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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干预对抑郁症治疗的神经生物学机综述 
刘国纯 

(重庆医科大学  体育医学学院  重庆） 

摘要：运动在抑郁症的治疗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公认，且对不同程度抑郁症的治疗种都有效果。运动疗法成为了药物、心理干预、电休克疗

法之后的又重要的方法，运动疗法还能预防其他慢性疾病，对于已有的基础疾病具有较好的益处。探究运动疗法治疗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

机制有利于我们的更好的认识其作用并未抑郁症临床治疗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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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全球一种常见病。2015 年抑郁症患者总人数估计超过

3 亿，预计到 2020 年成为排在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二大疾病[1]。2019

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研究文章中预计中国有超过

9500 万的抑郁症患者。已有研究研究表明，抑郁症的病因是复杂且

多方面的，涉及许多相互交叉的神经生物学系统[2]。运动干预对于

抑郁症治疗具有很好的效果，现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1.运动对于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的影响 

运动对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是抑郁症药物治疗抑郁症

的重要支撑理论，该理论认为抑郁症是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功

能紊乱产生的。抑郁症患者出现大脑中单胺递质去甲肾上腺素、5-

羟色胺、儿茶酚胺、多巴胺、乙酰胆碱、r-氨基丁酸等不足密切相

关，其中的代谢产物 5 羟吲哚乙酸减少。侯钢等发现抑郁症患者的

脑脊液种的 5-HT 和 NE 明显低于对照组[3]。李雪等在研究发现，慢

性中等不可预知性应激刺激模型大鼠全脑、海马 及前额皮质内单

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均有显著性降低[4]。大量研究证明运动可使抑

郁模型大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升高, 包括了对 5-羟色胺、

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r-氨基丁酸、谷氨酸等。但新的发现是除

了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改善，其相对于的受体的敏感型也获得了改

善，这也表明抑郁症是一个整体的机制变化。 

2.运动对于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及神经元发生 

研究证实抑郁症会导致患者海马、前额叶与杏仁核等神经元萎

缩和细胞丢失。患者的海马体积缩小，前额叶皮层体积和神经胶质

细胞数量减少，神经营养因子表达下降。重度抑郁症 MDD 患者的

外周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降低，BDNF 是神经发生

的标志物[5]。运动神经元在运动过程中将 BDNF 分泌到血流中，因

此 PA 触发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释放，BDNF 参与大

脑的可塑性和认知[6]。研究者将电休克和运动结合治疗三周后患者

血清中的 BDNF，而且改善了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7]。运动疗

法对于 BDNF 也同样有所改善，促进了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并诱

导了成年海马神经发生，运动还可以增加 BNDFmRNA 的表达，增

加 BDNF 的蛋白质含量。在运动治疗抑郁症的作用中对于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的影响较其他介个方面更为明显。 

3.运动对于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 

抑郁症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功能存在异常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泌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其分泌的

糖皮质激素（GC）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起到了关

键基础作用。抑郁症患者这两种激素分泌增加抑制海马发生，除此

之外心钠素、生长激素、催乳素、脑利钠肽等度又不同程度的异常

变化。运动对于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影响是如何对抑郁症起到积极作

用的呢？依然不可脱离它的整体性。运动能够通过 HPA 轴的反复

激活，使 HPA 轴产生适应性变化[8]。在运动训练后能够导致心钠素

（ANP）的分泌大大降低，抑郁症患者的脑利钠肽（BNP）也显著

降低[9]。急性运动后生长激素（GH）水平得到了明显的升高，12 周

有氧运动后其变化依然能存在[10]。对于催乳素长期运动会产生适应

性改变。 

4.运动对神经免疫系统影响 

抑郁症可以看着是一种神经免疫失调，其发病与炎症反应系统

激活有关，机体通过释放炎性细胞因子（CK）导致外周免疫激活，

进而引起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产生精神系统疾病。急性

运动反应未导致血清淀粉样蛋白，可溶性血管细胞粘附分子或可溶

性细胞间粘附分子发生任何显着变化。促炎细胞因子。运动对干扰

素（IFN）-y， IL-2，IL5，IL-6，IL-8 没有明显的急性影响。IL-12，

TNF-a 或 C 反应蛋白。抗炎细胞因子中未发现对 IL-4，IL-10 和

IL-13 的急性影响。 但慢性运动的对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

PBMCs（IL5、IL-8、IL-2）上调[11]。有氧运动还增加血清氧化应激

指标（SOD），减少抗氧化酶（GPX）[12]。运动对于验证因子的影

响是通过众多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变化来降低了炎症反应和氧化应

激的。 

5.运动对中枢神经系统结构的改变 

建立在神经解剖学、神经影像学的基础上，发现抑郁症患者的

大脑前额叶皮质、边缘系统、海马、下丘脑等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

化如海马体积减少、大脑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获得异常减少、大脑和

小脑不同程度的萎缩。研究发现运动对于大脑结构形态的利处也存

在。基于结构影像学和功能性成像技术支持，研究发现跑步锻炼显

著增加了 CNpaset 少突胶质细胞和 Olig 少突胶质细胞，促进了少突

胶质细胞的分化[13]。在对智齿动物的研究中发现，自愿和强迫的跑

步运动都能够改善抑郁症状增加了动物模型 PFC 中的少突胶质细

胞的增殖分化，还增加人体 28-30 岁时的 PFC 体积[14]。 

6.小结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相对复杂的多因素的。运动是治疗抑郁症

的一种重要治疗手段，建立在抑郁症的各类假说基础上运动干预对

于单胺类神经递质、神经营养因子、神经内分泌系统、神经免疫功

能、神经结构等或多或少都有较好的作用，但是兼顾个体和整体的

研究将会为未来运动治疗抑郁症的机制做出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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