

国，随着社会的转型，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抑郁

症发病率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近年来不断发生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事件，

不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和物质损

失，还形成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科研人员正不断

努力，试图了解影响抑郁症发病的各种因素，寻找

有效的手段控制和治疗抑郁症。 
行为遗传学研究专家 Robert Plomin 等综合 7

项家庭研究的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家庭成员的发

病危险为 9%，明显高于 3%的基线水平，提示遗传
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的重要作用。而运用双生子研

究的方法也证实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起到不

可忽视的作用。一项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显示，同

卵双生子的共病率为 40%，显著高于异卵双生子的
共病率 11%[12]。在近期的两项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

中，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平均共病率分别为 42%
和 20%[13]。对于轻、中度抑郁症，比较各研究的结

果，似乎很难得到较确定的结论。但一些研究显示，

遗传的影响程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抑郁越

严重，遗传因素的影响就越显著[13,14]。 
现代分子生物学为行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

的契机，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

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成果。例如，Caspi 等
考查了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压

力生活事件，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抑郁症状，而另

外一些人则不会[15]。他们发现，5-HTT基因在压力
性事件诱发抑郁的环节上具有调制作用。5-HTT基
因在启动子区有短和长两种等位基因，具有短等位

基因的个体面临压力性事件时，更容易出现抑郁症

状、患上抑郁症甚至自杀。另一个与五羟色胺代谢

有关的基因 TPH 基因被认为是与自杀行为和抑郁
有关的主要候选基因之一[16,17]。 

1.3 青少年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观点认为，青春期的

个体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性的

萌发到成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这时期的个体

常常面对学业、家庭关系、就业、人际交往等问题，

承受较多压力和挫折。而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功能和

应对挫折的能力发展还不成熟，因此，青春期容易

发生行为偏离。但越来越多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却显

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生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结合分子遗传学的研究，Caspi等 2002年的研

究 [18]发现儿童受虐待的生活经历与单胺氧化酶

（MAO－A）基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那些幼时
受到虐待并且携带编码低水平 MAO－A 基因型的
儿童与那些虽然幼时受虐待但携带编码高水平

MAO－A基因型的儿童比起来，前者的反社会行为
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国外关于青少年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的行为

遗传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进

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研究则正在起步，

建立我国的青少年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样本库，并开

展相关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 行为遗传学研究中双生子研究的价值与

现状 

2.1 双生子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近年来，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双生子

研究方法都有了新的发展。2000年人类基因组全序
列的公布与分子遗传学新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

分子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并增加了人们对基因产品

及其在细胞水平上功能的理解，为研究基因和行为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伦敦大学精神病学

研究所于 1994 年建立包含 16000 对英国双生子被
试的大规模纵向研究项目，开始重构量化行为遗传

学的研究。2002年和 2003年，Caspi等结合传统的
心理学评估方法和候选基因技术进行研究，获得的

研究成果更极大地鼓舞着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微观

分子水平和宏观社会行为水平间的联系[15,18]。 
在过去的 20 年里，随着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在人类行为遗传学研

究中微观层面的基因技术不再是主要困难，影响研

究水平的关键因素回归到宏观层面的行为数据问

题上。行为数据的来源、获取方式、客观性等成为

目前行为遗传学研究首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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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尔顿在百年之前对天才的遗传因素进行

研究以来，双生子设计——比较同卵双生子（MZ）
和异卵双生子（DZ）在行为上的相似性，一直是行
为遗传学量化研究中使用范围最广的研究方法。双

生子在遗传与环境方面的异同可谓“天然实验设

计”。近十几年来，双生子研究方法本身也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最初，研究者只是单纯利用双生子研

究来定量估计遗传作用的大小，估计遗传度的方法

也只是简单的相关系数法或方差分析法。随着统计

学的发展，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更可靠的遗传度估

计值，还可将各种影响因素进一步分解，并且进一

步探讨遗传度的年龄性别差异。另外，许多研究者

还将双生子研究与其他类型研究结合起来，以获取

更多的有用信息。如与收养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将

环境因素进一步分解。近年来，结合新的分子遗传

学技术后，双生子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富有价值
[19,20]。 

行为遗传学在分子和环境水平的迅速发展使

我们不再局限于研究遗传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人类行为。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探寻基因和

环境如何影响行为的变化，探讨其中的连续、共变

和异质问题，阐述先天与后天交互发展的问题。这

些新发展对基因和环境在遗传、表型及环境中交互

作用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2.2 国内外双生子库的发展状况 

双生子库已经在北欧国家系统地建立起来，其

他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

利，荷兰等国）正在积极地开展相关工作[4]。丹麦

于 1950 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双生子库[21]。瑞典

有世界上最大的双生子样本库，该库有近 14 万对
双生子[22]。行为遗传学研究专家 Robert Plomin 教
授在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双生子追踪研

究样本库。美国有多个区域性的双生子库，明尼苏

达双生子家庭研究项目（Minnesota Twin Family 
Project ，MTFS）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在亚洲，
目前见诸报道的有影响的双生子库是斯里兰卡双

生子库[23]。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开展相关工作。例如，

近年青岛疾控中心在青岛地区建立了双生子发展

促进协会，登记了青岛地区双生子并在一部分成人

中开展了与疾病有关的研究[24]。 
国外研究情况显示双生子库为解决一些边缘

学科问题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研究方法，成果产出非

常显著。如，仅芬兰双生子库的相关研究已经发表

了近 400篇科研报告[25]。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以“双生子”、“孪生子”、“双胞胎”为关键词

检索到我国 1979~2006年 2月发表的中文报告累计
163 篇。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双生子研究主要以
生理发育和躯体疾病为主[26]，缺乏心理发展和精神

健康方面的追踪性研究。这和我国的人口水平和科

研需要很不相符合。此外，我国大陆人口已达 13
亿，研究统计显示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双生子的出生

率在 0.5%~0.9％[27]，我国的双生子资源非常丰富。

因此，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口优势结合我国独特的社

会文化环境背景，建立一个基于人口学特点的双生

子样本追踪数据库将对促进我国的人类行为遗传

学研究发挥重要意义。 
2.3 我国青少年双生子研究的意义及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青少年双生子库的建设 

随着国际上行为遗传学的迅速发展，随着我国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建立我国行为遗传学

研究的样本库，并深入开展心理健康的遗传与环境

交互作用的研究已势在必行。 
国际上，分子行为遗传学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有关环境

－基因交互作用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高的价值，但相

关的报道尚不充分。关于 THP基因、5HT1、5HT2、
5-HTT、MAO-A等候选基因与人类行为、环境之间
相互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而且现有的基

因研究大多以欧美白种人为样本，其结果有待于在

其他人种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进一步证实。因此，建

立中国的双生子样本库，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抑郁、

焦虑和偏差行为的问题，不仅可以为国内相关社会

问题的解决提供科研基础，而且为国际行为遗传学

领域提供了基于黄种人和东方文化社会的宝贵资

料。 
青少年期是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之一。以往研

究发现青春期时个体的生理、认知和社会情绪会发

生显著的变化，行为问题大量涌现[28]。以抑郁为例，

青少年期是抑郁的性别差异产生的主要阶段，也是

抑郁水平的曲线发展的重要阶段[29,30]，因此对探明

抑郁的发生机制十分重要。现在研究发现青春期发

动是有更多遗传基础的，它的出现将伴随着生理、

内分泌及脑的共同变化。因此，这一时期为研究人

类行为、认知和情绪的变化性与连续性提供了理想

的契机。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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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都采用了追踪研究方法。事实上，青少年的

心理和行为随年龄不断发展变化并受生活变迁的

影响，如果不进行多年的追踪考察不可能获得有价

值的发现。然而，我国目前非常欠缺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追踪研究。由于文化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

我们无法确定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现象和

机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是否相符。因此，有必要开

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追踪研究，探明一些重要问

题，例如：我国青少年的抑郁随年龄是否也是曲线

发展，拐点在什么年龄？我国抑郁的性别差异状况

如何，在何时产生，主要机制如何？青少年反社会

行为的发展的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如何体现？这

些问题都有赖于我国本土的追踪研究，无法由其它

研究替代回答。 
中国科学院正建设行为遗传学研究平台，集中

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化学家、

生理学家和药理学家的综合优势，对意识与思维的

本质以及对神经系统疾病机理进行全面深入的研

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通过国际学术合作的方

式组建了一支研究队伍，采用双生子研究方法开展

有关青少年认知、情绪及偏差行为发展的行为遗传

学研究，探索遗传和环境影响人类行为的机制。该

项目葛小佳教授对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行

了大量研究[28,30~38]，特别是青春期过渡对行为的和

情绪问题的影响及其基因与环境互动[32]。该项目成

员对儿童与青少年情绪特点与发展[39]、情绪与认知

的关系[40~42]、情绪问题的心理测量[43]等方面也进行

了一定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支研究队伍，致力

于研究影响人类行为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目前，该项目已初步建立青少年双生子信息登

记系统，已在北京地区登记 400多对双胞胎，并确
立了表型和基因型数据的收集方法。表型数据的收

集主要采用心理测验。通过比较焦虑、抑郁和偏差

行为及有关因素的多种测量工具，继而在中学进行

试测，确定了一套适用于青少年的多角度的心理测

验。为了建立最优的口腔细胞收集方案和 DNA 提
取方案，开展了以 DNA产率、DNA完整性和储存
时间等作为衡量指标的预实验，比较了文献中介绍

的几种常用方法，并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加以改

进，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收集方法和技术。 
该项目旨在建立我国青少年双生子库，结合心

理学研究设计与分子行为遗传技术研究遗传和环

境影响人类行为的机制。通过纵向研究，收集大规

模双生子代表性样本的表型和基因型数据，分析遗

传和环境资源的变化性和连续性，系统探讨焦虑、

抑郁和偏差行为的环境影响和遗传作用，研究抑

郁、焦虑和偏差行为的发展机制。为进一步理解人

类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机制提供重要的

科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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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havioral genetics researches on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have shown that both 
genetic and enviormental influences 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deviant behaviors.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new advances of behavioral genetics methods have provided researchers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of gene and enviornment interactions. It is also a opportune time for psychologists to be involved in 
the investiagtion of the effect of gene and enviornment interaction 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We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lated researches and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Chinese twin registry for 
carrying out behavioral genetics research on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Key words: Behavioral Genetics, Depression, Anxiety, Deviant behavior, Twin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