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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vlov’s extinction theory favors that extinction can inhibit individual’s 

fear response to the conditioned stimulus. However, extinction scenario dependence 

can induce the recurrence of Extinguished fear, which means that exposure therapy 

based on extinction theory has limitations. Clinically,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who are treated with exposure therapy are likely to exhibit behavioral performance 

of renewal or spontaneous recovery, which brings great difficulties to treatment. The 

core theoretical basis of exposure therapy is the extinction of fear memory. Extinction 

training can inhibit the individual’s fear response to a conditioned stimulus (CS). 

However, extinction training forms context-dependent learning, which will lead to the 

relapse of the fear response that already has extinguished. Therefore, how to reduce 

patients’ fear relaps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disorders. 

Based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drug intervention may have side effects on patients' 

bo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ll-natural, non-invasive and effective methods of 

fear relapse intervention, aiming to provide appropriat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psych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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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甫洛夫的消退理论认为：消退能够抑制个体对条件刺激的恐惧反应。

但消退的情景依赖性会诱发消退恐惧反应的重现，这意味着基于消退理论的暴

露疗法具有局限性。临床上，焦虑失调患者在接受暴露疗法治疗 [ 如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特殊恐怖症等 ] 时可能会表现出：续新与自发性恢复等恐惧重

现的行为特征。鉴于此，本文针对如何辅助暴露治疗减少患者的恐惧重现，综

述了全天然、无创性与有效的干预方法，旨在为心理医师提供适当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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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个体经历或目睹巨

大强烈的创伤性事件所造成的一系列精神疾病。调查显示，大多数 PTSD 患者伴

有情绪和焦虑障碍，其中一些患者还有自残行为，且据美国对 PTSD 军人的治疗

费用统计，每年达 30 亿美元［1］。PTSD 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对社会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疗法有暴露疗法（暴露疗法

也是治疗其它焦虑失调的有效方法）。由于消退的原因复杂导致经过暴露治疗

的患者会再次经历恐惧重现，即对创伤性事件的重新体验。如何辅助暴露疗法

抑制 PTSD 患者恐惧重现成为治疗的关键。对此，本文首先介绍临床上焦虑失调

常见的恐惧重现类型，再介绍针对这些不同的类型的辅助治疗方法。

2  不同类型的恐惧重现

临床结果显示：一些焦虑失调的患者被治疗后可能会经历恐惧重现（如创

伤后应激障碍，蜘蛛恐怖症，广场恐怖症，以及恐高症等），通常呈现以下几

种类型。

续新（Renewal）是指当条件恐惧化的个体所经历的情景与治疗的情景不一

致时，其恐惧复发的现象［2］［3］。例如：在医院咨询室（情景 B）治疗个体

被蜜蜂在院子里（情景 A）蜇伤而产生的恐惧，待其痊愈后再回到院子（情景 A）

或者操场上（新异情景 C）看到蜜蜂后恐惧反应再现的过程。正如 Culver 所发现的：

当测试情景与治疗情景不一致时，接受两周治疗后的演讲恐怖症患者的自我报

告恐惧和生理指标均显著提高［4］。有研究表明续新重现与个体的内在感受性

情景有关［5］，续新不仅涉及外在具体的物理情景，也涉及内在抽象的感受性

情景。例如，Mystkowski 把蜘蛛恐怖症患者分为两组且都在治疗期间分别使用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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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因和安慰剂，结果表明当患者在测试期间服用的试剂与治疗期间服用的试剂

不同时，患者的恐惧记忆便会复发［6］。

自发性恢复（Spontaneous Recovery）主要指条件恐惧化的个体治疗痊愈后不

接受任何干预，经过一段时间个体恐惧反应再次出现的现象。例如，广场恐怖

症患者经历暴露治疗后对广场不再回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当个体无意间再

去广场购物中心时其恐惧反应又会再次出现，这就是典型的自发性恢复。Bouton

把流逝的时间看作一种变化的情景［7］，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发性恢复属于

续新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无论这种消退以外的情景是指物理情景还是时间情

景，续新和自发性恢复都是在消退情景以外的情景中进行测试而导致消退记忆

提取失败的现象。恐惧记忆消退之后经过多长时间，个体会出现自发性恢复现

象并没有确切的定论，对于不同个体而言时间也有所不同。

重建（Reinstatement）是指经过治疗后的患者再次遇到厌恶的非条件刺激时，

已消退的恐惧反应经过中性线索诱发又会再次出现［8］。例如，某个体在一次

严重交通事故后被大火灼伤发展成驾驶恐怖症患者，经过成功的消退治疗后，

患者在家烹饪时被火灼伤，这会加深患者对驾驶的恐惧，当患者看到与车有关

的线索时先前已消退的驾驶恐惧又再次出现。如果中性线索出现的情景和厌恶

刺激再次暴露的情景相同时，个体的重建效应将会增强［9］。动物实验研究了

大量的重建现象，但临床上对患者治疗后需要再次呈现恐惧刺激（非条件刺激）

违背伦理道德，所以对重建的研究较少，更多是在实验室进行［10］。

再获得（reacquisition）是指已经成功消退恐惧的个体再次遇到之前线索与

厌恶刺激的配对出现时，已消退的恐惧反应又再次出现了［11］。例如，已成

功治疗广场恐怖症患者，一次意外事件在广场购物时遭受恐怖袭击，患者对之

前广场的恐惧又会再次出现。有些研究表明影响再获得效应的提取速度取决于

当时再获得的情景，当情景有助于提取个体的恐惧信息时再获得便会快速出现。

临床上对再获得的研究和重建一样需要给患者呈现恐惧刺激违背伦理道德而研

究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再获得似乎能够让消退过程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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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预恐惧记忆重现的消退方法

暴露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恐惧记忆的消退，指多次呈现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CS）而不在与厌恶型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US）配对所导致的

个体的条件恐惧（conditioned response，CR）减少。临床上，主要让患者暴露于

恐惧或威胁刺激面前，对引起患者强烈恐惧和焦虑反应不做任何处理，使患者

逐渐耐受并适应这类刺激，从而减少患者的恐惧。暴露疗法并没有完全擦除个

体之前形成的恐惧记忆（CS-US），而是形成具有情景依赖性的消退记忆（CS-

no US）。消退记忆和恐惧记忆同时存在个体的记忆结构中，当外界物理环境刺

激或自身内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会提取相应的记忆类型，决定其行为的表达。

临床上治疗后提取消退记忆失败的患者将有可能表现出续新，自发性恢复等恐

惧重现的行为表现。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干预恐惧重现的本质实际上是干预恐

惧记忆的表达，包括通过增强恐惧记忆的消退或破坏恐惧记忆的再巩固［12］。

以下介绍的方法大多数是辅助暴露疗法即在暴露疗法的基础上增强恐惧记忆的

方法来干预恐惧记忆重现，比如多种情景及多维刺激暴露消退法、安全线索提

示法、无创性设备的辅助治疗方法等，而孤立提取线索（CS/US）的消退方法是

通过破坏恐惧记忆的再巩固来达到干预恐惧记忆重现的目的。

3.1  记忆再巩固法即通过孤立提取线索（CS/US）的消退    

方法

动物和人类实验均表明应用孤立提取线索（CS）消退范式在记忆更新的时

间窗内进行连续的消退训练，能够有效抑制个体的续新、重建、再获得以及自

发性恢复重现［13］［14］。

记忆的再巩固方法有两种，一是孤立提取线索（CS），它虽然能消除不同

类型的恐惧重现，但是它不能够消除由多个线索引起的恐惧重现［15］。即经

过孤立提取线索消退范式这个过程能够使这个线索具有消除恐惧重现的特异性，

而没有经过提取激活的线索仍然存在诱发恐惧重现的风险。可现实的问题是对

于复杂的焦虑失调患者而言，引起患者恐惧复发的线索不只有一个，多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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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诱发患者的恐惧复发。比如，经过治疗患有 PTSD 退伍老兵，经过加油站

闻到汽油的味道，看到电视上枪支弹药的画面线索都有可能唤起老兵的恐惧，

与创伤性事件有关联的每一个线索都存在潜在诱发恐惧重现的可能性。应用孤

立提取 CS 线索这种方法并不能消除所有线索引起的恐惧重现。

二是孤立的提取恐惧刺激（US），它能够消除恐惧并把它进一步泛化到与恐

惧相关的具体环境线索中，消除所有潜在线索诱发恐惧重现的威胁可能性，而且

这种范式还能够破坏远程恐惧记忆（即恐惧记忆形成很长时间才进行干预）［16］。

需要注意的是消退前孤立的提取恐惧刺激（US）的强度应该比之前获得恐惧刺

激的强度要弱。例如，经历过卡特里娜特大飓风而获得 PTSD 的患者在随后三年

又经历了小型古斯塔夫飓风，结果发现这些再次经历小型飓风的患者的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居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而且患者心理状态也更趋于健康

［17］。研究者分析卡特里娜特大飓风是一个能够给患者带来强烈恐惧的非条件

刺激（US）与患者当初所在环境之中的线索形成联结（CS，比如海、水坑以及倒

塌的房屋），以后只要环境中出现水坑之类的线索都极易提取患者的恐惧记忆。

但是对于先前经历大飓风的患者之后再经历小型古斯塔夫飓风后（相比于卡特里

娜特大飓风是较微弱的 US）会自动激活对特大飓风的恐惧记忆，之后连续暴露于

压力较小的飓风中相当于（CS-extinction）消退［18］。因此，新的信息（对飓风

不再恐惧的信息）整合到旧的（恐惧）信息中，改写了恐惧记忆的匹配效价，当

环境中出现与创伤性记忆相关的线索时，患者对这些不现实的恐惧线索不再产生

强烈的恐惧反应，因此这种方法擦除了恐惧记忆，干预了恐惧重现。

一些文献报告提取消退法并没有消除恐惧重现［19］，原因可能是消退前

孤立提取线索并没有激活恐惧记忆反而是演化成随后的消退训练，所以在巩固

的时间窗内改写恐惧记忆的过程被消退记忆所取代［20］。因此，使用孤立提

取线索消退法（CS/US）最关键的步骤是确保恐惧记忆的激活，其次施加消退干

预的有效性［21］。

3.2  多种情景以及多维刺激暴露消退法

动物和人类实验均表明与在同一个情景进行消退训练相比，在多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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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进行消退训练可以减少个体条件化的恐惧重现［22］［23］。Bouton（2006）

认为多情景消退方法可能通过对刺激元素的泛化，将消退行为泛化到其他环境

中。由于每个情景都由不同的成分组成（如，房间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通

过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消退，更多的成分将与消退成分联系在一起，新异情景

与消退情景所包含相同刺激元素的概率也就更大。

临床上对由特定对象或处境引起患者强烈恐惧情绪的恐怖症的患者，比如

蜘蛛恐怖症，蛇恐怖症，一般会通过两种方法辅助暴露疗法进行治疗。第一种

是多维刺激暴露法，Rowe 和 Craske 较早报告了在消退治疗期间呈现不同类型的

狼蛛（多维刺激物）能够减少蜘蛛恐怖 症患者的续新重现［24］，后来研究借

助虚拟现实技术在治疗期间呈现多维刺激物，患者的行为回避测试（behavioral 

avoidance test，BAT）即患者对现实情境中呈现真实的恐惧刺激物的主观评定显

著下降，说明此方法具有治疗恐怖症的效果［25］。第二种是通过多种情景暴

露法（Multiple Context Exposure Therapy），即在不同的现实情景中呈现刺激物或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不同的治疗情景来减少患者在新异情景中的产生的皮电

反应以及续新重现［26］［27］［28］［29］。这两种方法可能有相似的作用

机制（促进治疗期间消退记忆的泛化）［30］，但是，有研究报告把这两种方

法结合在一起使用，效果并没有比单独使用的效果好［25］。而且，多种情景

暴露疗法似乎不适合治疗恐高症患者，Lang 运用多种情景暴露法在两个不同地

方不同高度每个暴露试次以不同方式（如向下看、向后靠着栏杆上以及双手悬

垂在栏杆上）治疗恐高症患者，治疗效果（患者主观报告和生理指标）并没有

显著好于在同一个地方每个暴露试次用同一种方式的患者，而这些患者只有在

完成一定高度的暴露试次后才能移到更高的高度［31］。

其他研究显示多种情景消退暴露法并没有抑制个体的恐惧复发，原因可能

是消退期间训练试次不足或强度不够［32］［33］［34］。

3.3  无创性设备的辅助治疗方法

近年来，将非侵入性脑刺激这一领域与暴露疗法相结合，为辅助暴露疗法

治疗恐惧重现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已经产生了初步有效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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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表明刺激前额叶脑区可以改变抑制学习及其相关过程。抑制学

习理论认为，暴露疗法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抑制的发生，因为暴露治疗期间

并没有擦除最初的恐惧记忆，而是抑制其再次出现。而前额叶，前扣带回背根部，

海马以及杏仁核脑区是恐惧记忆重现的主要涉及的神经基础，前额叶作为一种

参与恐惧消退的关键脑区，可以投射到杏仁核的几个不同区域。杏仁核是储存

恐惧和习得恐惧的脑区，杏仁核和前额叶脑区之间的连接是个体控制情绪行为

的关键。研究表明前额叶功能的缺陷可能导致其调控杏仁核出现障碍，这解释

了焦虑失调患者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困难［35］。

目前大多数使用经颅磁刺激（TMS），经颅电刺激（tDCS）对患者前额叶

脑区进行干预，旨在暴露过程中诱导更强的抑制学习来提高暴露疗法的疗效。

例如，使用 TMS 刺激结合暴露疗法刺激内侧前额叶（mPFC）两周后能够改善

PTSD 的症状［36］，而且通过刺激与腹内侧前额叶（vmPFC）有功能连接的大

脑皮层，进而间接刺激 vmPFC 区域能够增强个体对恐惧记忆的消退［37］。临

床上，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患有 PTSD 的退伍老兵在进行认知加工

疗法（CPT）前刺激右侧背外侧前额叶（dlPFC），发现治疗半年后患者的临床

医师诊断 PTSD 量表（CAPS）以及 PTSD 自评量表（PCL）的症状评分都显著小

于伪刺激治疗组的患者［38］。不仅使用 TMS 治疗取得治疗效果，使用 tDCS 也

有所收获。例如，使用 tDCS 刺激背外侧前额叶（dlPFC）能够调节个体对线索

恐惧的巩固，这已在啮齿动物中得到广泛研究［39］。

通过无创性设备刺激前额叶脑区对治疗焦虑失调患者已取得一些成效，这

可能暗示了刺激前额叶脑区可以起到干预恐惧记忆重现的作用。

4  安全线索提示法

在新异的情景中呈现治疗消退时的安全线索，安全线索能够抑制个体的恐

惧重现［40］［41］。根据安全信号假说，当一个线索预示着安全时，它的缺

失就预示着危险［42］。Rachman 认为，对安全线索的认知在治疗焦虑障碍（如

特定恐惧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3］。例如，他发现安全信息或线索的存

在减少了幽闭恐惧症患者出现恐慌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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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线索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消退治疗期间呈现的线索［41］［44］，

二是对个体具有生存意义的刺激［45］，这些线索对治疗焦虑失调的患者均有帮

助。对于消退期间呈现的安全线索主要是指，消退情景中的一个独立线索，它

是组成消退情景的一部分，当它出现在其它情景中时，有助于个体提取消退记忆。

此外，除了呈现在消退期间的安全线索外，让患者回忆治疗期间的细节也能够

抑制恐惧重现［46］，该方法认为回忆治疗情景的细节将治疗环境中的治疗效

果推广到其他环境，可以提升疗效。第二种安全线索主要指社会支持。国外一

些心理疗法在治疗焦虑失调的患者时会采用行为家庭疗法（Behavioral Family 

Therapy，BFT），认知行为夫妻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或者

认知行为联合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Conjoint Therapy，CBCT）［47］［48］，

这些疗法要求治疗师让患者的配偶或亲人参与到患者的治疗中，以便患者离开

治疗的环境后配偶和亲人能都够作为一种安全线索帮助患者抑制恐惧复发［49］。

而且，对动物实验的研究也表明，恐惧重现期间呈现安全线索比如自己同类的

同伴可以抑制动物的恐惧重现［40］。这表明社会支持能够作为一种安全线索

辅助患者的治疗。

安全线索提示法要求在治疗后给患者呈现一些安全线索比如社会支持或让

患者回忆治疗的细节，有助于干预患者的恐惧记忆重现。

5  增强暴露治疗

暴露治疗是减少患者恐惧的重要过程，它将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增

强暴露治疗的消退过程，即增强消退记忆对间接抑制恐惧重现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5.1  延长暴露治疗的次数或治疗时间

动物实验表明扩大消退训练达到一定数量以上（800 试次）能够抑制动物的

恐惧重现［50］。与单纯延长暴露时间或者增加消退试次不同的是，人类临床

上需要找到患者在治疗期间产生习惯化反应所经历的持续时间，并延长这段时

间或增加时间段的次数［11］。当患者表现出对恐惧刺激的适应能力，暴露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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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持续进行直到患者在持续暴露于恐惧刺激下表现出很少或完全没有焦虑反

应时，就认为已经发生了习惯性反应。研究表明，当个体出现了习惯化反应可

以通过延长个体暴露时间来减少恐惧重现。例如，Craske 让患者在习惯化形成

后延长了 10 分钟暴露治疗，他认为这种延长的暴露过程将导致患者产生对恐惧

重现的抑制［51］。而且，增加消退试次也能够减少自发性恢复［52］。

最近有研究表明，延长暴露治疗 PTSD 患者能够表现出不逊于药物治疗的效

果［53］。

5.2  适当增加暴露治疗的间隔

动物研究表明，增加消退试次之间的间隔或者增加消退时间段的间隔比大

量集中的消退训练效果要好，能够抑制恐惧重现和自发性恢复［54］［55］，

而且消退之间的间隔效应产生的抑制能够长时间维持，甚至改变突触的可塑性

［56］。早期，研究者对蜘蛛恐惧的个体采用增加消退治疗的间隔的方法，这

种方法治疗的效果好于大量集中的暴露治疗，而且个体的自发性恢复也减少了

［57］，但这种方法治疗恐高症患者的效果似乎不明显［31］。需要注意的是，

治疗之间的间隔时间也不能过长，间隔 4 周似乎对患者的治疗不利。

5.3  暴露治疗期间避免患者分心

暴露治疗需要给患者直接快速地呈现恐惧刺激，且不允许患者采取闭眼睛，

堵耳朵等逃避措施。患者的对刺激物的逃避以及分心对治疗极其不利。研究表明，

治疗期间对恐惧刺激物的集中注意，比如观察刺激物的形状、颜色、大小特征

比分心控制组去注意耳机听到的内容更能减少患者的恐惧［58］。最近研究也

揭示了与其避免威胁刺激，直面和接受威胁或恐惧刺激带来的不适感受对治疗

具有关键作用［59］。

6  结语

干预恐惧记忆重现是治疗焦虑失调的关键问题。虽然以上方法能够辅助暴

露疗法治疗患者的恐惧重现，但使用这些方法需要治疗师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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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考虑。个体差异作为暴露治疗结果的潜在调节因子，患者在治疗初期所表

现出的主要特征，需要治疗师仔细观察。首先要了解患者的患病情况，患者是

对某个物体的恐怖症还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其次，要了解患病时间。临床表明，

对于经历创伤性事件后不久对患者进行干预，由于患病与干预这段时间过短，

创伤经历引起的急性应激症状还未减轻，可能会增加恐惧重现的概率［12］［60］。

最后，需要考虑重现可能是由什么因素所引起。例如，对不同的患者来说，若

恐惧重现是由情景特异性的威胁刺激即 CS 抑制所引起的，那么可以采取灵活地

提取消退记忆的方式即多种情景或多维刺激暴露疗法作为辅助治疗的主要方法；

如果恐惧重现主要是患者对恐惧刺激的泛化引起，那么改变患者的认知即通过

呈现安全性线索调节患者对恐惧刺激的认知这种方法作为主要的辅助治疗方法

［61］。有研究表明，几种方法联合一起使用治疗效果优于单一使用的效果，

比如使用多种情景暴露消退法时，在每个情景中找到患者出现习惯化的时间，

延长暴露治疗的时间即增加消退试次［62］［63］。

由于以上干预恐惧重现的方法不需使用药物治疗，对临床上治疗焦虑失调

的患者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不能因此忽略药物在治疗严重焦虑失调患者上所取

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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