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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许多研究发现，女性患抑郁的概率大概是男性的2~3倍，而社会心理压力造成HPA轴的变化可能是

个体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障碍的神经机制之一。此外，女性相比男性会对压力事件更敏感，她们会更

频繁的面临这种情境并且做出更激烈的应对反应，这种性别上的差异也可能是男女患抑郁症的概率出现

差异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总结了部分前人关于社会心理压力对HPA轴反应影响的研究，发现男性经

历压力后其HPA轴反应要高于女性，但会受到压力性质等因素的调节。未来可考虑采用不同的心理压力

诱发范式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或采用纵向研究探究年龄因素对个体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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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women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is about 2-3 
times that of me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HPA axis caused by social psychological stress may be 
one of the neural mechanisms for individuals to produc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other psy-
chological disorders. In addition, women are more sensitive to stressful events than men, and they 
will face such situations more frequently and react more violently. This gender difference may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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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b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HPA axis response, and finds that the HPA axis response of m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women after experiencing stress, but it can be regulated by the nature of stres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future, different paradigm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induction may be used for further explo-
ration or longitudinal stud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ge factors on individual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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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流行病学中最一致的发现之一是女性患该病的概率大约是男性的 2~3 倍[1] [2]，且这种性别差

异出现在青春期的早期，在青春晚期会牢固确立[3]。有研究发现压力事件是诱发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对压力事件的感知不同是导致该疾病出现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这种导致个体产生焦虑和挫败感

的压力事件会使个体处于一种资源耗竭身心状态，即心理社会应激状态[4]，为了维持机体的相对稳定状

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轴)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会被激活并参与整个应激反应的过程[5]，长期的社会心理压力会导致该轴出现永久

性的病变[2]。前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自主神经系统的研究上，对 HPA 轴的研究知之甚少且研究结果并不

一致。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女性面临社会压力事件的概率会更高、反应会更加强烈，因此，本文拟对

社会压力源下个体反应的性别差异进行初步总结。 

2. 面对压力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的活动 

2.1. HPA 轴的运作过程 

HPA 轴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和下游相应的靶器官等。下丘脑分泌的激素称为下丘脑激素，其

包促肾上腺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CRH)、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等各种激素。

在遇到压力状况时，压力暴露引发的情绪反应通过大脑边缘系统的连接激活下丘脑释放 CRH，然后通过

垂体门脉系统运输到垂体的腺垂体部位，刺激腺垂体分泌促肾上腺激素(adrenocorticotropin hormone, 
ACTH)参与下游信号肾上腺分泌 GC、MR 等激素水平的调控，结合相应的靶器官上的受体而发挥作用[6] 
[7]。整个 HPA 轴的运作过程在压力应答和内稳态维持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长久以来，通常以皮质醇的分泌作为 HPA 轴的活动指标。与其他方法相比，从唾液中获取皮质醇被

认为是一种易测量且侵入性较小的方式，因此，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唾液皮质醇浓度变化的轨迹的监测，

就能够有效度量压力对 HPA 轴的功能的影响。 

2.2. 诱发心理应激的范式——TSST 

心理应激很难被稳定一致的诱发出来，为了更好的研究压力事件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采用

过心算任务、公众演讲任务等进行实验任务诱发，目前实验室中多采用的是特里尔社会应激测验(T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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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ess Test, TSST)。该任务由 Kirschbaum 等人开发[8]，包括准备、应试和恢复三个阶段。参与者

到达实验室后在第一个测试室(A 室)待 30 分钟逐渐适应实验环境，此阶段为准备期。然后参与者被引导

至第二个测试室(B 室)进行公众演讲任务的具体指示，随后返回 A 室进行 10 分钟的演讲准备，之后再次

回到 B 室进行为时 5 分钟的演讲，并在演讲结束后进行口头心算任务。最后参与者回到 A 室进行恢复

(30~70 分钟) [8] [9]。TSST 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挑战被试的语言和数学能力对被试施加压力从而达到一

种社会心理应激状态，其组成成分在不同研究中可能会略有不同(如每个任务的长度、演讲的内容等)，杨

娟等人[10]已经证实了该范式在中国被试群体当中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近期也有研究者将该任务采用虚

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呈现给受试者，以期为受试者提供一个动态和更加真实的 3D 环境[11]，
同时他们也证实 TSST-VR 技术能够有效的诱发出个体交感神经的活动，但关于传统的 TSST 任务与

TSST-VR 任务哪种对压力的诱发程度更高，目前还没有研究进行比较。 
除了特里尔社会应激测验外，也有研究者使用过社会排斥的 Cyberball 范式来进行探索，比如 Stroud

在 2002 年研究对压力反应的性别差异就采用的是该范式。但是 Seidel 等人采用 Cyberball 范式探究女性

和男性应对社会排斥时的荷尔蒙反应是，没有发现男女个体经历排斥后皮质醇浓度的显著变化[12]。这说

明 Cyberball 范式中虚拟的互动并不能诱发全面的压力反应。因此，相比之下，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验

来诱发压力反应是更有生态效度的。 

3. 社会心理应激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影响的性别差异 

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女性通常被鼓励创造更亲密、更具有私密性的一对一同伴关系[13]，而男性则更

可能形成有利益且相互关联的群体关系[14]。相互关联的群体关系相比更具私密性的同伴关系是更加稳固

的，在遭受到威胁或压力事件时，前者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加稳健的缓冲机制，鉴于这种生态上的差异，

男女在面对不同的压力源时很可能其反应模式是不同的。 

3.1. 对压力的反应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对社会信息的敏感程度不同，因为女性的自我概念当中具备更多的社会性成分，她们对

人际导向的信息会更加敏感；而男性则更看重工具性导向的信息，如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15]。所以涉及

人际关系的情况对女性来说会更有压力，她们通常采取重新建立社会网络的方式来应对，而男性则面对

智力低下和表现失败的情况更有压力，会出现更多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形式[16]。Stroud 等人的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采用社会排斥挑战诱发人际压力，采用心算任务和演讲任务诱发成就压力，结果

发现女性对社会排斥压力源反应更强烈，而男性对成就挑战会表现出 HPA 轴的更高的皮质醇反应[2]。 
这种性别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追溯至青少年时期。Bouma 等人发现心理健康问题较多的青春期男孩相

比女孩在面对压力时会表现出更大的皮质醇反应[17]，且心理问题的内化程度与皮质醇的升高也有关

[18]。Mazurka 等人以抑郁症青少年和健康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抑郁男孩比抑郁女孩在面对社会心理

压力时会表现出更高的皮质醇反应，而且抑郁女孩比健康女孩的 HPA 轴反应更加迟钝[3]。由此可见，在

关键的发育期，性别在解释个体对压力反应的变异性方面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除了 Stroud 等人将压力源细化为人际压力和成就压力的研究外，传统的采用 TSST 的研究是发现，

男性在面临压力时其皮质醇浓度会显著高于女性，这在许多研究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3] [9]。健康个体在

实验室诱发压力和自然压力刺激后，皮质醇的释放通常会出现短期增加的现象，且女性一生比男性更易

受到压力的影响，会做出更多应对压力的反应。关于前人的这一发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3.2. 对压力反应存在性别差异的相关解释 

男性在面临压力时相比女性会出现更高的皮质醇水平，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从男性和女性对压力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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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不同[9]。男性更看重成就压力，女性更看重人际压力，TSST 任务中的心算任务和演讲任务对男性

来说都是需要付出挑战的成就压力，因此他们相比女性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就会表现出压力下皮质醇水

平的升高。另外可能的原因是女性 HPV 轴对压力反应的钝化[3]。女性在一生中相比于男性会更多的暴露

于更大的压力和情绪反应之中，这种长期的累积效应造成HPA轴中垂体前叶产生 ACTH的细胞上的 CRH
受体脱敏，从而导致 HPA 轴对压力的反应迟钝。已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的女性，患有抑郁症的成年

女性其 HPA 轴的反应性呈现出钝化模式[19]。因此，女性在面临压力时其皮质醇水平没有男性高也可能

是 HPA 轴钝化的结果。 

4. 社会心理压力对个体应激反应的影响因素 

4.1. 社会评价因素 

实验室中常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验(TSST)来诱发个体的心理压力，但有研究者发现是否包含社会

评价因素会调节研究结果。Dickerson 和 Kemeny 指出包含社会评价成分的心理压力源比没有该成分的同

类型的心理压力源会诱发 HPA 轴出现更大的皮质醇反应[20]。Liu 和 Zhang 在他们的实验中加入了一个

安慰剂组，目的是为了控制 TSST 任务引起的压力反应是由社会评价因素所引起的，结果发现在该任务

中相比女性，男性对压力会更加敏感，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和更少的积极应对措施[11]。 

4.2. TSST 范式因素 

Liu 等人的元分析研究发现，改变 TSST 任务的长度、其中演讲任务的演讲内容这些是不会影响到唾

液皮质醇的测量的[9]。这一结果也说明了采用 TSST 任务诱发个体社会心理压力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但

准备期时间的长短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适应期长于 30 分钟时，通常无法在后续实验中的任何时间点观

察到皮质醇反应的性别差异。另外，Kirschbaum 等人所建立的标准化 TSST 任务中要求整个实验过程中

每 10~30 分钟收集一次唾液[8]，考虑到皮质醇反应随时间的易变性，改变任务中皮质醇的收集时间可能

会影响实验所得的结果[21]。 

4.3. 被试采样因素 

大量的研究没有提供关于女性月经周期阶段(黄体期、卵泡期)的信息，但有研究发现，口服避孕药的

女性会报告比男性更高的压力水平，可能与激素的影响有关[22]。Montero-López 等人也发现女性月经周

期阶段与压力引发的皮质醇分泌会有一定的联系[23]。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研究月经周期阶段对个体

社会心理应激反应的影响，以期更加深入的了解心理生物学应激反应的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变化。 

5. 总结与展望 

虽然有大量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经历社会心理压力事件后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但是反应差异背后

具体的心理和神经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受到应激事件后，女性更易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她们更

易将生活事件看做是有压力的事件，也更易对应激和压力事件表现出更为敏感的情绪表达。 
以往研究心理应激的研究经常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但 TSST 归根是属于与成就动机相

关的应激源，相比女性，男性对该的应激源会更加敏感。未来可采用其他应激源，如与人际关系相关的

社会压力(如：社会排斥、社交拒绝事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此外，由于被试选取的有限性，我们没有

办法很好的比较年龄因素是否在其中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陈光辉等人以平均年龄 10.47 岁的小学

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男孩在经历 TSST 任务后的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女孩[24]，Mazurka 等人以抑郁和非

抑郁青少年为被试群体发现抑郁男孩比抑郁女孩经历压力后会表现出更高皮质醇水平，抑郁女孩相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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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女孩也会出现皮质醇水平的升高[3]。从幼儿生长到成年，我们体内的激素在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

变化，未来我们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来绘制出男女个体面对社会压力事件时神经和心理反应的时间

表。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减少患有抑郁症的女童和妇女的比例，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心理障碍造成

的全球疾病负担。”深入探究男女在面对压力事件的应激表现的差异，可能有助于降低女性患心理障碍

的概率，更好地造福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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