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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神经免疫学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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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师范大学．0理系，北京 100875；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的发生和转归之间的关系，是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发现 心理行为 

因素与人的神经、免疫、内分沁系统有关(gla心理神经免疫学)；心理行为q--N技术能够改变癌症病人的免疲功能。从而改善 

其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但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商，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影响的机制 ，以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健康行为计肿 

瘤生长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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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脑与身体的关系 

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最严重的疾病之一。近 20 

年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发病年龄下降，死亡率在整 

个疾病谱中占居 2～3位，仅次于心脑血管病 癌症的 

诊断和治疗给大多数病人带来广泛的心理社会的负性 

影响，不仅引起病人悲痛和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足以 

引起其生物学改变 

Ader 1974年的实验表明，大脑可以影响免疫系 

统。他的工作包括Pavlov的条件性实验，即给兔子喝 

糖精水后注射环磷酰胺使之产生恶心 正常情况下， 

一 次注射足以使兔子将糖精水和恶心建立联系而回避 

糖精水；然而，Ader运用传统的条件作用，在只有糖精 

作者简介：王建平(t961)，女，山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 

向为医学心理学 

水而没有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的情况 F，降低 r兔子 

的T淋 巴细胞。由此，他创立 了心理神经免疫学 

【PNI)的术语。 

大家都在探讨 PNI的详细机制，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大脑与淋巴器官有直接的神经 

联系，同时也存在免疫对大脑反应的反馈机制 大脑 

不仅可以与免疫器官发生联系，还可以直接与神经肽 

和淋巴细胞的激素受体联系 ，淋巴细胞也可以产生 

这一类的化学物质，说明大脑和免疫系统是相互联系 

的 

2 心理社会因素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最常见的观点是，心理社会因素引起激素的变化， 

激素的变化影响免疫功能，从而增加或减少肿瘤发生 

发展的机会 这个结论是有争议的 

2．1 生活事件与肿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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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报 

道，但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有研究表明，生活事 

件与肿瘤的发展有关 ：生活事件体验越多，肿瘤复发的 

几率越高，存活时间越短 有研究反对这种相关 近 

年研究认为，结论的分歧可能与追踪时间的长短不同 

有关，追踪比较长的(2O年，7～9年)发现二者有关 ，追 

踪短的(3～4年)则发现没有关系 。生活事件对病 

人的影响是否起作用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较多的社 

会支持，癌症发生和死亡的比率低，无症状生存期较 

长 

2 2 负性情绪与癌症发展 

负性情绪与癌症发展之间的关 系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课题，许多研究认为两者之问有关，也有研究否认 

最新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问的关系与第三个变量：负性 

情绪的雁抑(repression)或不表达(non．expre~ion)有 

关 即低水平的焦虑和高水平的防卫 负性情绪的压 

抑在癌症发展中其作用是明显的，但在肿瘤发生中的 

作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 。 

2 3 应对风格与疾病过程 

有学者 研究了乳腺癌患者对所患疾病的判断和 

存活期之间的关系。追踪 5年、l0年和 15年后发现， 

具有斗争精神和应对风格的病人，比那些被动接受或 

无助感的病人手术后存活期长；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 

认为斗争精神和无助感以及相关概念(无望感和悲观 

主义者)与疾病的发展没有关系。具有积极应对风格、 

外向眭格的病人存活时间较长，但研究结果没有在其 

它研究中得到证实 J 

2 4 应教失调与DNA修复 

最近对应激失调与 DNA修复关系的研究发现 ， 

情绪失调者在面对 x．线情况下，其修复被损坏细胞的 

DNA能力降低；抑郁程度重的病人其修复能力比抑郁 

程度轻者低。应激通过改变 DNA的修复，对肿瘤基 

因有直接的作用，同时由于不能清除结构差或变异细 

胞，对肿瘤基因起问接的作用。由于下丘脑一肾上腺皮 

质轴和自主神经系统对应激的反应都很敏感，可能有 

一 种或几种“应激”激素会调节这些反应。 

心理社会因素对癌症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 

同的研究其结论也各异。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研 

究方法有关，有的缺乏同期对照组，有的没有控制社会 

人口学和生物学危险因素等变量；还有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没有考虑心理因素与生物学危险因素的相互影 

响，使心理因素的作用被掩盖或被忽略。 

3 心理干预与肿瘤的转归 

3．1心理干预与癌症病程 

一 项为期6商的心理干预研究，既评价 r干预后 

的即时效果，又评定了干预后的长期效应。干预内容 

包括：健康教育、提高与疾病有关的问题解决的能力、 

应激处理技术等 干预对象是临床分期为 I和Ⅱ期的 

黑色素瘤病人，全部病人在手术后没有接受过任何治 

疗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心理应激失 

调明显降低 ，NK细胞数和 NK细胞活性明显增加 、 

干预后 6年中，对照组病人的复发率和死亡率明显高 

于干预组。 

另一项为期 1年的干预研究也得到比较好的结 

果，支持性心理治疗与生存期延长有关。但不知道是 

免疫变化影响r癌症的病程，还是其它因素一正如研 

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干预组的病人可能有比较好的健 

康行为，比如锻炼和科学饮食，这些行为的差异可能对 

研究结果有影响 

3 2 行为干预技术与条件性免疫抑制 

化疗期间，骨髓抑制的毒性是影响化疗药物剂量 

的一个主要因索，药物的攻击性越强，抑制越明显，病 

人感染的几率越高。最近的研究表明’，癌症病人表 

现出免疫系统的预期性反应，包括免疫功能和免疫细 

胞数量的改变。这种出现在化疗之前的免疫抑制叫做 

条件性免疫抑制，与这种条件性免疫抑制相伴随的是 

条件性的恶心。许多研究证实，行为干预方法比如放 

松训练 引导性想象加放松练习等，能够预防恶心的发 

生和减轻其程度。放松训练也可以改善由治疗引起的 

胃肠道反应，比如 NK细胞活性得到明显提高 放松 

训练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下 

丘脑一肾上腺皮质轴释放的改变，调节交感神经的生理 

唤醒水平，改变可以影响免疫参数的内啡肽水平 

4 可能的机制 

4 1 0理因素与生活习惯和生理状态 

某些心理因素可能与维护健康的习惯有关，比如 

很好的坚持治疗，戒烟或少吸烟，少喝酒和少滥用药， 

广泛的食谱，对疾病的征象保持客观的警惕态度，及时 

寻求医学的帮助等。令人奇怪的是，心理肿瘤学研究 

者们很少去注意这些健康行为的个体差异对研究结果 

的影响。某些心理因素可能与生理状态有关或可以导 

致某种生理状态，从而增加和降低了肿瘤的发生和发 

展 比如：焦虑与生理唤醒水平增高有关，而情绪压抑 

又导致唤醒水平的恢复减慢。唤醒水平的提高．将通 

过神经内分泌通路，促使免疫系统发生改变 癌症的 

发生是 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心理因素在癌症的 

发生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4 2 多系统 的观点 

心理因素与癌症发展之问的关系可能与五个系统 

有关，即心理因素、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免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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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肿瘤本身，亦与五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任何单独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将来应该研 

究心理因素、人口学资料以及医学危险因素之间的相 ⋯ 

互作用。研究表明有说服力的心理因素包括：低水平 

的社会支持、无望感倾向、负性情绪的压抑(不表达)、 l5] 

耳前可能存在的应激性生活事件。这些因素可能导致 

生理上的变化，为肿瘤的繁殖提供了基础 以后的 

研究应该注意健康行为对肿瘤生长的调节作用，从而 

提供一个相对简单和容易研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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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在胶质瘸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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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重庆 400016) 

摘要：胶质墙是 中枢神经系统一种常见肿瘤 ，目前在胶 辱瘤的综合治疗方案中，包含细胞因干在内的免疫治疗倍受关 

注 通过皮下或颅内细胞因子输入 ，尤其进行联合细胞 因干基因转染对胶质痼生长的抑制以厦改善胶质瘤惠者的预后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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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免疫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的免 

硬治疗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除了抗体治疗、过继细 

胞免疫治疗、中草药治疗以外 ，细胞因子对肿瘤的治疗 

也倍受关注。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一种常见肿瘤， 

极大地危害着人们的健康，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细胞因 

子在胶质瘤治疗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现将细胞因子在 

胶质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作一简要综述。 

1 细胞因子的分类 

细胞因子是由细胞分泌的可溶性介质，是一个介 

导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蛋白质或多肽类因子的家 

族，对其他细胞具有不同的免疫效应。根据细胞因子 

的主要功能，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类 。 

l l 介导和调节天然免疫的细胞因子 

包括：① 抗 病毒 的细胞 因子，如 l型干 扰素 

作者简介：李昱(1973一)，女，四川台川人 ，重庆医科大学病理 

学讲师，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肿瘤病理： 

(IFN1)、白介素 12(IL一12)、白介素一15(I【．15)；②前 

炎症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1、白介素一l(II 

1)、白介素一6(IL 6)以及趋化因子；③调节性细胞因 

子，如白介素一10(II，10)。这些分子的主要细胞来源 

是单核吞噬细胞。 

1 2 由抗原刺激的 T淋巴细胞衍生、介导和调节特 

异性免疫的细胞 因子 

包括 IL厂2(主要是 T细胞生长因子)、IL_4(1gE合 

成的主要调节因子)、转化生长困子一B(能抑制淋巴细 

胞的免疫应答)、干扰素一7(单核吞噬细胞的主要激活 

因子)、淋巴毒素(中性粒细胞的激活因子)、IL 5(嗜酸 

性粒细胞激活因子) 此外，其他细胞因子如 II 一l3、 

II 一16、rL一17及 MIF也介导特异性免疫 通过以上这 

些作用及其他效应细胞因子，这种特异性免疫应答可 

以引起强烈的天然免疫应答 

l 3 刺激造血的细胞 因子 

这组因子统称为集落刺激因子．由骨髓基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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