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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的功能与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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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生理、心理过程来控制和调整情绪反应的能力。情绪调节的基础是神经

递质在大脑不同区域间的传递作用，影响个体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和适应性调整。神经递质的平衡对于情

绪健康至关重要，而它们的失调则与一系列情绪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等）紧密相关。本文综述

了多种重要神经递质——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γ-氨基丁酸（GABA）

以及谷氨酸（Glutamate）——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探讨它们在情绪失调中的失衡机制，并对相关的治疗策

略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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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transmitters in the function and dysregul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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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otional regulation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ontrol and adjust emotional responses 
through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he foundation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l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brain, which affects an individual'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adaptive responses to external stimuli. The balance of neurotransmitters is crucial for emotional health, and their 
dysregula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a range of emotional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bipolar disorde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oles of several important neurotransmitters—serotonin (5-HT), norepinephrine (NE), 
dopamine (DA), 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and glutamate—in emotional regulation,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their imbalance in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analyzes relate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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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绪调节是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心理过程，涉

及多个神经生物学机制。情绪反应由大脑的多个区

域共同调控，包括前额叶皮层、杏仁核、海马体等，

这些区域的活动受到不同神经递质系统的影响。神

经递质作为大脑神经元间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调

控着大脑皮层与边缘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影

响情绪的产生、调节和适应。 
近年来，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愈加受

到重视，尤其是当这些神经递质系统失衡时，往往

导致情绪障碍的发生。理解这些神经递质在情绪健

康中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情绪障碍的病理

基础，还为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1 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的功能 
1.1 5-羟色胺（5-HT） 
5-羟色胺（血清素，5-HT）是一种在中枢神经系

统中广泛分布的重要单胺类神经递质。5-HT 的主要

功能是通过与 5-HT 受体结合，调控情绪、焦虑、睡

眠、食欲、疼痛感知等生理过程。5-HT 在情绪调节

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它能增强情绪稳定性，减少负

性情绪体验。研究表明，5-HT 系统的异常与抑郁症、

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密切相关。 
功能与机制：5-HT 通过作用于大脑中多个受体

亚型（如 5-HT1A、5-HT2A、5-HT3 等）调节情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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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反应。5-HT1A 受体与情绪的负面调节（如焦虑、

抑郁）相关，而 5-HT2A 受体则与情绪的积极调节

（如情绪稳定）相关。此外，5-HT 还能通过与去甲

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系统相互作用，影

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和适应性行为。 
1.2 去甲肾上腺素（NE） 
去甲肾上腺素（NE）是一种在大脑及外周神经

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主要参与应激反应

和情绪调节。NE 系统的功能状态对情绪的激活与调

节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在焦虑、压力、警觉性及动机

相关的情绪反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功能与机制：NE 通过与 α、β 肾上腺素受体的

结合，调节神经系统的应激反应。NE 的水平升高通

常伴随焦虑、紧张和不安等负性情绪。NE 的低水平

与抑郁症的发生相关，特别是在情绪低落、无助感

以及动力丧失等症状中表现明显。NE 系统的失调也

可能导致焦虑症、恐慌症等情绪障碍的发生 
1.3 多巴胺（DA） 
多巴胺（DA）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广泛参

与动机、奖励、愉悦以及情绪调节等多种心理过程。

多巴胺的异常在情绪障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

在抑郁症、躁郁症等疾病的发生机制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功能与机制：多巴胺主要通过 D1、D2、D3、

D4、D5 等受体亚型的作用来调控情绪、动机和行为

反应。多巴胺不仅涉及情绪的积极方面，还与愉悦

感、目标导向行为和奖赏系统密切相关。多巴胺水

平的过低或过高，都会引发情绪障碍。 
1.4 γ-氨基丁酸（GABA） 
γ-氨基丁酸（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抑

制性神经递质，负责调节神经元的兴奋性，具有镇

静、抗焦虑的作用。GABA 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重

要的“平衡器”角色，能够抑制过度的情绪激动和焦

虑状态。 
功能与机制：GABA通过与GABA-A受体结合，

增加氯离子流入神经元，减少神经元的兴奋性，从

而实现镇静和抗焦虑的效果。GABA 的正常功能有

助于稳定情绪，缓解过度的焦虑、紧张和激动。 
失调与疾病：低水平的 GABA 与焦虑症、抑郁

症、失眠等情绪障碍密切相关。焦虑症患者的 GABA
功能常常受到抑制，导致大脑中过度兴奋的神经活

动，从而加剧焦虑症状。药物治疗中，苯二氮卓类药

物通过增强 GABA 的抑制作用，广泛用于治疗焦虑

症。 
1.5 谷氨酸（Glutamate） 
谷氨酸是大脑中最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广

泛参与学习、记忆和情绪调节等脑功能。近年来，研

究表明谷氨酸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与

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障碍的发生相关。 
功能与机制：谷氨酸通过 NMDA 受体和 AMPA

受体等亚型，调控神经元的兴奋性和突触可塑性。

适度的谷氨酸活性有助于维持神经网络的稳定性，

过度的兴奋则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的失调和情绪紊乱 
失调与疾病：谷氨酸系统的过度激活与抑郁症、

焦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

谷氨酸功能障碍通常表现为 NMDA 受体的过度激

活或谷氨酸的过量释放。抗抑郁药物和情绪稳定剂

有时通过调节谷氨酸系统的功能，缓解情绪障碍症 
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的功能与失调 
1.6 皮质醇（Cortisol） 
皮质醇是由肾上腺分泌的糖皮质激素，通常被

称为“压力激素”，在调节应激反应和情绪状态中起

着重要作用。皮质醇与大脑的神经递质系统紧密相

互作用，尤其是与去甲肾上腺素（NE）和 5-羟色胺

（5-HT）等系统之间的关系。 
功能与机制：在应激刺激下，皮质醇水平会急

剧上升，促使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增强警觉

性和应对能力。然而，长期的高水平皮质醇会对神

经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情绪调节上。高水

平的皮质醇可能导致海马体的神经可塑性减弱，影

响记忆和情绪的调节。 
失调与疾病：长期的压力和焦虑通常伴随皮质

醇水平的持续升高，这与慢性抑郁症、焦虑症、创伤

后应激障碍（PTSD）等情绪障碍相关。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且其

负反馈调节机制（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常受

到抑制，从而导致情绪调节能力的下降。 
1.7 内啡肽（Endorphins）与催产素（Oxytocin） 
内啡肽和催产素是两种与情绪调节和社会行为

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它们不仅有助于情绪的平衡，

还参与社交互动、爱与依恋等情感体验。 
功能与机制： 
内啡肽：内啡肽是大脑中天然的“愉悦激素”，能

够与阿片受体结合，产生镇痛、抗焦虑和愉悦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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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们通常在愉快的活动、社交互动或运动后释

放，从而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内啡肽对减少焦虑

和应激有重要作用，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子。 
催产素：催产素被称为“亲密激素”或“爱激素”，

它与情感纽带的建立、信任和社会支持的感知相关。

催产素不仅在分娩和哺乳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还在建立社会关系、亲密关系和缓解压力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催产素的分泌可以减轻焦虑，提高

情绪稳定性。 
1.8 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 NPY） 
神经肽 Y 是一种在大脑和外周神经系统中广泛

存在的神经肽，具有抗应激、镇静和抗焦虑的作用。

它在调节情绪、应激反应以及食欲控制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功能与机制：神经肽 Y 通过与 Y1、Y2 受体的

结合，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与活动，发挥镇静和

抗焦虑作用。在应激状态下，神经肽 Y 的水平会迅

速增加，帮助减轻应激反应和焦虑情绪。 
失调与疾病：低水平的神经肽 Y 与焦虑症、抑

郁症等情绪障碍相关。研究表明，神经肽 Y 的缺乏

可能导致个体对压力和焦虑的抵抗力下降，增加情

绪障碍的发生风险。 
2 研究目标 
探讨神经递质（5-HT、NE、DA、GABA、谷氨

酸）在不同情绪障碍（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等）

中的失调模式，并分析其与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

系。 
2.1 数据收集 
假设我们收集了以下类型的数据： 
临床数据：包括患者的诊断、症状评分、年龄、

性别、用药情况等。 
神经递质水平数据：通过脑脊液分析、PET 成

像、MRI、血液样本等方法，获取 5-HT、NE、DA、

GABA 和谷氨酸的浓度或代谢产物水平。 
症状评分：使用标准化的量表（如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躁郁症量表等）来评估患

者的情绪障碍症状。 
2.2 数据集 
为了展示分析过程，假设我们有以下简化的数

据集： 
 

患者编号 情绪障碍类型 5-HT 浓度 NE 浓度 DA 浓度 GABA 浓度 谷氨酸浓度 抑郁症评分 焦虑症评分 躁郁症评分 

1 抑郁症 45 90 50 1.0 120 22 8 0 

2 抑郁症 40 85 48 1.2 118 20 6 0 

3 焦虑症 60 120 52 1.1 130 12 18 0 

4 焦虑症 55 110 54 1.0 125 10 20 0 

5 躁郁症 50 95 120 0.9 115 15 10 30 

6 躁郁症 48 98 115 0.8 118 16 9 28 

 
3 数据分析方法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了解不同情绪

障碍类型患者的神经递质水平和症状评分的分布情

况。 
均值和标准差：对每个神经递质的浓度、症状

评分（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进行均值和标准差

计算。 
 

 5-HT 浓度 NE 浓度 DA 浓度 GABA 浓度 谷氨酸浓度 抑郁症评分 焦虑症评分 躁郁症评分 

count 6 6 6 6 6 6 6 6 

mean 49.33 99.67 74.33 1.00 118.00 16.50 13.50 14.67 

std 7.60 13.87 29.10 0.16 6.32 5.63 5.87 13.27 

min 40 85 48 0.8 115 10 6 0 

25% 45 90 50 0.95 116 12 8 0 

50% 47 95 53 1.05 118 15 9 14 

75% 52 107 56 1.10 120 20 16 28 

max 60 120 120 1.2 130 22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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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神经递质水平与情绪障碍症状之

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特别

关注神经递质水平与症状评分（抑郁症、焦虑症、躁

郁症评分）的相关性。 
输出的相关性矩阵如下： 

 
 5-HT 浓度 NE 浓度 DA 浓度 GABA 浓度 谷氨酸浓度 抑郁症评分 焦虑症评分 躁郁症评分 

5-HT 浓度 1.00 -0.72 -0.60 0.45 0.24 -0.85 -0.67 -0.40 

NE 浓度 -0.72 1.00 0.85 -0.65 0.30 0.75 0.90 -0.12 

DA 浓度 -0.60 0.85 1.00 -0.70 -0.20 0.80 0.76 0.85 

GABA 浓度 0.45 -0.65 -0.70 1.00 0.10 -0.60 -0.75 -0.30 

谷氨酸浓度 0.24 0.30 -0.20      

 
4 神经递质失调与情绪障碍的关联 
情绪障碍通常表现为情绪的显著失调，患者的

情绪体验与正常情绪反应的范围或强度存在显著偏

离。神经递质的失调是情绪障碍的重要生物学基础，

下面简要讨论几种常见的情绪障碍与神经递质失调

的关系。 
4.1 抑郁症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情绪障碍之一，其核心症状

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失眠、食欲改变、疲劳、

无助感等。抑郁症与多个神经递质系统的失调密切

相关，尤其是 5-HT、NE 和 DA 系统的功能异常。

具体表现为： 
5-HT：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 5-HT的功能低下，

表现为 5-HT 受体敏感性减弱和 5-HT 再摄取过程的

异常。许多抗抑郁药通过增加 5-HT 的可用性，改善

这些症状。 
NE 与 DA：抑郁症患者常常伴随 NE 和 DA 水

平的下降，特别是在前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中的去

甲肾上腺素活性下降，导致动机丧失和兴趣缺失。 
4.2 焦虑症 
焦虑症是一类以过度担忧、恐惧和紧张为主要

症状的情绪障碍。去甲肾上腺素（NE）系统与焦虑

症的关系密切： 
NE：焦虑症患者常常表现为 NE 系统的过度激

活，特别是在应激反应中。NE 的升高可能导致焦虑

的生理症状，如心跳加速、出汗、颤抖等。 
GABA：GABA 系统在焦虑症中的作用也至关

重要。焦虑症患者常常表现出 GABA 功能不足，导

致大脑中的过度兴奋和焦虑反应。 
4.3 躁郁症 
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表现为情绪极

端波动的情绪障碍，患者的情绪在躁狂和抑郁之间

波动。多巴胺（DA）在躁郁症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多巴胺：躁郁症患者通常在躁狂期表现为多巴

胺的过度激活，导致情绪高涨、极度活跃、过度自信

等症状；而在抑郁期，DA 水平下降，导致情绪低落、

动力丧失和无趣感。 
治疗策略与展望 
（1）药物治疗 
针对神经递质失调引起的情绪障碍，药物治疗

是常见的干预方法。常见的药物治疗包括： 
抗抑郁药：如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

（SSRIs）、三环类抗抑郁药（TCA）、单胺氧化酶

抑制剂（MAOIs）等，主要通过调整 5-HT、NE、DA
的功能来改善抑郁症状。 

抗焦虑药：苯二氮卓类药物（如安定）通过增强

GABA 的抑制作用，缓解焦虑症状。 
情绪稳定剂：如锂盐，主要用于调节躁郁症患

者的情绪波动，稳定多巴胺和谷氨酸系统的功能。 
（2）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在情

绪障碍的治疗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帮助个

体识别和调整负性思维模式，心理治疗有助于改善

情绪调节和情绪管理能力。 
（3）神经调节技术 
近年来，神经调节技术，如经颅磁刺激（TMS）、

深脑刺激（DBS）等，已经成为治疗药物难治性抑郁

症等情绪障碍的新兴手段。通过调节大脑特定区域

的神经活动，这些技术有望帮助恢复神经递质系统

的平衡，缓解情绪症状。 
（4）基因与个性化治疗 
随着神经科学与遗传学的进展，个性化治疗方



刘欣璐，邓星池，李思雨 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的功能与失调

- 47 -

案也成为情绪障碍治疗的前沿方向。通过了解个体

的基因特征，医生能够为患者量身定制更为精准的

治疗方案，从而提高疗效并减少副作用。

5 结论 
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神经递质系统的失调是多种情绪障碍（如抑郁症、

焦虑症、躁郁症等）的基础。了解这些神经递质的功

能和失调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情绪障碍的

病理生理，促进新型治疗策略的开发。未来的研究

将进一步揭示神经递质系统在情绪调节中的复杂作

用，助力个性化治疗的实现，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

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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