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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心境低落、兴趣和快感缺失、

劳累感增加和精力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情感障碍类疾

病。有视力损伤的人群更容易罹患抑郁症［1］，眼科

疾病伴抑郁症状的患者也表现出与眼疾严重程度不

相匹配的主观视力下降［2-3］。既往认为抑郁症不同

于精神分裂症，不存在视觉损伤，但近年越来越多

的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视觉处理能力在各个阶段

都受到了损害［4］。抑郁症患者会存在光线变暗、色

彩失真、线条模糊、视觉易疲劳等感官上的视觉损

伤［5-6］，这与该类患者常觉得世界变得灰暗了，生活

失去了色彩等临床表现相符合。现就抑郁症几种常

见的视觉加工障碍作综述，分析其可能的脑机制，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对比敏感度

对比度指的是视觉目标中最亮区域和最暗区

域不同亮度层级的测量，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0%
表示最亮区域和最暗区域的亮度是一致的，两者没

有边缘，也就是说看不到物体，100%表示黑白反

差，此时边界最清楚。个体看到目标刺激所需要的

最小对比度称为对比度阈值。对比敏感度（contrast 
sensitivity， CS）是对比度阈值的倒数，该值越高则提

示视觉系统识别物体越灵敏。

有多项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在对比度辨别任务

中（判断目标物与参照物是相同还是不同）显示出较

低的CS［7-8］，并有学者认为抑郁症患者CS的降低是

原发性的视觉损害，而不是由于抗抑郁药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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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注意力受损所导致的［8］。CS的降低不仅仅发

生在抑郁症患者，阈下抑郁的群体也同样存在［9］。

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试验证实抑郁症状缓解后，抑郁

症患者的CS恢复正常，但是一项利用图形视网膜电

图（pattern electroretinogram， PERG）的研究提示抗抑

郁治疗成功后视网膜功能恢复正常［10］。

但也有研究提示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抑郁症

患者的CS结果并不一致，如：在高空间频率下，抑

郁症患者的CS与健康人群相比并不是下降，而是增

高［11］；使用图形视网膜电图测量CS，重度抑郁症患

者的CS与健康人群无明显差异［12］。这些结果的差

异可能与患者的区分标准不同，测量仪器的灵敏度

不同等多种因素相关。

视网膜是视觉信号处理的第一个阶段，视网膜

上多巴胺活性下降被认为是造成CS下降的主要原

因［13］。而抑郁症患者的多巴胺功能紊乱也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识到［14］，抑郁症患者的CS降低与视

网膜上的多巴胺功能缺乏相关。重度抑郁症患者视

网膜功能下降的同时，枕叶皮层功能也受到影响，

但是其枕叶皮层功能下降的程度与视网膜功能不相

符，这可能是由于视觉信号在外侧膝状体或皮层中

修改的对比适应缓和了视网膜中多余的损失［15］。

二、视觉掩蔽

视觉掩蔽是指注视的目标由于在时间或者空间

上有相邻的其他注视物的出现而导致可见度下降的

现象。视觉掩蔽有多种方式，目前应用在精神科的

主要是反向视觉遮蔽。视觉遮蔽在精神分裂症中的

研究较多，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内在表型，其发

生可能与视觉通路大细胞的损伤、胆碱系统功能异

常等有关［16］。

视觉遮蔽在抑郁症患者中的试验结果并不一致，

有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并不存在视觉遮蔽现象［17］，

但也有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存在微弱的视觉遮蔽，它

的视觉遮蔽程度介于精神分裂症和健康人群之间［18］。

抑郁症患者的视觉遮蔽现象不仅仅与早期视觉通路

的损伤有关，与高级视觉皮层的信息处理异常也有

关［18］。

三、 视觉注意

视觉注意是指一种在大量的视觉输入信息中有

选择性的进行压缩和处理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人们

快速理解视野中的内容。视觉注意可以是自下而上

产生的，比如让人惊恐的场景可以快速进入意识层

面，也可以是自上而下产生，比如在众多背景的干

扰下立即看到想要的东西。抑郁症患者的视觉注意

存在缺陷［19］，有Meta分析认为，与健康对照相比，

抑郁症患者的持续性视觉注意缺陷较为明显，视觉

空间注意的缺陷较小，选择性视觉注意基本没有差

异［20］。也有研究认为对于消极信息的选择性注意

是抑郁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21］。

多项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抑郁症患者视

觉注意缺陷的机制。脑电图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视觉诱发电位P1成分并无

异常，提示该类患者视觉注意并无异常［22］，但也有

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对于

外部信息处理能力下降，其视觉诱发电位中顶点正

电位（VPP）波幅低于健康对照，提示抑郁症患者视

觉注意分配异常。这两个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

与视觉注意不同阶段相关，P1比VPP出现的时间早，

注意力可能无法影响最初的视觉传入活动［23］。

脑磁图的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在静息状态下，

左枕叶的θ、α频段能量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抑

郁组枕叶的θ频段能量右偏侧化更为明显，这说明

抑郁症患者视觉注意功能的受损是由于两侧枕叶的

低频能量不对称导致了大脑半球间功能协调性和信

息传递的效率下降所致［24］。

功能磁共振的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大脑的视觉

和背侧注意网络的功能连接减少［25］，且不管是在静

态还是在动态，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视觉网络聚类系

数均显著增加和有更高的小世界性，此外，抑郁症

的视觉网络对背侧注意网络（DAN）的网络间连接降

低［26］。有研究对比了抑郁症患者和健康人的全脑

功能网络，发现在节点水平上，抑郁症患者的躯体

运动网络 (SMN)、背侧注意网络 (DAN)和视觉网络

(VN)的节点程度降低，以及默认网络 (DMN)、SMN、

DAN和VN的节点效率降低，这表明抑郁症患者局

部和全部脑网络的效率都下降了［27］。综上所述，这

些结果支持抑郁症患者视觉系统更少的接受来自注

意网络的调节。

四、面部表情识别

达尔文认为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是进化过程的

产物，在人类物种的生存中起着功能性的作用。对

情绪的准确面部识别是有效的社会交流和适应性行

为的核心。抑郁症患者存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缺

陷。抑郁症患者能更快地识别悲伤情绪面孔［28］，而

识别快乐情绪的准确率低，且抑郁程度越高，准确

率越低［29］。除了在识别情绪面孔上存在缺陷，与健

康个体相比，抑郁症患者对焦虑面孔的注意维持有

中等程度的增加，对快乐面孔的注意维持有中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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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减少［30］。除了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有缺陷，抑

郁症患者自身的面部表情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

非言语交际中，其积极面部表情同步性较差［31］。

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E）这两种神经递质与

面部表情识别相关［4］，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能够改

善抑郁症患者面部表情识别障碍［32-33］。而抑郁症

患者自身的面部表情减少可能与多巴胺能功能低下

相关［34］。

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提示，当对快乐的面孔进

行分类时，抑郁的患者表现出N170振幅的下降和潜

伏期的延长，这说明抑郁症患者处理积极面部信息

时间过长，难以产生正面情绪反应［35］。但面对悲伤

面孔时，P1振幅增大，且随着抑郁症状的好转，P1
会正常，这说明抑郁症患者处理负性面部信息时反

应偏大，比较容易感受到负性情绪［36］。

杏仁核在面部表情识别中的作用已被证实，有

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右侧内侧核体积较健

康人群增大，提示杏仁核的亚结构改变可能参与了

该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37］。抑郁症患者的左侧杏

仁核对于负性情绪面孔的反应性增强曾被认为是导

致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机制，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杏仁

核高反应性只与部分患者症状的病因学相关，它在面

部识别中起到的作用并没有之前认为的那么大［38］。

五、运动视觉

运动视觉是指对运动物体所产生的视觉反应。

在健康的年轻人中，增加低对比度刺激的大小可以

提高运动辨别性能。但是，增加高对比度刺激的大

小会降低运动辨别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作空间抑制。

目前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空间抑制能力下降，表现

为对高对比度大光栅的运动辨别能力增强［39］，高对

比度小光栅的运动辨别能力减弱［40］。抑郁症状持

续时间越长，其空间抑制就越弱，长期康复的抑郁

症患者空间抑制与健康成人类似［39］。但也有研究

提示了不一致的结果，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运动辨别

敏感度无异常，且在66 ms的呈现时间下，其中心周

围抑制作用还有增强［41］。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还

与入组的病例标准不同，抑郁程度不同且检测方法

不同有关。

抑郁症患者运动视觉的受损，尤其是空间抑制

能力的下降，被认为与颞中区 (middle temporal area，
MT)密切相关［42］。颞中区的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

基丁酸（GABA）和谷氨酸（GLU）浓度减少，可能导致

视知觉中冗余信息的抑制减少，从而造成运动空间

抑制能力的下降［40］。

六、总结与展望

人类所获取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据了

80%以上，正常的视觉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抑

郁症患者的视觉功能广泛受损，除了CS、视觉遮蔽、

视觉注意、面部表情识别、运动视觉5个方面的视觉

功能受损外，其立体视觉、眼动、视觉翻转等方面也

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43-45］。视知觉的受损会让抑

郁症患者更多地关注负面信息，正常的感官知觉通

路受损，无法正常的激活奖赏通路，使患者处于快

感缺失的状态［4］。

抑郁症视觉的评估方法多样，研究选择的抑郁

症群体不一样，这些都给抑郁症的视觉缺陷评估带来

了困难。有研究提出运动视觉中的空间抑制可能代

表了抑郁症中一种敏感的特征性的内表型标记［39］。

但是后续的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论证这种检测方法的

可行性及可靠性。因此如何全面系统且统一化的评

估抑郁症患者的视觉功能是值得探索的。

抑郁症患者的视觉受损可能由多方面的因素造

成，枕叶发育异常［46］，多巴胺、GABA和GLU等神

经递质的异常，以及脑电、脑神经网络的异常均可

导致。但是研究仍处在初期阶段，具体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抑郁症患者的视觉受损可以通过药物、心理治

疗改善［4，47］，但是药物、心理治疗是通过何种机制

起到改善作用的并不清晰。视知觉的产生不一定非

要通过视觉刺激产生，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感觉系统，

例如听觉、触觉来实现。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知觉学

习来完成［48］。抑郁症患者的视知觉是否可以通过

其他的知觉学习来改善，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的视觉损害广泛，但是

视觉损害评估方法、损害发生机制以及改善的方法

都处在初级研究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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