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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情绪认知加工中的特征负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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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在情绪认知任务状态下的负激活变化规律。方法：选取 9例确诊抑郁症患者和9例 

年龄相 配的健康被试 ，以情绪网片判别作为刺激任务，比较两组被试在任务状态下负激活的差别。统计分析采用 

SPM5软件包完成。结果：相对于健康被试组 ，抑郁症患者组表现出更 为显著的全脑负激活模式 ，但后扣带 回负激活 

⋯现特 缺火 、结论：抑郁症患者在执行情绪认知任务时，脑内出现更大的资源重分配过程，并具有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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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mrestigate the deactivation of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in the emotional cognitive tasks． 

Methods：Nine diagnosed depressive patients and nine age-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completed the tasks requi~’ing emo— 

tional picture proeessing．The deactivation of the two groups in the tasks was analyzed by SPM5 package．Results：Com— 

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group，deactivation of depressive patients group was more apparent in the whole brain，espe— 

cially in the cingulate gyms，but not in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gyms．Conclusion：The reallocation of brain resources in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group dm’ing emotiona1 cognitive tasks is affected by the cognitive disfunction，resulting in abhor- 

inal(tea('tivation． 

【Key words】 Depression；Deactivation；fMRI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许多研究发现 ， 

抑郁症患者存在特定区域脑神经结构和功能的异 

常 ，导致认知功能损害 ，通常表现为执行功能 、短时 

记忆 、操作能力下降和选择性注意困难等认知功能 

的改变【1-4]。 

负激活是脑功能成像研究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它反应的是在认知任务状态下脑血流代谢的衰 

减。大量的研究发现 ，一些脑区在不同认知任务下出 

现了一致性的负激活 ，而在静息状态下却参与着多 

种重要的认知功能l 5lq，包括对内在和外在环境的注 

意等。因此 ，负激活的研究不仅能反应任务状态下脑 

内资源重分配的模式 ，还能定量反应人脑在静息状 

态下的认知活动。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对认知 

功能的影响也可能会体现在执行任务时脑内负激活 

的变化171，Wang等人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就 

发现其 负激活模式异常}8】。由于情绪认知功能损伤 

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征 ，因此 ，本文采用了一个情绪图 

片判别任务作为刺激任务来研究青年抑郁症患者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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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负激活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9例首发抑郁症患者来源于大连理工大学心理 

咨询中心和大连第七人民医院心理门诊，人组标准 ： 

①首次发病的门诊患者，未服用过抗抑郁药及其他 

精神类药物；②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版抑郁发作 

诊断标准；③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i>20分： 

④ 自评抑郁量表(SDS)评分≥60分。男性 4例，女性 

5例；城市 5例，农村 4例 ；年龄 l7—22岁 ，平均 21．8 

±0．55岁 。均为在校就读大学生。 

9名健康志愿者来源于同一时期大连理工大学 

在校大学生。入组标准：①无严重躯体疾病；②目前 

精神状况良好，既往无各类精神障碍；③否认二系 

三三代有任何精神疾病遗传史。男5名，女4名；城市 

6名 ，农村 3名 ；年龄 17～22岁 ，平均 21．7±0．53岁。 

所有被试签署书面知情 同意书。 

1_2 认知实验任务刺激材料及任务 

实验设计：采用组块设计(Block design1，两个任 

务在一次扫描中完成。每个任务包含 3个组块．三个 

任务组块与三个控制组块按随机顺序出现．每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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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模分析。由于其中 3名被试头动较大或行为 

记 录不全 ，最后对 l5个人 的数据进 行分析 (P= 

0．005，uncorrected，激活体素数>15的簇为功能区) 

2 结 果 

两组在负激活的体积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 

中抑郁症患者全脑负激活体素为 4164．而正常对照 

组 的负激活体积仅为 515。 

对于健康对照组 ，显著的负激活出现在后扣带 

回(BA30)，楔前 叶(BA7)，楔 叶(BA19)，颞上 回，前 

额叶内侧等区域 。见表 1，图 1。 

而对于抑郁症患者组 ，显著的负激活出现在前 

额叶内侧 (BA10，BA32)，扣带 回，楔前叶 (BA7)，楔 

叶(BA19)，颞 中回，额中回，中央前 回，中央后 回，且 

扣带 回和楔前叶的负激活具有显著的右脑偏侧化 。 

见表 2，图 2。 

务组块持续时间为 28秒 ，控制组块呈现时间为 30 

秒。控制任务为被动注视屏幕 中央的“+” 

刺激材料 ：根据国际情绪图片库 IAPS(The In— 

ternational Afiective Picture System)标准评分中的愉 

快度 (pleasure)评分 ，选取 20张小 于 2．0分的图片 

作为负性图片 ，20张 4．0—5．0的图片作为中性 图片。 

随机选取 80名大学生 ，用 0—10分 ，评 价图片 的情 

绪性质 ，间隔一周再次评定。40张 图片的再测信度 

都在 0．86以上。重新随机选取 80名大学生 ．用 0— 

10分 ，评价观看图片的感受 ，间隔一周再次评定 。相 

关系数都在 0．80以上。从上述图片中，分别选取评 

分最低的和最中间的图片各 8张作为最后的实验材料。 

实验任务：首先被试面前呈现第一张图片．三秒 

钟后紧接着呈现第二张图片．需要被试判断第二张 

图片与第一张图片的情绪类型是否一致 。若一致 ，要 

求其用左手按左键 ，否则用右手按右键 。 

实验时 ，受试者取仰卧位 ，头部固定 ，双手 自然 

平放于身体两侧 ，左手和右手分别放在左侧按键和 

右侧按键上。用与微机相连的 LCD投影仪，在屏幕 

上呈现黑背景 白字符刺激。受试者在扫描过程中 ， 

对屏幕上呈现的刺激按照屏幕上的提示任务进行判 

断。刺激呈现和被试的行为记录都采用 E—prime软 

件来完成。 

1．3 数据获取 

采用 GE公司的 Signa Horizon 1．5T的磁共振扫 

描仪。先使用 白旋 回波 (SE)脉冲序列获取横轴面 T1 

加权解剖 图像 ，扫描参数为 ：TR=5OOms，TE=14ms， 

层 厚 7mm，间 隔 1．5mm，成像 野 (FOV)24cm，矩 阵 

256~192 然后采用单次激发梯度 回波 EPI序列 。 

在 T1加权图像同样 的层面上进行 BOLD功能磁共 

振扫描 ．每层获取 70帧功能图像 ．EPI扫描参数为： 

TR=2000ms，TE=40ms，层厚 5ram，间 隔 1mm，矩 阵 

64 x64 运 用 一 个 3D 快 速 扰 相 梯 度 回波 序 列 

(FSPGR)获取一帧 70层的覆盖全脑的高分辨率图 

像 。为 了避免开始扫描时磁场波动的影响 ，实验设 

计前 8s为黑屏 ，该 8s的图像在数据处理时去掉。 

1．4 数据分析 

使用 SPM5(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分析 

数据。首先将实验序列中的每一帧图像都和这个序 

列的第一帧图像对齐 ，校正头动。然后将不同的大脑 

图像空问标准化到 SPM 自带 的 MNI空间坐标 下的 

EPI模板上 ，消除被试问大脑的解剖结构差异 。采用 

FWHM为 8mm的高斯核做平滑处理 ，提高信噪比， 

并减少因脑回解剖上的个体差异而造成的变化，消 

除个体细微差别。经过上述预处理之后 ，对数据个体 

表 1 健康对照组呈现负激活的脑 区坐标 

图 1 健 康对 照组的负激活统计 图及脑 图 

图 2 抑郁症患者的负激活统计图及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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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抑郁症患者呈现负激活的脑 区坐标 

3 讨 论 

比较两组负激活结果 ，发现抑郁症患者在情绪 

图片判男0任务中比健康被试出现了更大范围的负激 

活现象，负激活体积差异明显 ，表明在执行情绪图片 

判别任务时，抑郁症患者脑内出现 了更大范同处理 

资源的重新分配。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组在后扣带 回 

区域没有出现明显的负激活 ，最为显著的负激活区 

域出现在扣带回，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附近区域。在 

大量负激活的研究中发现 ．包括后扣带回，前扣带 

回．楔前叶等区域在不同任务情况下均会出现负激 

活现象 ，具有任务无关的特性 ，这也是资源重分配理 

论提出的重要依据lLJ_ 1。特别是后扣带回区域 ，有研 

究表明其是静息状态下网络的核心区域之--I“】。对 

情绪障碍的研究发现 ，前额叶中内侧及后扣带回区 

可能与之密切相关[15,16l，因此 ．我们推测抑郁症患者 

的这种异常表现可能与其认知功能障碍密切相关 。 

考虑到负激活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资源重新分配的 

过程 ．我们推测这种缺失现象与脑功能的异常引起 

处理资源重分配的特异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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