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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快感缺失与奖赏

杜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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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对快感缺失在奖赏加工过程中的脑成像研究及相关电位研究进行了总结与概述。结合前人的研究发

现奖赏加工缺陷是不同类型快感缺失的核心特点，而对于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在奖赏加工过程中的电生理机

制的差异缺乏充足的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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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感缺失作为多种精神障碍的核心子症状，通常先于精神障碍发生，并且在其他子症状治愈之后，

依然继续存在［1，2］。因此，快感缺失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对于各种精神障碍的预先诊

断，或是后续的干预治疗，快感缺失都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 1896 年，里博（Ribot）就把快感缺失定义为“体验愉快能力的缺失”［3］。虽然快感缺失无论

在临床患者或者正常被试中都已经是常见症状，但是对于快感缺失的定义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部分研究者认为快感缺失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在 DSM-5（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中，快感缺失的定义包括了对奖赏的享乐体验和奖赏动机的缺陷［4］。然而，也有不

少研究者呼吁，应该将快感缺失概念化为三种奖赏缺陷亚型，即喜欢、想要和学习［5，6］，他们认为三种

奖赏缺陷亚型具有部分可分离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目前对于快感缺失的结构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是无

论是哪一种定义，我们都可以发现快感缺失与奖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快感缺失的相关研究

2.1  快感缺失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

前人研究发现，快感缺失与奖赏相关脑区的异常激活有关。一项脑成像研究对非临床被试在进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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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奖励延迟任务时的大脑扫描发现，在赢钱情境下，快感缺失的分数与伏隔阂的激活减弱相关［7］。另

一项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快感缺失分数与双侧尾状核体积的减小相关［8］。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

预期快感缺失与消费快感缺失（快感缺失与奖赏时间进程相关的分类）分别与不同大脑奖赏回路的激活

相关，其中预期快感缺失与腹侧纹状体，额中回和额内侧回的激活减弱相关，而消费快感缺失与基底神

经节腹侧区域的激活减弱相关［9］。这些发现也与早期两项对于快感缺失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结果

相呼应，研究者通过注入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对大鼠体内的多巴胺水平进行操纵，以观察大鼠的享乐行为。

结果发现，多巴胺水平降低之后，大鼠对于食物和性的预期按压杠杆行为减少，而大鼠的进食量也就是

享乐行为的消费状态并未受到影响［10］（怀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神经抑制作用的快感缺失症假说。该假

说认为，神经抑制剂引起的工具性反应的衰减反映了一种“奖赏”缺失［11］，即多巴胺水平的下降代表

了快感缺失症状的出现），也就是说，快感缺失的症状在奖赏加工的预期阶段和消费阶段出现了分离。

然而，奖赏并不是单一过程，而是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包括期待性奖赏阶段和消费性奖赏阶段，每

个阶段在心理和神经机制上存在分离［10，11］。因此，有必要在奖赏加工的不同阶段系统考察不同亚型的

神经分离。虽然 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受限于其

较低的时间分辨率，fMRI 研究并不适用于研究奖赏加工的神经动力学机制。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技术具有精确到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12］，非常适合分解奖赏加工中的预期和消费阶段，

从而可以从神经动力学角度直接表征快感缺乏中的奖赏加工。因此后续的研究为了对快感缺失在不同奖

赏加工阶段的表现进行分离，也更多地采用了时间分辨率较高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2.2  快感缺失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奖赏加工缺陷是快感缺失的核心特点。前人对于奖赏加工过程中快感缺失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奖

赏反馈阶段，也就是观察奖赏结果呈现后，被试的脑电波的变化，与之对应的便是奖励正波（reward 

positivity，RewP）研究者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实验范式来对此进行研究。有三项研究都采用了选门任务

探讨快感缺失与奖励正波之间的关系，其中两项研究采用了经典选门任务［13，14］。两个研究都将被试

分为了抑郁组和健康组来进行对比，其中采用愉悦时间体验量表（temporal experience of pleasure scale，

TEPS）量表测量的快感缺失分数并未在抑郁病人中发现与奖励正波的相关性，而在健康组被试中，无论

是 TEPS 总分还是 TEPS 的消费子量表的分数都与奖励正波呈负相关的关系［14］。另外一项采用多元认知

能力自评量表（multiple abilit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MASQ）快感缺失维度量表的研究发现，无论在

抑郁组还是健康组中都未发现其与奖励正波的相关性［13］。第三项研究采用了概率奖赏选门任务，作者

使用了可卡因选择性严重程度评估快感缺失的子量表，研究发现可卡因成瘾被试的快感缺失分数与奖励

正波呈负相关关系［15］。另有两项研究采用了不对称强化程序来进行研究。其中一项研究的参与者是健

康被试，研究结果并未发现被试的快感缺失分数与奖励正波之间的关系［16］。另一项研究则招募了患有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兵人参加实验，研究结果发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与者在快感缺失量表上

的分数与奖励正波正相关［17］。由此可见，奖励正波与快感缺失之间的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比如：

参与者的类型，对快感缺失测量的问卷类型等。

而对于奖赏期待阶段的研究主要关注了 P3 成分。其中两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采用了传球任务，这

两项研究都发现抑郁组被试的 P3 幅值与快感缺失的分数呈负相关关系，而健康被试中并未发现两者之

间的相关关系［18］。另一项使用了 Flanker 任务的纵向研究探讨了 P3 基线的变化是否能预测抑郁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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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降低的 P3 基线振幅与快感缺失分数的升高相关［4］。因此对于快感缺失在奖赏加

工过程中不同阶段电生理指标的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查普曼（Chapman）和他的同事根据快感缺失个体临床表现的差异，将快感缺失分为了躯体快感缺

失和社会快感缺失两种快感缺失亚型［19］，其中躯体快感缺失体现了个体对来自躯体感知觉的愉快刺激

的体验能力下降，社会快感缺失体现了个体对来自社会交往的愉快刺激的体验能力下降。躯体和社会快

感缺失的区分为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提供帮助。目前对于快感缺失的大部分研究依旧

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也有一部分研究分别对躯体快感缺失和社会快感缺失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这种两

种快感缺失亚型，不仅在概念上存在分离，也可能存在神经水平上的分离。

早期对于两者的神经电生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觉刺激和情绪刺激两方面，分别对应于躯体快感缺失和

社会快感缺失。其中对于躯体快感缺失方面的知觉刺激研究采用的大多是听觉刺激。在其中一项研究中，

被试只需要听不同音调的纯音［20］，而在其他研究中被试还需要完成后续的实验操作，如观看图片［21］。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研究发现，躯体快感缺失的早期知觉过程并未受损［22］，另外一些研究发现，躯体快感

缺失的认知控制与健康被试之间存在差异。由于社会快感缺失是偏社会性的概念，所以早期的研究基本都是

情绪相关的任务［23-26］，并且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果，即社会快感缺失被试对于情绪的持续注意及

表情知觉异常。还有两项研究将社会快感缺失和躯体快感缺失都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并关注了 P3、CNV 和

SPN 三种期待成分。在 Go/NoGo 任务中，研究者发现健康组被试的高水平快感缺失总分与 P3 的减小相关，

并未发现两者区别性的相关关系［27］。另一个情绪研究发现无论是躯体快感缺失还是社会快感缺失的分数都

与 SPN 较低的水平相关［28］。因此，目前对于两者的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内容还比较多样，结果也比较混乱，

未来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快感缺失进行研究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区分性的研究结果。

目前为止，对于奖赏加工过程中躯体快感缺失和社会快感缺失的神经电生理机制的研究较少，这些研

究关注的神经电生理指标主要包括奖赏期待阶的线索 P3、CNV、SPN 及奖赏消费阶段的奖励正波 / 反馈相

关负波（RewP、FRN）、反馈 P3 等成分。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社会快感缺失奖赏加工过程的神经电生

理机制，实验中被试需要完成金钱奖赏和社会奖赏两种奖励延迟任务，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快感缺失无论在

奖赏加工的期待阶段还是消费阶段都表现出了奖赏加工的缺陷。具体体现为，在金钱期待阶段高社会快感

缺失组的 SPN 振幅小于低社会快感缺失组，这表明高社会快感缺失被试对于金钱奖赏的期待减弱［29］。在

不同的任务之间发现，低社会快感缺失组对于金钱反馈的 RewP 大于社会反馈，而高社会快感缺失组在金

钱奖赏任务和社会奖赏任务中的 RewP 并无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变化是由于高社会快感缺失被试

对于金钱反馈的敏感性减弱所导致。躯体快感缺失奖赏加工过程的神经电生理机制的研究有 4 项。其中两

项研究采用了经典的选门任务，一项研究根据被试在 TEPS 量表上的分数将被试分为了期待快感缺失组、

消费快感缺失组和健康组。研究结果发现，高水平的期待快感缺失分数与反馈 P3 的减弱相关，而高水平

的消费快感缺失分数与线索 P3 和奖励正波的增强相关［14］。另一项研究虽然同样采用了 TEPS 量表，但实

验将被试分为了抑郁组和健康组，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组被试的 TEPS 总分和消费快感缺失子量表分数与奖

励正波呈负相关关系［30］。采用金钱奖赏延迟范式的另一项研究同样使用 TEPS 量表对快感缺失进行测量，

作者发现 CNV 和反馈 P3 受到预期快感缺失分数的调节，两种成分都与预期快感缺失分数呈负相关关系，

而奖励正波并未表现出同样的关系模式［31］。对照 TEPS 量表和 Chanpman 躯体快感缺失量表的项目内容可

见，同样是测量躯体相关的快感缺失症状，TEPS 量表本身分为了期待和消费两个子量表。因此在以上研

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奖赏期待阶段的成分还是消费阶段的成分，都与 TEPS 量表的分数有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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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一篇使用 Chapman 躯体快感缺失量表进行测量的研究，作者根据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分数将被试分为高

躯体快感缺失组和低躯体快感缺失组，要求被试在实验中完成赌博任务，该研究仅发现高躯体快感缺失的

被试在对维持积极期待方面有缺陷，并未发现高躯体快感缺失的被试在消费阶段的奖赏加工缺陷［32］。综

上所述，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的奖赏缺陷似乎体现在不同的奖赏加工阶段。

然而，直接对两种快感缺失在奖赏加工过程中的神经电生理机制进行对比的研究少之又少。经过整理

后，我们仅发现了两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两项研究都采用了 Chapman 躯体快感缺失量表和社会快感缺失

量表来进行快感缺失分数测量。其中一项研究招募了可卡因成瘾组和健康组两组被试，被试完成改编的金

钱诱因延迟任务，作者分析了被试的 CNV、FRN 两个神经指标。结果发现，在健康组内， 只有躯体快感

缺失的分数与 CNV 的振幅呈负相关，并没有发现其他相关关系［33］。另一项研究将被试分为精神分裂组和

健康组，被试需要完成经典的金钱奖赏延迟任务，该研究对奖赏期待阶段的线索 P3 和 CNV 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发现，线索 P3 的振幅与社会快感缺失的分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只在总体样本中存在［34］。

3  讨论

结合最近一篇综述的观点：社会快感缺失更多地与期待量表的题目相互作用，而躯体快感缺失与消费量

表在逻辑上有些重叠［35］。我们有理由相信，两种快感缺失的奖赏加工缺陷可能表现在不同的奖赏加工阶段。

以往的相关研究往往基于自己的感兴趣领域对被试进行更高层次的分类（抑郁组，精神分裂组）［33，34］，

基于快感缺失本身来分组的研究很少［29，31，32］，并无研究直接对两者在奖赏加工过程中的神经电生理机制进

行对比。考虑到区分两种快感缺失在奖赏加工过程中的差异表现对于不同类型精神障碍的预先诊断及后续的

针对性干预治疗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本质的层面来探讨两者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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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ies 
of anhedonia in reward processing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we found that reward 
processing defects ar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nhedonia, a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evidence for the differences of elect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physical and social anhedonia 
in reward processing.
Key words: Physical anhedonia; Social anhedonia; Reward proces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