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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诊断治疗 心理疾病疗法或有“万能版”

■寒潮/编译

针对某些特定的病症，不少药物具

备一定疗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的托娃·富勒说：“实际操作中， 我们经

常用同样的方法治疗不同的疾病。 比

如， 抗精神病药物不仅对精神病有效，

还能用于治疗狂躁症、精神错乱、焦虑

症等疾病。 ”P 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这

种“跨诊断疗法”屡试不爽。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 甘达尔说 ：

“如果我们能发现 P 因素的生物学标

志， 也许就能确定它的机理， 并进一

步完善疗法， 使医生可以更自如地应

付不同心理疾病。”

除了药物之外 ， 某些 “话疗 ”

（如认知行为疗法） 也有 “跨诊断” 疗

效。 莫菲特说， 对于患者来说， 他们

需要坚持学习如何重新梳理过去的经

历， 如何发现事物的积极面， 如何认

识诱发症状的因素， 以及如何掌握生

活技能等。

目前， 某些特定疾病已有相应的

治疗方针， 但如果融入了 P 因素， 医

生们就可能把认知行为疗法升级为

“万能版 ” ———通用元素疗法 。 莫菲

特说， 这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心理疾病

患者的一线认知疗法。 在此治疗基础

上， 患者们可再转至专科， 根据精神

分裂症、 恐慌症等疾病的症状接受进

一步治疗。

莫菲特还认为， 既然认定 P 因素

存在 ， 那么治疗对象就要从 “疾病 ”

转向 “痛苦的症状 ”， “我们通常认

为， 如果某人今天出现抑郁症状， 就

应该专注于治疗抑郁症， 但我们还应

该意识到， 他以后可能会出现其他症

状， 所以需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应对

措施”。

普洛明则进一步指出， 这些研究

成果颠覆了正统的精神病学观念 ，

“现有模式把少数 ‘有病的人’ 和多数

‘正常人 ’ 对立起来 。 然而现实情况

是， 人与人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2013 年， 科学家们对 3 万名双相

障碍、 重度抑郁症以及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基因组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研

究结果再次证明， SNP 已经超出了传

统精神病学的诊断范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甘

达尔表示， 科学家们曾经以为基因分

析将明确每种心理疾病的生物学特征，

但实际上却找到了诱发多种心理疾病

的共同基因因素。

研究发现， 神经疾病的病理与心

理疾病完全不同。

神经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病、 帕

金森综合征、 亨廷顿病、 多发性硬化

症等病症 ， 主要影响神经系统本身 。

2018 年， 美国哈佛大学大脑风暴联盟

曾对患有心理与神经疾病的 26.5 万人

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发现， 神经疾病

互相之间几乎不存在基因学关联， 与

心理疾病的联系也微乎其微。 由于神

经疾病的形成与特定基因关系甚密 ，

因此传统医学研究模式更适合分析神

经疾病。

相比之下， 心理疾病的研究分析

就复杂得多， 因为诱发疾病的数千种

SNP 呈正态分布。 简而言之， 一小部

分人携带极少数诱发疾病的 SNP， 还

有一小部分人携带大量 SNP， 而多数

人介于两者之间。 与之相应， 心理疾

病症状的严重程度也呈正态分布。 普

洛明说， 心理疾病没有临界点， 并不

是说致病 SNP 多到一定程度， 疾病就

会突然发作。

实际上， 现实状况更要复杂得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克莉丝托·米德

尔多普解释， 心理疾病之间有巨大的

交集， 但确实也有一些基因方面的因

素会让疾病症状各异。 卡斯皮也强调，

基因只是冰山一角。 他认为， 更关键

的是， 绝大多数心理疾病有共同的环

境和社会心理因素。 比如说， 虐待儿

童、 吸毒、 酗酒等都会诱发心理问题。

近年来， 普洛明团队一直在试图

量化 P 因素中基因作用的占比。 他的

研究团队根据 7000 对双胞胎的数据，

估算出 P 因素的遗传率约为 55%。 这

就说明， 虽然不同人对心理疾病的一

般易感性差异巨大， 但基因的影响刚

刚过半 ， 非遗传因素的占比也接近

半数 。

安可·哈默施拉格并非信口开河 ，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让科学家们

意识到， 许多心理疾病是同源的。 也就

是说， 尽管不同的心理疾病表现出不同

的症状， 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病因———

是 “P 因素” （个体对心理疾病的一般

易感性） 在作祟。

这个结论看似有悖常理， 但理解 P

因素的内涵后就容易明白了。 我们可以

用智力问题来类比一下。 一百多年前，

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曾指出，

儿童在某一项大脑活动中的表现 （比如

语言流畅程度） 与大脑其他方面的能力

（比如数学推理、 空间操纵、 逻辑） 息

息相关。 简单来说， 有这么一件事， 能

把这件事做好的人， 自然也能做好其他

事 。 反之 ， 如果有人连这件事都做不

好， 那么其他事也很难做好。 斯皮尔曼

经过分析后发现， 在大脑功能中， 认知

能力就是 “这件事”， 其他大脑功能都

与认知能力相关联， 因此认知能力就是

一种 “一般智力”。

P 因素就与 “一般智力” 类似———

尽管心理疾病种类繁杂， 且行为与心理

症状各异， 但 “一旦你患上了某种特定

的心理疾病， 那么你患上其他多种心理

疾病的概率就相应提高”。 这是英国伦

敦国王学院的阿夫沙洛姆·卡斯皮与特

里·莫菲特分析了 1000 位 “70 后 ”人群

长达 40 年的健康状况变化后得出的结

论。他们也由此提出了“P 因素”的概念。

早在 2012 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本杰明·拉希团队就分析了 3 万人在三

年内的心理诊断报告， 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

这个结论非常具有颠覆性。 从这个

结论出发， 心理医生将更关注精神疾病

的症状本身， 并据此制定出相对宽泛的

治疗方案。 此外， 有些匪夷所思的个人

或家族心理问题 ， 今后也有望迎刃而

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行为遗传学家

罗伯特·普洛明说： “我不认为世上存

在什么 （相互独立的） 心理疾病， 这些

只是固有医学模式下的虚构概念。”

每年， 约有四分之一的英
国人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 当
他们因此而求助于心理医生
时， 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所描
述的症状， 在 《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 中找到对应的疾
病， 诸如抑郁症、 恐惧症、 厌
食症、 精神分裂症等等， 随后
确定相应疗法。

这些人们熟知的传统精神
疾病诊断方法真的有效吗？ 荷
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神经学
家安可·哈默施拉格表示 ， 数
千年来， 医生始终在将不同的
精神疾病分门别类地进行讨
论 ， 然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

这可能让人类在认识精神疾病
上走了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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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亿年前月球遭遇小行星雨

根据 《自然-通讯》 最近发表的
一篇论文 ， 大约 8 亿年前 ， 月球遭
遇了流星体的轰击。 根据碰撞概率，

该研究表明， 这些流星体的总质量约
为成冰期 （约 7.2 亿至 6.35 亿年前）

之前造成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的陨石
质量的 30 至 60 倍。

地球上的侵蚀和表面更新过程，

使研究古代流星体撞击及确定其日期
变得困难。 不过， 科学家还可通过另
一种方法来了解这些撞击———研究月
球上的陨石坑。 因为， 在月球上， 风
化和侵蚀的影响大大减少。

日本大阪大学的寺田健太郎及其
同事利用来自月球探测器“月亮女神”

的数据，估算了月球表面直径大于 20

公里的 59 个陨石坑的形成时间。 结
果发现，其中有 8 个陨石坑是同时形
成的，其中包括哥白尼陨石坑。

根据对哥白尼陨石坑释放物质的
放射性测年结果， 以及从一些撞击玻
璃球粒 （陨石撞击形成的玻璃珠） 中
获得的数据， 他们得出结论： 月球在
大约 8 亿年前经历了一次小行星雨。

作者推测， 既然月球上发生了小
行星雨， 那么地球上肯定也发生过类
似事件。 他们利用陨石坑标度律和碰
撞概率推算表明 ， 一颗质量为 4 亿
亿至 5 亿亿千克的小行星与地球发
生了碰撞。

养狗或能改善幼童社交情绪

最近发表在 《儿科研究》 上的一
项研究显示， 养狗家庭中的幼童， 其
社交和情绪的健康状况均好于未养狗
家庭中的幼童。

来自西澳大学和泰拉松儿童研究
所的研究团队利用从 1646 个有 2-5

岁幼童的家庭所收集的问卷数据， 发
现养狗家庭的孩子相比未养狗家庭的
孩子， 在情绪和社交互动上遇到困难
的总几率低 23%， 其中出现反社会
行为的几率低 30%， 与其他孩子互
动出现问题的几率低 40%， 而表现
出体贴行为的几率高 34%。

养狗家庭的孩子中， 每周至少和
家人一起遛狗 1 次的孩子相比遛狗
频率低于每周 1 次的孩子 ， 社交和
情绪发展不良的几率低 36%。 每周
和家里的狗玩耍 3 次或以上的孩子
相比每周玩耍 3 次以下的孩子 ， 规
律性出现体贴行为的几率高 74%。

研究人员推测， 这可能和孩子与
狗之间的感情连接有关。 孩子与宠物
间的感情连接或能通过一起玩耍和遛
狗时间的多少来反映， 而玩耍和遛狗
或能促进社交和情绪的发展。

但作者提醒， 由于研究为观察性
质， 尚无法判断养狗或令幼童社交情
绪发展获益的确切原理， 亦无法断定
其中的因果关系， 还需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来评判豢养不同类型的宠物会带
来怎样的潜在影响， 或孩子与宠物的
感情连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禁食时长影响北极熊存活率

《自然-气候变化》 近期发表的
论文指出， 北极的大部分北极熊亚群
可能会在 2100 年前后遭遇生存威
胁。 该研究估算了北极熊能够禁食的
最长时间， 一旦超过这一阈值， 幼崽
和成年北极熊的存活率就会快速下
降。 研究发现， 多个亚群可能已经达
到这一阈值。

北极熊依靠海冰来捕食， 如果没
有海冰就要上岸觅食， 但它们在陆地
上找不到吃的。 北极海冰随气候变暖
不断减少， 北极熊不得不延长它们的
禁食时间。 不过， 人们尚不清楚在成
年和幼崽北极熊存活率开始下降前，

北极熊能达到的禁食极限。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利
用动态能量收支模型确定了禁食北极
熊的能量需求， 以及会限制存活率的
阈值。 作者将这些数据与一个能预测
未来无冰日的地球系统模型相结合，

估算了 13 个亚群突破阈值的时间 ，

这 13 个亚群代表了 80%的北极熊。

作者发现， 禁食时间拉长最先威
胁到的是幼崽存活率， 最后才会影响
到独居的成年雌性北极熊。 他们还指
出， 一旦达到这些阈值， 之后幼崽和
成年北极熊的存活率会一直处于危险
中。 作者模拟了高排放情景下的北极
熊存活率， 发现到 2100 年， 大部分
北极地区的北极熊可能都难以为继。

不过 ， 在中排放情景下 ， 更多的亚
群或能挺过本世纪 ， 这也凸显出减
缓气候变化以确保北极熊生存的必
要性。 (杨馥溪/整理)

长期以来， 科学家们深知心理疾病

有遗传学基础， 而且遗传率相当高。

大量双胞胎心理研究表明， 精神分

裂症的遗传率约为 80%， 重度抑郁症

的遗传率约为 45%。 如果某人的父母

或兄弟姐妹中有人确诊了某种心理疾

病， 那么这个人不仅很可能患上同种心

理疾病， 而且罹患其他心理疾病的概率

也相应上升。 举例来说， 假如父亲或母

亲患有精神分裂症， 那么孩子罹患双相

障碍的概率就会翻倍。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人可能并没有

遗传到某种特定的疾病， 而是通过遗传

获得了相对综合的 P 因素。

在遗传上， P 因素究竟是什么？ 过

去十年间， 精神病学家一直在探索心理

疾病的遗传学根源 ， 也因此找到了 P

因素存在的关键证据。

早期的精神病遗传学研究主要集中

于寻找诱发特定心理疾病的个别基因。

然而， 这种研究的效果很不理想， 直到

2005 年前后， 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

芯片问世， 才为研究带来了质变。

SNP 芯片形似数码相机里的存储

卡， 科学家们可以用它来找出各种基因

变异的位点。

DNA 的四种碱基能产生数百万种

组合， 即使同一个基因 “单词”， 每个

人也可能有不同的 “字母” 组合， 比如

某人某个基因的特定位置上是胸腺嘧

啶， 其他人则可能是腺嘌呤、 鸟嘌呤或

胞嘧啶 。 这种单核苷酸多态性超过

1000 万种， 而一枚 SNP 芯片则能一次

性检测 100 万种。

2009 年 ， 国际精神分裂症联盟使

用 SNP 芯片分析了 3000 多位患者的基

因。 尽管研究人员没有找到精神分裂症

易感性的特定变异基因， 却发现病症实

际上与数千个变异基因有关， 每个基因

都能产生微弱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变异基因同样能诱发双相障碍。

正是基于这些突破性进展， 莫菲特

与卡斯皮才在数年后正式提出了 “P 因

素” 的概念。

尽管心理疾病的诱发原因错综复

杂，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 即不同的

疾病有共同的基因根源。 科学家们下

一阶段的任务， 就是从生物学角度论

证这个观点。

2018 年 ， 甘达尔与丹·格希温德

等人曾进行过相关研究。 他们收集了

700 位心理疾病患者的验尸报告 ， 着

重分析大脑皮层的基因表达。 大脑皮

层是人脑的外层结构， 也是高级认知

功能所在的区域 。 甘达尔团队发现 ，

诱发基因高度等同的心理疾病 （比如

精神分裂症与双相障碍） 在基因表达

样式上非常相似。 此外， 许多诱发基

因的确控制着神经突触的活动。

哈默施拉格的研究印证了甘达尔

的结论。 她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研究，想

寻找到诱发五种常见心理疾病的变异

基因。 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基因集都有

神经功能，且对突触产生影响。 这就说

明 P 因素似乎与大脑细胞交流有关。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马克西姆·塔奎

研究团队的最新结果显示， 在心理疾

病高风险儿童的大脑内存在 “脆弱网

络”。 研究人员将这些儿童的大脑扫描

图像与低风险人群相比， 结果在三个

关键区域发现了重要差别： 其一， 默

认网络， 这个结构在大脑休眠时非常

活跃； 其二， 负责规划与控制的区域；

其三， 处理视觉的区域。

卡斯皮与莫菲特发现 ， P 因素高

的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脑回路。 这段回

路负责监控并处理信息， 使其能够参

与高级皮层功能， 包括对情感、 思想

与行为的控制。

然而， 科学家们尚不清楚这些大

脑构造对于人的心理活动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 卡斯皮与莫菲特认为 ， P 因

素高可能表现为思维混乱、 情感控制

障碍和负面情绪滋生倾向。 虽然这些

推论尚未确定， 但理解 P 因素确实有

助于诊断并治疗心理疾病。

P 因素 （个体对心理

疾病的一般易感性 ），与

“一般智力”类似———尽管

心理疾病种类繁杂， 且行

为与心理症状各异， 可一

旦人患上了某种特定的心

理疾病， 那么患上其他多

种心理疾病的概率就相应

提高。 医生由此将更关注

精神疾病的症状本身 ，并

制定宽泛的治疗方案。

P 因素高的人都有特

殊的脑回路 , 这段回路负

责监控并处理信息， 使其

能够参与高级皮层功能 ，

包括对情感、 思想与行为

的控制。 P 因素高可能表

现为思维混乱、 情感控制

障碍和负面情绪滋生倾

向。 虽然这些推论尚未确

定 ，但理解 P 因素确实有

助于诊疗心理疾病。

为不同心理疾病寻找通用解药
揭秘P因素

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 是指 DNA 序列中单核苷

酸碱基 （A、 C、 G 或 T） 的变化， 是最常见的基因突

变类型。 虽然大多数 SNP 对健康没有明显的影响， 但

有些 SNP 会增加患癌症、 糖尿病、 心脏病、 神经退行

性疾病等的风险。 SNP 芯片的问世， 为精神病遗传学

研究带来了质变。 图/Genengnews

右图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发的新型 DNA

生物传感器， 它是一种无线 SNP 芯片， 比指甲还小。

图/Medical design & outsourcing

不同心理疾病的共同病因神秘P因素

基因“单词”的不同“拼写”遗传学寻根

社会诱因与基因影响相当遗传率55%

诱发基因控制神经突触特殊脑回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图/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