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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与抑郁症共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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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棬简称冠心病棳斆斎斈棭是临床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棳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日益加重暎抑郁症是目前世界上第三大疾病棳至棽棸棾棸年棳
有望成为第一大疾病暎冠心病与抑郁症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及重视棳目前棳研究者提出了暟生物行为

学暠机制棳他们不仅从生物学因素棬如血小板反应性的改变暍免疫反应及炎症的变化等棭的角度探讨两者的联系棳
而且倾向于对行为因素棬如对治疗的依从性暍吸烟暍酗酒等棭的研究暎现就近年来研究的冠心病合并抑郁症的主

要发病机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棳希望在改善病人的预后方面有所帮助暎
关键词暋冠心病椈抑郁症椈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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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暍生活节奏的加快及

竞争压力的加剧棳冠心病与抑郁症已成为严重影响

人们身心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棬简称暟慢病暠棭棳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及重视暎冠心病合

并抑郁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普通人群棳抑郁症也是冠

心病患者发生暍发展及预后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之

一棳能使冠心病的发病率明显增高棳两者可能是相

互影响暍相互促进的暎抑郁症患者患有冠心病的相

对危险系数为棻灡 暙棿灡棿棳冠心病患者患有抑郁症

的相对危险系数为棻灡椃椂暙棽灡棾椄椲棻椵暎一项由国际棾棸
个健康机构共同完成的大型研究显示椇在控制了年

龄暍吸烟等冠心病传统危险因素后棳伴抑郁症或有

抑郁症状的人群的冠心病发病率较对照组增加约

棾倍暎抑郁症也影响冠心病患者的预后棳增加患者

心脏性事件的发生和病死率暎斖斿旈旉斿旘斄 等椲棽椵一项

斖斉斣斄分析发现棳心肌梗死后抑郁症患者心脏性

死亡风险是对照组的棻灡椂暙棽灡椃倍暎
棽棸棸椄年 斖旓旙旓旜旈斿旇等椲棾椵对冠心病和抑郁症的

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棳即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棾
种可能椇棻棭冠心病引发抑郁症椈棽棭抑郁症引发冠心

病椈棾棭两者有共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暎以下棳本文

即主要从上棾种可能对冠心病与抑郁症共病的机

制进行阐述暎
棻暋冠心病致抑郁症的机制

棻灡棻暋社会行为机制

一般认为棳抑郁的病因学理论有以下棾种椇认

知理论暍行为理论暍人际关系理论暎曹化等椲棿椵近期

对冠心病合并抑郁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为椇自
尊障碍 棾例棬椄灡椆棩棭棳日常生活能力低下 棸例

棬 灡椂棩棭棳目前健康评价不佳棿椄例棬棾灡棾棩棭棳经济

负担沉重棾椃例棬棿棻灡棻棩棭棳家庭状况不和睦棽椆例

棬棾棽灡棽棩棭暎斆斎斈 尤 其 是 急 性 冠 状 动 脉 综 合 征

棬斄斆斢棭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棳使患者

主要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棬如不能参加一些集体活

动暍特殊饮食等棭暍体力活动受限棬如不能照顾其他

家庭成员等棭暍对疾病认识不足棳致使潜在的认知扭

曲被这些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所激发和加强暎而贝

克认为棳心理障碍的产生并不是激发事件或不良刺

激的直接后果棳而是通过了认知加工棳在歪曲或错

误的思维影响下促成的暎在这种情况下棳上述棾种

理论都可能引发斆斎斈患者抑郁状态棳或使轻型抑

郁恶化棳甚至诱发重症抑郁暎
棻灡棽暋生理机制

小血管或微血管的损害直接引起患者认知功

能障碍及抑郁症的发生椲椵暎冠心病伴发抑郁症是

由于脑部慢性缺氧引起的精神障碍和神经症状棳其
病因有 大学说椲椂椵暎棻棭冠状动脉硬化学说椇冠状动

脉硬化引起心肌缺血暍缺氧棳心脏不能向脑部输送

足够的血液棳导致脑组织缺氧棳引起脑功能障碍棳产
生神经暍精神症状椈棽棭脑动脉硬化学说椇冠状动脉硬

化的同时常伴有脑动脉硬化棳影响脑的血液供应棳
出现精神症状椈棾棭血氧含量改变学说椇动脉氧饱和

度及血氧含量下降也引起脑缺氧棳导致神经精神症

状椈棿棭心脏栓子学说椇心肌梗死发生时棳可出现血压

下降棳血液凝固性增高棳引起脑血栓形成椈棭性格特

椆棾棻



斒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斦旑旈旜棳斄旔旘旈旍棽棸棻棽棳斨旓旍灡棾 棳斘旓棶棽

征和心理因素学说椇斄型性格的人易患冠心病暎
此外棳冠心病患者内皮功能损害暍炎症激活暍免

疫参与和急慢性应激等引起体内细胞因子水平变

化棳如 斆斠斝暍斏斕灢棻暍斏斕灢椂暍斘斚 等棳可影响下丘脑灢垂

体灢肾上腺皮质棬斎斝斄棭轴和 灢斣斎 合成引起抑郁发

生椲椃椵棳稳定型 冠心病患 者患重 性抑郁 症几率与

斆斠斝水平密切相关椲椄椵暎斖斸旙旚等椲椆椵研究表明棳代谢

综合征暍高空腹血糖暍心绞痛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可

增加发生抑郁症相关症状的风险棳心血管危险因素

越多棳发生抑郁症风险越高棳同时也证明了 斄旍斿旞旓灢
旔旓旛斺旙等棻棸年前提出的暟血管性抑郁假说暠暎冠心

病患者长期应用毬受体阻滞剂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抑制剂暍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等可不同程度的增加伴

发抑郁症的危险性暎
棽暋抑郁症致冠心病的机制

在全球棻灡椂亿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因素中棳心理

因素已超越传统的生物因素成为首要因素棳抑郁症

与冠心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棳其可能机制主要有

以下几点暎
棽灡棻暋生活方式的改变

据 斪斎斚界定棳人类的健康长寿棳椂棸棩靠生活

方式和心理行为习惯棳椄棩为医疗条件棳并预测在大

约棽棸棻 年时棳生活方式和心理行为因素将成为促

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头号杀手暎杨菊贤等椲棻棸椵 近也

提出了构成生命木桶的八块生命木板椇环境行为木

板暍起居行为木板暍睡眠行为木板暍饮食行为木板暍
膳食行为木板暍运动行为木板暍烟酒行为木板暍心理

行为木板暎抑郁症病人棳常常具有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及习惯棳如吸烟暍酗酒暍运动量少等棳且患者对治

疗的依从性差棳这些作为冠心病的易患因素均参与

了冠心病的发生暍发展椲棻棻椵暎斔旘旓旑旈旙旇等研究认为长

期的抑郁状态会降低 斄斆斢病人对冠心病二级预防

治疗的依从性棳从而增加了复发率及死亡率暎斠斸旡灢
旜旓斾旓旜旙旊旟斮斉椲棻棽椵发现大量饮酒会增加急性心肌梗

死的死亡率暎故冠心病暍糖尿病等此类暟文明病暠又
被称为暟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暠暎现已明确棳有着明显

抑郁情绪的 斈型人格棬又被称为暟忧伤人格暠棭棳其
消极忧伤和孤独压抑以及自我孤立所导致的缺乏

社会支持等因素棳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心理危险

因素之一暎
棽灡棽暋下丘脑灢垂体灢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亢进

心理社会应激 棬如抑郁暍焦 虑等棭能够激活

斎斝斄轴及交感神经系统棳引起血管紧张素灢斏斏及盐

皮质激素的释放棳进而激活盐皮质激素受体棳促进

心脏病的发生椲棻棾椵暎一方面棳斎斝斄 轴功能亢进可通

过中枢神经调节作用改变自主神经功能棳使交感神

经兴奋性增高棳副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棳儿茶酚胺

增多暎高水平的儿茶酚胺会增加心肌的兴奋性棳引
起冠状动脉及其分支痉挛暍心率加快暍心率变异性

棬斎斠斨棭降低棳压力反射敏感性降低棳导致室性心律

失常棳甚至室颤暍室性停搏椲棻棿椵暎另一方面棳血糖增

高引起的脂质代谢障碍暍血小板附着力和聚集性增

加等均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暎且类固醇还可导致

血管内皮细胞和内膜损伤棳损伤正常修复能力棳促
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发展暎
棽灡棾暋血小板活性增强

抑郁症患者体内血小板易于激活暎 灢斎斣 本

身是一种弱的血小板激活剂棳并且它还可以通过激

活其他的血小板激活剂棳如二磷酸腺苷暍血栓烷

斄棽暍凝血酶和儿茶酚胺来增高血小板的活性椲棾椵暎
抑郁症患者在 灢斎斣减少或异常的情况下影响血

小板系统棳使血小板表面 灢斎斣受体上调椲棾椵及对 灢
斎斣的反应性增强棳从而使血小板易于激活暎斝旓旍灢
旍旓斻旊等发现伴抑郁症的冠心病患者血浆中血小板

第棿因子棬斝斊棿棭暍毬灢血小板球蛋白棬毬灢斣斍棭的平均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及不伴抑郁的冠心病组棳提示伴

抑郁的冠心病患者血小板活性较高暎血小板活性

增加后棳与白细胞相互作用棳促进了内膜的损伤棳并
刺激相关因子的释放棳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及

发展棳并增加了死亡率暎此外棳研究发现棳抑郁等心

理应激也可使血小板活化暎
棽灡棿暋炎症反应

现已证明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非特异性的炎

症反应棳而抑郁症也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暎斖旈旍旍斿旘
等报告单纯抑郁症患者体内的斆斠斝暍斏斕灢椂和 斣斘斊灢
的水平较正常对照组高暎这些细胞因子可以通过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神经递质的释放棳一方面可以介

导交感神经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棳另一方面也可以

参与抑郁症的发生椲棻 椵暎斪斸旑斆斊等椲棻椂椵也证实棳冠
心病合并抑郁症病人单核细胞 斆斈棿棸的表达及血

浆斏斕灢椄的水平明显高于单纯冠心病组棳且其炎症

因子的水平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呈明显正相关暎
因此棳炎症反应也可能是抑郁症导致冠心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增高的机制之一棳被认为是未来棻棸年里

关于抑郁症与冠心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 有前景

的研究方向暎炎症反应暍心律失常暍血小板活性增

强被认为是冠心病与抑郁症 基本的共同病理生

理改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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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 暋内皮细胞功能受损

国外研究发现棳抑郁症患者血浆 斘斚代谢物水

平及血小板内皮 斘斚 合酶活性均较对照组明显降

低棳而血浆细胞间黏附分子灢棻水平则较不伴抑郁

症的对照组高棻棸棩暎提示抑郁症患者存在内皮功

能受损棳血管舒张功能受限棳紧张性增加棳血管内皮

释放舒张血管物质的能力下降暍血小板聚集暍促进

感染暍冠脉收缩棳细胞间黏附作用加强等棳导致冠心

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暎
棽灡椂暋脂质代谢紊乱

抑郁症患者有糖及脂肪代谢异常暎研究发现棳
情绪障碍引起腹部脂肪及围绕冠状动脉的心外膜

脂肪增多棳从而促进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暎此外棳
近年来棳人们发现棳氧化型 斕斈斕棬旓旞灢斕斈斕棭对冠心

病的意义更大棳而 斖斸斿旙等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清中

维生素斉较正常对照组低暍旓旞灢斕斈斕较对照组高棳
故抑郁患者体内氧化作用相对增强暍抗氧化保护机

制减弱棳也可引起冠心病的发生暎流行病学也发

现棳氊灢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与冠心病发病率

尤其是心脏猝死成负相关棳而有证据表明冠心病合

并抑郁症病人的血浆氊灢棾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低

于没有合并抑郁者棳这可能也是抑郁症病人处于冠

心病发病率高危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暎国外一项

近的研究也发现椲棻椃椵棳血浆低浓度的 氊灢棾多不饱

和脂肪酸水平棳能显著降低心衰合并重症抑郁症病

人的存活率暎
此外棳抗抑郁药的应用会明显增加冠心病的发

生率及死亡率棳且对于治疗抵抗的抑郁症患者尤为

明显椲棻椄椵暎
棾暋抑郁症和冠心病有共同的遗传易感因素

抑郁症与冠心病存在共同的基因易损性棳约
棽棸棩的共病机制可以归 因于共 同的遗 传因素暎
斆旇旘旈旙旚旈斸旑斚旚旚椲棻椆椵研究发现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

下的患者中携带有 灢斎斣 转运体基因相关多态性

区域棬灢斎斣斣斕斝斠棭长的等位基因的人易患抑郁症

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多棳这些都会促使冠心病的

发生和发展暎假性血友病因子是介导血小板聚集

和血管内皮损伤的重要危险因素棳而斒斿斸旑旑斿等椲棽棸椵

研究发现棳假性血友病因子基因中的一个单核苷酸

多肽灢旘旙棽棻椂椄椃棾与抑郁症有显著的相关性暎另外棳
实验证明也可能与其他基因如载脂蛋白等位基因

有关棳但均仍需进一步试验研究证实暎
棿暋结语与展望

冠心病与抑郁症共病的机制是一个复杂构象

的螺旋式因果链棳如认知理论暍炎症反应暍脂质代谢

紊乱等棳这些因素共同存在棳交互影响棳这与姜乾金

教授早就提出的生理因素可致精神性疾病棳而心理

因素也可导致躯体疾病的观点相符暎但两者共病

的很多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棳有待大量的临床及实验

研究棳随着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棳将为降低心血管

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暍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

状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措施棳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做出贡献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暋刘占丰棳李宏宇棳邢凤玲棶冠心病合并抑郁症的临床观察棶中

国医药报棳棽棸棸椄棳棬棾棭椇棾棾灢棾棿棶
椲棽椵暋斖斿旈旉斿旘斄棳斆旓旑旘斸斾旈斎斒棳斅旓旙斉斎棳斿旚斸旍棶斝旘旓旂旑旓旙旚旈斻斸旙旙旓斻旈斸旚旈旓旑

旓旀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旀旓旍旍旓旝旈旑旂旐旟旓斻斸旘斾旈斸旍旈旑旀斸旘斻旚旈旓旑旝旈旚旇旐旓旘旚斸旍旈旚旟
斸旑斾斻斸旘斾旈旓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斿旜斿旑旚旙椇斸旐斿旚斸灢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棽 旟斿斸旘旙旓旀旘斿灢
旙斿斸旘斻旇椲斒椵棶斍斿旑斎旓旙旔斝旙旟斻旇旈斸旚旘旟棳棽棸棻棻棳棾棾棬棾棭椇棽棸棾灢棽棻椂棶

椲棾椵暋斖旓旙旓旜旈斻旇斢斄棳斠斿旈斻旇斿旑斺斿旘旂斄棳斅斸旑旙旈旈斄斕斢棳斿旚斸旍棶斘斿旝旈旑旙旈旂旇旚旙
旈旑旚旓旚旇斿旍旈旑旊斺斿旚旝斿斿旑斻斸旘斾旈旓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斾旈旙斿斸旙斿斸旑斾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
椲斒椵棶斏旑旚斒斆旍旈旑斝旘斸斻旚棳棽棸棸椄棳椂棽椇棿棽棾灢棿棾棽棶

椲棿椵暋曹化棳马树人棳蒙涛棳等棶冠心病患者抑郁状况的调查椲斒椵棶疑

难病杂志棳棽棸棸椆棳椄棬棻棭椇棽灢棾棶
椲椵暋斖旈斻斸斿旍斸斢斸旑旚旓旙斸棳斉旑旈旊昳斔昳旜斸旘旈棳斝斸旚旘旈斻旊斠斎旓旀棳斿旚斸旍棶斣旇斿旈旐灢

旔斸斻旚旓旀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斺旛旘斾斿旑旓旑旍斸旚斿灢旍旈旀斿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斅旘斸旈旑斠斿旙
斠斿旜棳棽棸棸椆棳椂棽棬棻棭椇棻椆灢棾棽棶

椲椂椵暋斅旍旛旐斿旑旚斸旍斪斄棳斍旓旐斿旡灢斆斸旐旈旑斿旘旓斄棳斠旛旙旙旓斕斒棳斿旚斸旍棶斈旓旙斿
旔斸旑旈斻斾旈旙旓旘斾斿旘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旚旇斿旘旈旙旊旓旀斻旓旘旓旑斸旘旟旇斿斸旘旚斾旈旙斿斸旙斿椲斒椵棶
斝旙旟斻旇旓旙旓旐斸旚旈斻斖斿斾旈斻旈旑斿棳棽棸棸 棳椂椃棬棭椇椂椄椄灢椂椆棻棶

椲椃椵暋李欣棳周虹棶一氧化氮与抑郁症发生的相关性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
斏旑旚斿旘旑斸旚旈旓旑斸旍斘斿旛旘旓旍旓旂旟斸旑斾斘斿旛旘旓旙旛旘旂斿旘旟棳棽棸棻棸棳棾椃棬棿棭椇棾棽灢
棾椂棶

椲椄椵暋周志芳棶稳定型冠心病患者患重性抑郁症发病与 斆反应蛋白

水平相关性研究椲斒椵棶实用预防医学棳棽棸棻棸棳棻椃棬椃棭椇棻棽椃灢棻棽椃椃棶
椲椆椵暋斖斸旙旚斅斣棳斖旈旍斿旙斣棳斝斿旑旑旈旑旞斅斪棶斨斸旙斻旛旍斸旘斾旈旙斿斸旙斿斸旑斾旀旛旚旛旘斿

旘旈旙旊旓旀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旜斿旙旟旐旔旚旓旐斸旚旓旍旓旂旟旈旑旓旍斾斿旘斸斾旛旍旚旙旀旈旑斾旈旑旂旙
旀旘旓旐旚旇斿旇斿斸旍旚旇棳斸旂旈旑旂斸旑斾斺旓斾旟斻旓旐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旙旚旛斾旟椲斒椵棶斅旈旓旍
斝旙旟斻旇旈斸旚旘旟棳棽棸棸椄棳椂棿棬棿棭椇棾棽棸灢棾棽椂棶

椲棻棸椵杨菊贤棳刘江生棶生命木桶理论与健康长寿灢行为医学的理论

椲斒椵棶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棳棽棸棻棸棳棻椆棬棽棭椇棻棻棾灢棻棻棿棶
椲棻棻椵斅旍旛旐斿旑旚旇斸旍斒斄棶斘斿旝旀旘旓旑旚旈斿旘旙旈旑斻斸旘斾旈旓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斺斿旇斸旜旈旓旘斸旍

旐斿斾旈斻旈旑斿椇斆旓旐旔斸旘斸旚旈旜斿斿旀旀斿斻旚旈旜斿旑斿旙旙旓旀斿旞斿旘斻旈旙斿斸旑斾旐斿斾旈斻斸灢
旚旈旓旑旈旑旚旘斿斸旚旈旑旂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斆旍斿旜斿斆旍旈旑斒斖斿斾棳棽棸棻棻棳椃椄椇
斢棾灢棿棾棶

椲棻棽椵斠斸旡旜旓斾旓旜旙旊旟斮斉棶斄旂旂旘斿旂斸旚斿旍斿旜斿旍斺斿旜斿旘斸旂斿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斿旀旀斿斻旚旓旀
斸旍斻旓旇旓旍旙斸旍斿旓旑旐旟旓斻斸旘斾旈斸旍旈旑旀斸旘斻旚旈旓旑旐旓旘旚斸旍旈旚旟旘斸旚斿椲斒椵棶斄斾旈斻灢
斻旈旓旑斿旙棳棽棸棸椆棳棽棻棬棾棭椇棽棽椆灢棽棾椃棶

椲棻棾椵斔旛斺旡斸旑旙旊旟斕斈棶斔斿旟棽棸棻棸旔旛斺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旈旑斺斿旇斸旜旈旓旘斸旍旐斿斾旈斻旈旑斿
椲斒椵棶斆旍斿旜斿斆旍旈旑斒斖斿斾棳棽棸棻棻棳椃椄椇斢椂灢椂椄棶

椲棻棿椵斣斸旐斔斈斸旓棳斘斸旂旟斄斮旓旛旙旙斿旀棳斠斸旉斸斠斍旓旔斸旍斾斸旙棳斿旚斸旍棶斄旛旚旓灢
旑旓旐旈斻斻斸旘斾旈旓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斾旟旙旘斿旂旛旍斸旚旈旓旑斸旙斸旔旓旚斿旑旚旈斸旍旐斿斻旇斸旑旈旙旐
旛旑斾斿旘旍旟旈旑旂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旑斾斻旓旘旓旑斸旘旟斸旘旚斿旘旟斺旟旔斸旙旙旂旘斸旀旚旈旑旂
旙旛旘旂斿旘旟旓旛旚斻旓旐斿旙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斆斸旘斾旈旓旚旇旓旘斸斻旈斻斢旛旘旂斿旘旟棳
棽棸棻棸棳椇棾椂棶

椲棻 椵斄旑旂斿旍斄斒棳斍旘旈旔旔旓棳斄旍斸旑斔旈旐斒旓旇旑旙旓旑棶斢旚旘斿旙旙棳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棳斸旑斾

棻棿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