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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肝气郁结证患者脑深部神经核团及扣带回微结构损伤的特点。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收治的肝气郁结证患者１６例，同时选取正常对照者１３例，进行磁共振ＤＴＩ扫描，原始数据通过
后处理计算出部分各向异性分数（ＦＡ）图和表观扩散系数（ＡＤＣ）图。分别测量两侧海马、杏仁核、丘脑、豆状核、尾状核头
和扣带回的ＦＡ值和ＡＤＣ值。２组感兴趣区对应测量相同部位。并对２组结果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结果：肝气郁结证
组的右侧丘脑、双侧中扣带回ＦＡ值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４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１），左侧豆状核 ＦＡ值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３３）。肝气郁结证组的左侧前扣带回、双侧后扣带回 ＡＤＣ值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９，００３９，００４９）。右中扣带回
ＦＡ值ＲＯＣ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ＡＵＣ＝０８７，Ｐ＝０００１），最佳诊断界值 ＦＡ值 ＝０３８３７５０，灵敏度 ９２３％，特异度
６８７％。结论：通过对肝气郁结证患者脑深部核团及扣带回的ＤＴＩ研究，发现肝气郁结证患者脑深部神经核团及扣带回
损伤存在于特定的脑区，其中右中扣带回ＦＡ值对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肝气郁结证；脑深部核团；扣带回；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部分各向异性；表观弥散系数；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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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气郁结证是指由于情绪抑郁或其他慢性疾病
导致情绪波动，并最终造成肝部不适的一组综合证。

肝气的疏泄功能是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液和津液

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疏泄功能正常，气机通畅，气

血调和，会使人心情舒畅，开朗乐观，身心健康。若

肝气疏泄不及，则肝气郁结，导致气滞血瘀或气郁化

火，肝火妄动。近年来随着发病率逐步增多，肝郁证

的临床实验研究包括影像学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出

现，但报道数量很少。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Ｔｅｎｓｏ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ＴＩ）技术主要通过水分子在脑
组织中弥散的快慢和方向来间接反映脑微结构损伤

情况，目前已经在神经科学的临床和科研广泛应

用。本研究利用ＤＴＩ技术对１６例肝气郁结和１３例
正常志愿者进行头颅磁共振ＤＴＩ扫描，并重建部分
各向异性分数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ＦＡ）和表观
扩散系数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ＤＣ）
图，测量脑深部核团和扣带回区 ＦＡ值和 ＡＤＣ值，
观察肝气郁结证脑部相关神经核团及扣带回的异常

损伤特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收治的肝气郁结证患者

１６例，男９例，女７例，年龄２５～４０岁，平均３５岁，
采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典型肝气

郁结证的诊断标准。无药物过敏史、吸烟史、酗酒

史、家族史。未经药物治疗。常规 ＭＲＩ扫描排除头
部其他病变，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对照组１３例，男
７例。女６例，年龄２３～４０岁，平均３４５岁，无各种
临床症状及异常体征。本研究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２组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诊断标准　以下５项中具有３项或兼有ｌ项脾
虚症状（神疲体倦；纳差；腹胀；便溏），可辨证为肝

气郁结证：１）胸胁、乳房、少腹胀痛；２）抑郁太息；３）
咽有梗阻感：４）痛经、闭经或月经先后不定期；５）脉
弦。

１３　纳入标准
１３１　肝气郁结证组　无脑部器质性病变，右利
手，符合肝气郁结证诊断标准，无兼证者。受试者均

为中国人，汉族，母语为汉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右

利手，听觉和语言功能正常，体内无金属植入物，既

往无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史，也无脑部疾患和

精神病史。无烟酒嗜好，未服用镇静催眠药、抗精神

病药、抗抑郁药、抗躁狂药与抗癫痫药等药物。所有

受试者均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以

上职称的专家进行确诊符合入组标准。

１３２　正常对照组　除无肝气郁结证候外，其他条
件与肝气郁结组的入组标准相同的正常人。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纳入标准者。２）肝气郁
结证转化为兼夹证候者。３）智力低下，或理解力低
下，不能完成试验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纳入后，病情出现很大变
化者。２）依从性差者。３）不再符合实验条件者。
４）自行退出或未完成实验者，均应视为脱落。
１６　采集方法　使用荷兰Ｐｈｉｌｉｐｓ公司ＩｎｔｅｒａＡｃｈｉｅ
ｖａＮＤ１５Ｔ磁共振扫描仪，８通道并行采集相控阵
头线圈，首先，做标准头颅常规 ＭＲＩ检查，包括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ＦＬＡＩＲ），弥散
加权成像（ＤＷＩ）轴位像，Ｔ２ＷＩ矢位像。层厚６ｍｍ，
间隔１ｍｍ。其次，行 ＤＴＩ扫描检查，采用单次激发
平面回波成像技术（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ＥｃｈｏＰｌａｎ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ＳＥＰＩ）序列。具体参数：重复时间（ＴｉｍｅＲｅ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ＴＲ）／回波时间（ＴｉｍｅＥｃｈｏ，ＴＥ）＝２２１６／８４ｍｓ，
反转角（ＦｌｉｐＡｎｇｌｅ，ＦＡ）＝９０°，扩散梯度方向数 ＝
３２，视野（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ｉｅｗ，ＦＯＶ）＝２３０ｍｍ×２３０ｍｍ，
采集矩阵（Ｍａｔｒｉｘ）＝１１２ｍｍ×９０ｍｍ，层厚／间隔＝５
ｍｍ／１ｍｍ，采集１６层。
１７　观察指标　ＤＴＩ扫描数据经磁共振扫描仪工
作站配置的ＤＴＩ软件处理后，重建出部分各向异性
分数（ＦＡ）和表观扩散系数（ＡＤＣ）参数图，在２个图
上分别寻找感兴趣区的最佳层面，分别测量双侧海

马、杏仁核、丘脑、豆状核、尾状核头和扣带回的前中

后部，测量面积根据感兴趣区结构大小不同，分别为

３０～１００ｍｍ２不等，测量轨迹为圆形或椭圆形。记
录感兴趣区的ＦＡ和ＡＤＣ值（图１）。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肝
气郁结组和对照组的 ＦＡ和 ＡＤＣ值进行统计学处
理，独立样本ｔ检验，选取统计学差异最显著的脑区
做感兴趣区，并进一步分析 ＲＯＣ曲线，确定最佳诊
断界值，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受试者的常规 ＭＲ表现：Ｔ１ＷＩ、Ｔ２ＷＩ和
ＦＬＡＩＲ图像均无异常表现。
２２　肝气郁结组与对照组ＦＡ值统计比较　右侧丘
脑ＦＡ值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４）、左侧豆状核
ＦＡ值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３）、双侧中扣带回
ＦＡ值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４、Ｐ＝０００１），２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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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以ＡＤＣ图为代表显示感兴趣区的测量位置

表１　肝气郁结组和正常对照组各脑区ＦＡ值（珋ｘ±ｓ，×１０－３ｍｍ２／ｓ）

组别 海马 杏仁核 丘脑 豆状核 尾状核头 前扣带回 中扣带回 后扣带回

肝气郁结组（ｎ＝１６）
　左侧 ０１９１８±００３３６ ０１８５７±００４１２ ０２８１０±００４１０ ０１３９３±０００９４ ０１６８８±００４２５ ０２１７９±００３７５０４８９９±００７４３ ０２４９４±００２７
　右侧 ０２０８０±００３４３ ０１８０７±００４０９ ０３０７７±００４１０ ０１４１６±００１９１ ０１６５６±００３６３ ０２０９６±００３３２０４６４２±００７７７ ０２４３６±００３０８
正常对照组（ｎ＝１３）
　左侧 ０１６７８±００４０ ０１７４２±００３３３ ０２６６９±００３２９ ０１５３７±００２１５ ０１７１４±００３８４ ０２２０１±００３９１０３９１５±００９１２ ０２４６５±００４８１
　右侧 ０１８８３±００４０７ ０１６６２±００３６３ ０２７７６±００３５２ ０１４２０±００１８８ ０１６５２±００３５３ ０２１８７±００３４３０３４７２±００８０４ ０２４９４±００５２２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肝气郁结组和正常对照组各脑区ＡＤＣ值测量结果比较（珋ｘ±ｓ，×１０－３ｍｍ２／ｓ）

组别 海马 杏仁核 丘脑 豆状核 尾状核头 前扣带回 中扣带回 后扣带回

肝气郁结组（ｎ＝１６）
　左侧 ０８３４９±００４１７ ０７６４５±００４９３ ０７４７０±００３２０ ０７０７４±００２６８ ０７１９９±００２８７０７４０８±００４３４ ０７０８０±００７１４０７０３１±００５８８

　右侧 ０８３８４±００３８９ ０７８９８±００６４７ ０７４２２±００２７０ ０７１１４±００２３６ ０７３２９±００２７８０７７０４±００３３２ ０６８４１±００５５９０７０５３±００５１２

正常对照组（ｎ＝１３）
　左侧 ０８０７４±００４７９ ０７７５８±００２８１ ０７５０１±００３４５ ０７０２６±００２４１ ０７１０３±００２８７０７７３９±００２７７ ０６８８５±００３７７０７３９５±００２９２

　右侧 ０８１２６±００４６５ ０７６６２±００３８９ ０７４３２±００２８４ ０７０１４±００２８８ ０７１５４±００２９２０７７６５±００３６８ ０７０８１±００５３１０７３５６±００２６６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右中扣带回ＦＡ值的ＲＯＣ分析

２３　２组 ＡＤＣ统计结果　示左侧前扣带回、双侧
后扣带回ＡＤＣ值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９、Ｐ＝
００３９、Ｐ＝００４９），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以右中扣带回 ＦＡ值为变量 ＲＯＣ分析　右中

扣带回ＦＡ值对肝气郁结症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０８７，Ｐ＝０００１），最佳诊断界
值ＦＡ值＝０３８３７５０（图２）。
３　讨论

目前，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加，肝气

郁结证型发病率日益增高，目前已成为最常见的中

医证型之一［１］。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还不能充

分地认识中医肝气郁结证理论，目前的假说包括中

枢神经递质［２］、海马内基因表达［３］、外侧膝状体基

因表达［４］等，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用脑电技术［５］、

功能磁共振［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ＰＥＴ）［７］等技
术直观地观察定位肝气郁结证患者的相关脑区，为

肝气郁结证提供了客观理论依据。运用现代先进的

影像学技术研究中医肝气郁结证逐渐受到重视。

肝气郁结证属于郁证范畴，孙一奎《医旨绪余》

称“木郁者，肝郁也”。对肝气郁结证的病因病机、

证侯特点等作了精辟的阐述，也说明了这一观点。

中医的郁证与抑郁症的综合证有部分重叠，但抑郁

症与郁证二者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８］，中医认为，

抑郁症基本机制是肝失疏泄，基础证候是肝气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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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抑郁症临床常见的中医证候类型主要是肝

气郁结［９］，研究发现５７０例抑郁症患者中，有１７６例
中医证型为肝气郁结证，约占３０８％［１０］，探索肝气

郁结证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扩散张量成像是脑功能磁共振成像重要技术之

一，可以无创性直接观察脑白质及神经细胞中的水

分子结构的微观运动改变，并可通过部分各向异性

ＦＡ值和表观扩散系数ＡＤＣ值等参数来间接分析脑
神经组织的完整性及损伤程度。由于抑郁症主要容

易损伤边缘系统及深部核团［１１１２］，本研究重点选择

这些特定脑区作为感兴趣区，观察分析２组间弥散
参数值差异，分析脑损伤的关键脑区，并寻找鉴别２
组的敏感标志物。

研究发现，扣带回的 ＦＡ值与对照组比较，２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部分扣带回的ＡＤＣ值明显低于
对照组。音乐刺激下脑功能成像研究提示左侧扣带

回ＢＡ３０、右侧扣带回ＢＡ２３、左侧扣带回 ＢＡ３２呈高
激活脑区［６］。抑郁症研究发现：静息态下扣带回密

切相关的脑默认网络存在功能连接异常［１３］。患者

前扣带回［１４］、膝下前扣带回［１５］体积显著减小，病程

越长、发作次数越多，体积减小越明显［１６１７］，膝下前

扣带回体积及皮层厚度与抑郁症程度负相关［１８］。

抑郁症患者的膝下前扣带回与负性情绪的处理有

关。这些研究对肝气郁结证的发病机制的认识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

肝气郁结证最主要的症状是情绪情志异常，与

边缘系统有重要关系。边缘系统主要结构有：海马、

海马旁回、扣带回、齿状回、乳头体和杏仁核等组成。

海马和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中心结构，下丘脑与边

缘系统有密切联系，与海马和杏仁核有广泛联系，并

通过神经冲动（Ｐａｐｅｚ）环路相互联系进行信息交换。
从中可见，丘脑在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中继站

作用，本试验中发现右侧丘脑的 ＦＡ值有异常表现。
其他结构如：海马、杏仁核和尾状核头的ＦＡ和ＡＤＣ
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则可能与本组

肝气郁结证患者的年龄、发病时间、严重程度和系统

误差，或者是和肝气郁结证的特点有关。

本试验还发现了肝气郁结证患者豆状核的 ＦＡ
值减低，从而提示豆状核的结构异常。抑郁症患者

存在边缘系统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环路的功
能异常，基底节区的豆状核是这一神经解剖环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情绪调节和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

抑郁症结构影像研究发现患者苍白球、壳核体积减

少［１５］，ＰＥＴ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双侧豆状核代谢

减低［１９］，静息态功能成像研究也发现抑郁症患者豆

状核的局部脑活动异常［２０］，以及静息态下海马与豆

状核的功能连接减弱现象［２１］。这些研究与我们发

现的豆状核ＦＡ值减低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应用ＤＴＩ技术研究分析肝气郁结证的脑部结构

的微观改变，目前还没有相关报道，本研究发现肝气

郁结证的脑深部核团和扣带回的功能异常存在于特

定区域，主要集中在扣带回、丘脑、豆状核，这说明肝

气郁结症患者可能损伤这些特定脑区，导致水分子

弥散异常，从而表现为 ＦＡ值或 ＡＤＣ值的异常，进
一步 ＲＯＣ分析提示右中扣带回的 ＦＡ值可能对肝
气郁结证的鉴别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为肝

气郁结证的潜在敏感的影像学指标。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的

样本量较小，将来还需要大样本纵向、多模态深入研

究来证实目前的结果。其次，该研究主要采用测量

感兴趣区的方法分析肝气郁结症患者脑内深部核团

和扣带回的ＤＴＩ参数变化，没有进行全脑其他区域
的分析，将来可采用计算机自动分析方法如基于纤

维束的空间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２组之间全脑范围
的差异。最后，抑郁症有不同中医证型，肝气郁结

症是主要证型之一，今后如能收集不同证型并进行

影像学比较研究可能有助于发现肝气郁结症的独特

损伤机制，从而为深入理解肝气郁结症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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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症状体征、治法方药、调理预防等的古今研究成

就，厘清“湿热证”发展源流、演变规律及与相关因

素的关联性，并积极和深入探讨当代多发性、难治性

疾病与“湿热证”的关联性，结合大样本临床流行病

学调研，形成可指导现代临床实践的“湿热证”统一

的辨证规范体系。

３３　湿热证与多个系统的重大或慢性疾病有关　
从湿热证型对应的疾病的分布来看，湿热证以中焦

和下焦疾病最为常见，与脾胃［１０］、肝胆［１１］关系密

切，体现了湿邪重浊，易袭下位的特点，病位以肝脾

肾为主。我们对湿热证型的病证分布规律研究显

示，湿热证还涉及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脂肪肝、肥

胖）、泌尿系统疾病（慢性肾病、急性间质性肾炎、急

性肾损伤）、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

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肿瘤（如肝癌、大肠

癌、膀胱癌）等多个系统，与多个重大或慢性疾病有

关。因此，应注重湿热证与重大或慢性疾病的关联

性研究，发挥中医药在防治重大或慢性疾病方面的

特色和优势［１２］。

参考文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Ｓ］．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清·吴瑭．温病条辨［Ｍ］．２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３］周仲瑛．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

［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２００７．

［４］杨关林，陈志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２０１６．

［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Ｓ］．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

［６］李赛美，李易崇，李伟华，等．糖尿病湿热证候特征及演变规律的

探讨———１０００例临床资料分析［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２７（５）：６５６８．

［７］刘路路，吴秀艳，王天芳，等．基于现代文献的脾胃湿热证疾病分

布及处方用药研究［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９（８）：６８５

６８９．

［８］杨丽平，李平，杜金行，等．３５０例２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医证候

分布及其与实验室指标的相关分析［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

２５（５）：６８６６８９．

［９］林育，项磊，肖雪，等．基于临床研究的湿热证文本信息挖掘［Ｊ］．

广东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５）：６５４６５８．

［１０］张声生，黄恒青，方文怡，等．脾胃湿热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

见（２０１７）［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７，５８（１１）：９８７９９０．

［１１］陈锦团，骆云丰，李灿东．肝胆湿热源流探讨［Ｊ］．中华中医药杂

志，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３４３６３４３９．

［１２］蒋文跃．从中医药优生论重大慢性疾病的预防［Ｊ］．中华中医药

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８）：４９３４９５．

（２０１８－０８－１６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２６２０页）
［１１］ＺｈａｏＫ，ＬｉｕＨ，ＹａｎＲ，ｅｔａｌ．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ｕｂ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ｘｉｏｕ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Ｊ］．Ｂｒａｉｎ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７，７（８）：

ｅ００７５４．

［１２］ＬｉＬ，ＬｉＢ，ＢａｉＹ，ｅｔ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ｕｓ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Ｊ］．Ｂｒａｉｎ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７，７

（７）：ｅ００７３２．

［１３］ＬｏｉｓＧ，Ｗｅｓｓａ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ｍｉｔｔｅｄＭＤ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ＳｏｃＣｏｇｎＡｆｆｅｃｔ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６，１１（１１）：１７９２１８０１．

［１４］ＢｏｒａＥ，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ＢＪ，ＤａｖｅｙＣＧ，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ｒｉａｔａｌｐａｌｌｉｄａｌ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ｉｎｍａｊ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Ｍｅｄ，２０１２，４２（４）：６７１６８１．

［１５］ＬｉｕＪ，ＸｕＸ，ＬｕｏＱ，ｅｔａｌ．Ｂｒａｉｎｇｒｅｙｍａｔ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

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７，７（１）：１０４６４．

［１６］ＢｏｒａＥ，ＦｏｒｎｉｔｏＡ，ＰａｎｔｅｌｉｓＣ，ｅｔａｌ．Ｇｒａ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ｏｘｅｌｂａｓｅｄｍｏｒｐｈｏｍ

ｅｔ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Ｊ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１２，１３８（１２）：９１８．

［１７］ＤｉｌｌｏｎＤＧ，ＧｏｎｅｎｃＡ，ＢｅｌｌｅａｕＥ，ｅ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Ｊ］．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３５（５）：４４０４４７．

［１８］ＪａｗｏｒｓｋａＮ，ＭａｃＭａｓｔｅｒＦＰ，ＹａｎｇＸＲ，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ｇｅｏｆｏｎｓｅｔ

ｏｎｌｉｍｂｉｃ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ｉｍｂ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Ｃｌｉｎ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４，６８（１２）：８１２８２０．

［１９］窦社伟，付畅，轩昂，等．首发抑郁症患者脑葡萄糖代谢与脑功

能局部一致性的关系［Ｊ］．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２０１５，３５

（１）：２７３１．

［２０］ＳｈｅｎＺ，ＪｉａｎｇＬ，Ｙ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ｒａ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ｄｕｌｔｏｎｓｅ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ｉｒｓｔｅｐｉｓｏｄ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ｆＭＲＩ［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７，１２（９）：

ｅ０１８４７１２．

［２１］ＰａｎＰＭ，ＳａｔｏＪＲ，ＳａｌｕｍＧＡ，ｅｔａｌ．Ｖ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ａ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Ｊ］．Ａｍ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７，１７４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１９．

（２０１７－１０－２６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４２６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