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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性情绪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反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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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正性和负性情绪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作用以及有关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正性和负性情绪会

造成不同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变化 ,个体的人格特征和遗传因素都与这些变化相关 ,而正性情绪可以明显消除负性情绪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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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是个体适应生活环境中重要事件和挑战的重要心

理反应 ,具有多维量结构 ,按照情绪的愉快 - 不愉快维度可以

将情绪分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负性情绪代表个体对某种

消极、厌恶的情绪体验的程度 ,正性情绪则反映个体对积极感

觉的程度。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越来越重视各种

负性情绪对于人体健康状况造成的改变。本文回顾了正性和

负性情绪对于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作用 ,以及人格特征、

遗传因素对机体造成的影响。

1 　正性和负性情绪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在正负性情绪刺激对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中 ,分泌型

IgA (SIgA)是一重要的观察指标。因为 SIgA 是体液免疫系

统的成分 ,是机体防御上呼吸道感染的重要屏障 ,而且易于从

唾液中检测到。被试观看幽默录像后会产生愉悦、大笑等积

极的情绪体验 ,一些研究报道观看幽默录像后 ,被试唾液中的

SIgA 会升高 ;另一方面消极情绪如抑郁、焦虑、内疚、悲伤是

伴随慢性应激的重要产物 ,一些学者认为消极情绪体验可以

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这与慢性应激的作用相似 [1 ,2 ] 。

Evans 等人认为生活中缺少积极生活事件的个体与缺少

消极生活事件的个体相比 ,更易于患上呼吸道感染 [3 ] 。Mc2
Craty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自发快速诱导的积极情绪状态可

以提高健康被试的免疫系统功能[4 ] 。Dillon 等人最早用 30

分钟的幽默片对 9 个大学生被试进行了研究 ,对照条件为教

育内容的录像 ,结果显示观看幽默片后 SIgA 明显增高 ,而对

照条件没有变化[5 ] 。

有研究检测了幽默录相对于其他免疫指标的影响 ,其中

较为有影响的是 Berk 等人的一项研究 ,他们对 5 个观看 60

分钟幽默片的被试进行了检测 (对照条件为在房间里静坐 60

分钟) ,时间为刺激前、中、后 ,样本为静脉血样。结果表明观

看幽默片的被试辅助性/ 抑制性 T 细胞比例、N K 细胞活性、

IgG、IgM、补体 C3 浓度明显升高 [6 ] 。随后 Mittwoch - Jaffe 等

人对较大样本进行了研究 ,用消极情绪作为对照条件 [7 ] 。实

验分别对被试观看 45 分钟幽默片和恐怖片前后的血样进行

了研究 ,结果表明观看幽默片后 TNF -α明显下降 , IL - 2、IL

- 3 显著增加 ,而观看恐怖片后这些指标则出现了相反方向

的变化 ,这些研究表明幽默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2 　正性和负性情绪对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研究表明用现代的摇滚音乐可以诱发被试紧张、焦虑、苦

闷和紧迫感等消极的情绪状态 ,造成血压、心率的变化 ,血浆

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明显增加 ,而古典

音乐可以诱发被试安宁、平静、放松等积极的情绪状态 ,但刺

激后机体血浆的神经递质、皮质激素水平未见明显变化 [8 ] 。

运用不同情绪色彩的图片可以诱发健康被试正性、中性

和负性的情绪反应 ,与中性和正性情绪图片相比 ,负性情绪图

片可以诱发被试心率、血压明显增加 ;血浆肾上腺素、去甲肾

上腺素、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明显增加 ,但是正性和中

性情绪图片则无明显反应变化 [9 ] 。

皮质醇是人体主要的糖皮质激素 ,其分泌与个体的心理

状态有关 ,一些研究认为消极情绪与皮质醇之间的关系较为

密切 ,涉及恐惧、焦虑、无望、失控的情境可以造成皮质醇的释

放[10 ] 。Berk 等人的研究发现造成大笑的电影与对照条件相

比可以造成被试皮质醇水平下降、白细胞计数上升 ,提示皮质

醇与免疫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 [11 ] 。Buchanan 等人的研究用

30 分钟的幽默片做为诱发材料 ,与休息对照条件相比 ,观看

幽默录像后被试积极情绪增加 ,消极情绪减少 ,唾液皮质醇水

平明显下降[12 ] 。这一结果与用其它调整积极心理状态的手

段如指导性放松和音乐训练造成被试皮质醇水平降低的结果

类似 ,Mc Kinney 等人的研究表明 ,6 次指导性放松和音乐的

训练之后可造成被试皮质醇水平显著下降 ,时间可以持续 6

周[13 ] 。

长时间幽默刺激与短时间幽默刺激的效果具有不同的作

用。例如被试观看 9 分钟的电影片段 ,结果积极、消极情绪均

可引起皮肤电、心率的变化 ,但是皮质醇水平未出现明显改

变[13 ] 。Hubert 等人用较长时间的幽默片 (90 分钟) 做为刺

激 ,发现与对照的自然记录片相比 ,幽默片可以显著提高唾液

皮质醇的水平 ,而且幽默片的有趣程度评估与皮质醇水平呈

显著正相关[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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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绪的神经内分泌反应的影响因素

　　虽然有较多的研究说明情绪刺激可以改变神经内分泌和

免疫系统功能 ,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不很一致 ,这可能与两方

面的原因有关。例如不同的研究方法 ,对照组的设立 ,刺激材

料的不同 ,以及所诱发情绪的强度、频率、持续时间上的差异

等 ,均可以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但是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也

说明人类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许多研究表明 ,不同

情绪刺激作用在个体之间并不一致 ,甚至在严格控制下的人

类实验研究也是如此。对于同一种情绪刺激 ,一些个体表现

出特定的变化 ,而一些个体则不 ;即使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变

化的幅度和方向在个体之间亦有差异。

3. 1 　人格因素

许多学者对人格特征与情绪反应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一些研究发现内向个体在静息状态下其 HPA 轴和交感神经

系统活性较高 ,这些被试血浆中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N K

细胞活性较高[15 ] 。外向分值与较低的血压、肾上腺素、去甲

肾上腺素、以及较低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N KCC) 正相关 ,尽

管较低的 N KCC 意味着免疫水平的降低 ,但是暴露于鼻病毒

之后外向被试较少出现临床感冒的症状。Eysenck 曾经提出

在内向型人格中存在高度的交感神经系统激活 ,从而引发较

多的退缩行为 ;而在外向型人格中存在较低的交感神经系统

激活 ,这些特点造成了个体间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差

异。　　　　　　　　

乐群性是影响人际交往和行为的人格特征 ,与乐群分值

较高的个体相比 ,分值较低的个体在日常活动时表现出较高

的血压、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水平 ,对于应激的心

血管和神经内分泌反应更为强烈。一项大样本的研究结果发

现 ,乐群分值较低的被试 ,其尿中肾上腺素分泌水平较高 [16 ] 。

神经质人格特征反映个体易于体验负性情绪例如焦虑、抑郁、

愤怒的倾向 ,有研究表明 ,神经质人格与考试应激造成的皮质

醇升高、SIgA 下降有明显相关性[17 ] 。另外高神经质个体与

情绪稳定的个体相比 ,报告有较多的躯体症状 [16 ] 。

D 型人格也可称为痛苦人格 ,聚类分析发现 D 型人格个

体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较高 ,且具有明显的社交抑制特征。进

一步研究发现 ,与其他被试相比较 ,D 型人格被试在应激后表

现出血压明显升高 ,心率明显下降 ,且有更大的应激皮质醇反

应[17 ] 。

考试应激研究发现 ,反复思考、情绪抑制的被试其尿液皮

质醇变化较大[18 ] 。但是如果消极情感状态、检测指标仅仅在

一个时间点进行 ,出现错误的机会大大增加。重复检测情感

状态、免疫指标 ,这样可以在情感和免疫系统之间发现更加可

信的关系。

3. 2 　遗传因素

一些研究发现 ,在皮质醇的基线、刺激后反应水平方面 ,

个体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 [19 ] 。有学者认为 ,在外界环境

发挥作用的同时 ,遗传特征也可以明显调节皮质醇水平的变

化[20 ] 。有学者选取单卵和双卵双生子被试 ,每一个被试分别

接受三种试验条件 : CRH 刺激、运动负荷以及心理应激。试

验结果表明 ,在这三种试验条件下 ,皮质醇水平均出现明显增

高 ,其中心理应激的峰值出现在刺激开始 30 分钟后。遗传相

关结果表明 ,单卵双生子被试 ,在三组的基线水平、CRH、心理

应激后的峰值反应存在高度相关性 ,相关系数 r 在 0. 78 - 0.

97 之间 ,而双卵双生子组之间则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这一结

果充分说明 HPA 轴活性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遗传因素的影

响。

另外一项 52 名单卵双生子和 52 名双卵双生子的研究结

果表明 ,忧虑、社交应激、社会认可可以解释晨起唤醒后皮质

醇水平的 3 %变化 ,高忧虑、高社交应激、低社会承认的被试

晨起唤醒后皮质醇水平变化幅度较大 [21 ] 。这说明 HPA 轴的

遗传反应特性 ,可以构成应激相关疾病发病、病程进展中的保

护和风险因素 ;同时严重、慢性的应激也会引发较高的皮质醇

唤醒水平 ,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是作用于皮质醇变化水平的重

要影响因子。

4 　正性情绪可以对抗负性情绪的作用

　　通过使机体尽快恢复至生理活动的基线水平 ,正性情绪

可以对抗负性情绪的作用 ,可以支持更加广泛的思考和行为。

基于上述考虑 ,Fredrickson 等人提出这一观点 :正性情绪可以

下调负性情绪对心血管的持续影响 ,并且进行了这方面的研

究[22 ] 。其研究首先在所有被试中运用恐怖电影片段或引发

焦虑的演讲任务诱发负性情绪 ,然后再分别用电影片段诱发

高兴、满意、中性情绪以及悲伤。通过检测被试需要多长时间

从最初的负性情绪中恢复至基线水平来验证这一假设。实验

结果发现 ,与中性和悲伤情绪组相比 ,两个正性情绪组 (高兴

和满意组) ,均可显著促进被试心血管活动的恢复 ,进一步的

研究发现 ,消极情绪的尽快恢复还与自发微笑有相关性。与

此相应 ,幽默也可对抗负性情绪和应激。例如 ,参与幽默干预

活动的个体其焦虑和抑郁水平与对照相比显著下降 ,幽默还

可以缓解愤怒和悲伤 [27 ] 。因此幽默具有保护性作用 ,使得机

体不易受到负性刺激的影响 ,幽默可以利用正性情绪的益处

进而对负性情绪进行调节。

5 　结语

　　情绪的研究表明情绪是人类健康功能的整体构成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越来越重视

各种负性情绪对于人体健康造成的改变 ,及与疾病如癌症、艾

滋病、哮喘和心脏疾病的联系。回顾文献 ,关于对负性情绪与

健康关系及其机理的研究 ,特别是与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

关系的研究远多于对正性情绪的研究。然而正性情绪对健康

的积极调整作用及对负性情绪的抗衡作用的研究更具指导意

义。而个体差异对情绪和健康相互之间关系也有重要影响。

澄清正负性情绪各变量系统 (神经内分泌 ,免疫 ,人格 ,遗传

等)的相互影响是今后研究应重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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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on Neuroendocrine and Immunity

Yang Hongyu1 , L i n Wenj uan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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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investig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on neuroendocrine and immunity changes are reviewed. Labo2
ratory data have shown different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on immunological and neuroendocrine functioning. Personality

features and genetic factors correlate with different neuroendocrine and immune responses. Positive emotions have been found to be help

ful to alleviating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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