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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理心理学是心理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学

科，它除用人为研究对象外还用各种实验动物为对

象，研究心理行为活动的生理学机制。随着心理科

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新技术的发展，生理心理

学超越了传统生理心理学的视野和方法，越来越明

显地表现出自身多学科交叉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科

学家们延伸了这个领域，给这个领域起了很多名称，

如生物心理学（Biopsychology），行为神经科学

（Behavioral Neuroscience），行为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等，这些名称也都反映出揭示

行为的脑机制的基本目标。这一学科的发展促进了

将行为水平的研究方法渗透到神经生物学微观领

域，同时将神经生物学研究方法渗透到心理学领域。

从多学科、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心理行为现

象展开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各类心理

疾病（如抑郁症、自杀、社会适应障碍、行为问题）

和心身疾病（如冠心病、癌症）的发病率持续升高，

已成为 21 世纪我国 令人关注的心理卫生课题。我

国生理心理学的研究也正密切地关注心身健康领域

的基础研究。与此相配合，该专辑收录了 19 篇文章，

内容涉及应激、精神疾病、抑郁、成瘾、认知神经

科学、和学习记忆等多学交叉性研究，从不同侧面

概述了国内外生理心理学研究进展。 

2 专辑论文介绍 

2.1 应激 

第 1 篇文章“从进化观点看应激对健康的影响”

从进化的观点解释了不同生物体应对应激的不同行

为策略及其生理基础和由此引起的对不同应激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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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易感性的差异。第 2 篇文章“应激反应的特异性

与非特异性”拓展了传统的应激理论，论述了应

激的特异性与非特异性反应和相关的临床应用

前景。第 3 篇文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动物模型及

其神经生物学机制”重点阐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中

长时程留存的恐惧性记忆、高唤醒等症状与大脑杏

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三个脑区及糖皮质激

素和多巴胺活动的增强密切相关。 
2.2 精神分裂症 

第4篇文章“内表型方法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

用”介绍了内表型的概念，说明了内表型的原理、

用处以及作为内表型需要满足的标准，并以精神分

裂症等几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为例阐述了目前认知内

表型研究的进展。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发

展，是当前探索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生物学以及开发

新的抗精神病药物的一个关键课题。第5篇文章“精

神分裂症的潜伏抑制动物模型”和第6篇文章“建立

新一代的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分别系统地阐述了

以潜伏抑制为行为模式的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和感

觉运动门控精神分裂症模型和新研究成果。 
2.3 抑郁 

第7篇文章“抑郁症的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细

胞因子的作用”以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

观点，阐述了抑郁症可被看作是一种心理神经免疫

紊乱性疾病。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免疫激活产生的细

胞因子在抑郁症中的作用的新进展。第8篇文章“早

发性抑郁及其神经基础”阐述了儿童期和青少年期

抑郁表现出与成年期抑郁不同的临床症状、药物疗

效和生理反应特征，强调了发展有效的早发性抑郁

治疗药物和早期心理行为干预技术的重要性。 
2.4 成瘾 

中枢胆碱能系统在吗啡等阿片类药物成瘾中的

作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第 9 篇文章“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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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能系统对吗啡成瘾的影响研究现状”重点阐述

了在吗啡成瘾过程中，中枢胆碱能系统如何通过与

多巴胺能系统的交互作用或者通过学习记忆系统发

挥作用。第 10 篇文章“成瘾相关记忆的表观遗传学

机制——药物成瘾研究的新视角”介绍了成瘾记忆

长期性分子机制的研究脉络，提出了表观遗传学修

饰可能是研究药物成瘾的新视角，DNA 甲基化改变

的相对的稳定性可能是成瘾记忆长期存在的分子基

础。 
2.5 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与生理心理学密切交叉和相关。

第 11 篇文章介绍了目前已经形成认知神经科学与

心理生理学的热点领域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社会

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

会认知现象的交叉学科，该文重点阐述了有关情绪、

情绪障碍、自我意识、经济决策、道德等方面的脑

机制研究。第 12 篇文章“事件相关振荡与大脑振荡

网络”介绍事件相关振荡的概念、产生机制和分析

方法；回顾多尺度水平上知觉、注意和记忆等认知

过程伴随的脑波振荡的研究进展。第 13 篇文章“视

觉词形加工：从脑区到神经通路”对视觉词形加工

障碍患者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和正常人视觉词形加工

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第 14 篇文章

“心算的加工机制：来自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

研究”分别对心算的编码、运算、和反应三个加工

环节及不同运算方式之间的差异的认知心理学和神

经科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2.6 认知、情绪、学习记忆等多学科交叉性研究 

第 15 篇文章“脑内乙酰胆碱与认知活动的关

系”综述了认知活动包括学习与记忆、空间工作记

忆、注意、自发运动和探究行为与脑内乙酰胆碱的

活动的关系。第 16 篇文章“情绪记忆的神经基础”

侧重于情绪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在以杏仁核为中

心的基础上讨论了神经调节系统，以及在以脑区相

互作用的基础上讨论了激素调节的作用。第 17 篇文

章“NMDA 受体结构与药理学特性的研究进展”阐

述了 NMDA 受体的生理学和药理学特性及与认知

功能和精神疾患的关系。第 18 篇文章“氟暴露所致

脑损伤及硒的干预作用的研究”阐述了微量元素氟、

硒与学习记忆等脑功能的不同影响及有关的神经生

化方面的变化证据。第 19 篇文章“从自我与他人的

协调看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从多脑区加工系统阐

述了自我与他人的协调的心理理论。 

3 中国生理心理学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人类社

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心理负荷，人们承受着各种

精神压力，它们是许多心身疾病，特别是精神疾病

和行为障碍的重要病因或诱因。根据中国生物心理

学现有的基础，着眼于防治重大疾病和增强人类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些问题，并充分考虑到行为

脑科学的基本研究方向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方向

应集中在行为与脑的关系和心身关系的研究，为促

进社会和谐，促进心身健康、防治疾病和优化我国

人口素质服务。生理心理学家应更多关注心理行为

因素影响健康的生理状态的机制。应激，特别是心

理应激，是目前影响国人健康水平、生活与工作质

量、生活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心理疾病和躯体疾

病的直接的原因或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从多学科交

叉的角度研究应激在多种躯体疾病和心理疾病中的

作用和机理，及防治疾病的新途径是当前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