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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起因的进化生物学分析 ①

孙?

（北京大学 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精神分裂症受基因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以及心理应激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但目前多数研究都只关注于
其中一项，很少有假说能兼顾各种因素．针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这种局限，从进化的角度，利用达尔文医学和进化心理学的
方法对精神分裂症进行剖析，以推测其可能的进化史因，并解释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等在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同时，对影响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的多种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精神分裂症的性别特异性、年龄特异性等发病特性，

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一个新的精神分裂症病因的理论假说：“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是一组用于应对不利生存环境的基

因，受环境因素的反馈控制．当环境过于恶劣时，这些基因的过度表达就会引发精神分裂症．”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病因；进化

中图分类号：Ｒ７４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１０２（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１３－０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ＳＵＮＹｉ－ｚ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ｏ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ｄｆｅｗ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ｃａｎ
ｇｉｖ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ｈｏｗ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ａ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ｗａｓ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ｏｆ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ｗａｓ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ｇｅｎｅｓｒｅｐｌｙ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ａｓｂａｄ，ｔｈｅ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ｃａｕｓ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障碍．依
Ｓｔｒａｕｓｓ的研究，可分为Ⅰ，Ⅱ２种类型，其中Ⅰ型症
状（阳性症状型）主要表现为幻觉、妄想和幻听，而

Ⅱ型（阴性症状型）则主要表现为情感淡漠、语言
贫乏．在人群中，精神分裂症患病风险约为１％［１］，

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由此可见其严重性．正因
为如此，世界各国均对其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

研究，然而，正如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现任主

席Ｉｎｓｅｌ所指出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后，精神
分裂症仍是病因未明的．”［２］目前，对于精神分裂
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子与遗传方面，虽然取得了

不少突破，但是很少有假说能够兼顾遗传基础、环

境影响及心理应激这三方面因素．对此，本文拟通
过进化方面的讨论，辅以环境因素为主的证据，对

精神分裂症的起因做另一个角度的探讨，并在剖析

其进化史因的基础上，尝试给出一种兼顾遗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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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心理的新的精神分裂症病因假说．

１　精神分裂症的进化史因分析

随着对于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深入，大量结果显

示，遗传因素是精神分裂症的致病高危因素．即使
在养父母家中长大，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发病率亦

高出常人数倍，同时精神病患者的同卵双生子发病

概率约为５０％，异卵双生子则为２５％［３］，综合各方

面证据，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可达８０％．
此外，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殖成功率偏

低，尤其是男性．［３］这些研究表明，存在一种与精
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并且这一组基因（有证据表

明精神分裂症是多基因决定的）能够降低人类的

适应性．
虽然有证据表明现代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于

从前，但是文化间的对比研究显示，在各文明中精

神分裂症发病率基本相同，这排除了生活方式变化

是精神分裂症主要致病因素的可能性，也提示了这

些基因并非由于近期的突变而产生，而是至少已经

在人类基因组中存在了上千年．［３］在这种情况下，
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在进化的过程中将受到强大

的负选择压，如果它不具有某些益处从而产生正选

择压与之相平衡，那么这种严重影响人类适应性的

基因将不可能在现代还具有如此之高的致病率．此
外，这种基因所带来的益处，或者说适应性应该不

具有文化或地区的特异性，这样方能与文化间调查

所表明的事实相一致．许多学者对这些基因所带来
的益处有过猜测，有假说认为，一些精神分裂症患

者所表现出的创造力，甚至是多疑，正是由这些基

因所决定，而创造性的提升或多疑的性格则平衡了

精神分裂症的负选择压．［３］

对这些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理解创造

性或者多疑的益处所在．在狩猎与采集社会中，具
备更高的创造力将使捕猎者有能力制造更为精良

的捕猎器具，或者创造出更为有效的捕猎方法．此
外，对于现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研究显示，在狩猎

活动中发现猎物是最为困难也耗时最长的一步．创
造力的提升可能将有助于狩猎者从环境中寻找到

蛛丝马迹从而增大发现猎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ＪａｙＲ．Ｆｅｉｅｒｍａｎ曾提出多疑将阻止许多不必要的
冒险活动，同时也将增大提前发现捕食者的机会，

这都有助于生存几率的增加，并提升了适应性．但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２种素质提升之间本身存在矛

盾．多疑固然有利于规避风险，但应用多疑的策略
却要付出减少狩猎时间以及寻找配偶时间的代价．
这样一来，如果长期采取逃避行为，如长时间躲在

洞中，就会降低狩猎和生殖成功的几率．另一方面，
创造力的提升在应对捕食者的危险时也用处有限，

甚至有时还可能因此而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换言
之，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所提供的适应性是与具体

环境因素相关的，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提升特定的能

力才能真正带来适应性的增长．
那么，据此推断，可能已经进化出了一种机制，

使这些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受不同环境因

素的调控，从而提升不同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如果
面对资源匮乏的环境，创造力的提升所带来的狩猎

技巧的提高就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环境

中充斥着捕食者、寄生虫之类的危险，变得更加多

疑或者减少活动将有助于趋利避害．此外，许多流
行病学、基础神经研究以及临床证据表明，精神分

裂症的发生与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相关．也就是说，
可能从神经发育的早期开始，人的机体就在对外界

环境进行着预判，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升不同的能

力．假如长期面对某种不利环境的影响，精神分裂
症相关基因所影响的某些能力就将大幅提升，如果

环境过分恶劣或者发生某些重大变故，那么这些基

因的过度表达就可能导致过分增长的创造力或者

过度的多疑，而这可能正与典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

表现出的幻觉与被害妄想相对应．
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亲属具有极高成

就的事实［３］支持了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或许有益

的观点，同时，像梵高和约翰·纳什这样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所表现出的非凡天赋与创造力，或许从一

个侧面暗示着由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决定的创造

性在这些患者身上有着进一步的提高．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如下假说：精神分裂症相

关基因是一组用于应对不利生存环境的基因，受环

境因素的反馈控制，当环境过于恶劣时，这些基因

的过度表达就会引发精神分裂症．

２　环境因素对精神分裂症影响的进
化分析

　　虽然近年来遗传因素作为精神分裂症的重要
致病因素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但是环境因素的影

响也同样不可小觑，众多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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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
直到现在，也很少有假说能阐明环境因素到底是如

何与遗传基础共同作用诱发精神分裂症的，而作为

联系遗传与环境的纽带，进化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在此，将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环境因
素依所引起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提升能力的不同

分为２类，即引起创造力提升，活动增加的阳性环
境和引发多疑、抑郁，活动减少的阴性环境．这里的
阳性环境与阴性环境是分别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

与阴性症状相对应的，关于这一点还会在后文中进

行详细讨论．
２．１　阳性环境

这一类环境主要引起创造力的提升，同时可能

也具有增加活动的作用，也就是说，处于这种环境

中，决定创造力的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将会提升表

达，以加强基因携带者的狩猎能力与社会适应能

力，从而使其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来赢得生殖成

功．相应的，这类环境应该更多的表现为资源的匮
乏，社会地位低，或者直接导致个体身体素质的

低下．
２．１．１　资源的匮乏

在狩猎与采集社会中，个体所能获得的资源的

多寡通常决定于父系社会地位的高低，环境中资源

的丰富程度以及自身狩猎技巧的强弱（个体社会

地位与之直接相关，因此不在此部分讨论）．其中，
自身的狩猎技巧与所假设的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

直接相关，在前两者无法满足的情况下，精神分裂

症相关基因就可能提高表达，从而加强自身的狩猎

技巧以应对不利环境．
１）出生的季节性
这一点由 Ｔｒａｍｅｒ首先提出，即在冬春季出生

的婴儿具有更高的患病率，通常认为的影响因素包

括气象条件，父母激素水平，父亲精子质量等．但与
此同时，可以注意到，冬春季的食物相对匮乏，资源

获取更为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假设相符合．
２）关于饥荒的研究
这方面研究首先来自于一项荷兰冬季饥荒的

调查，孕期的严重饥饿使后代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提

升了一倍［４］，而对于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调查也同

样映证了这一结论［５］．
３）营养素的缺乏
多项研究显示，叶酸、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Ｄ等

营养素的缺乏都将增加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几率．对

于人类而言，这些营养素大多从食物中获取，一些

必需氨基酸更主要来源于肉类，换言之，营养素的

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至少某一类食物的短缺，

尤其是肉类的取得，这几乎直接影响着男性人类的

社会地位高低．
４）父方的年龄过高
根据Ｊｏｈａｎｓｏｎ的假说，父方年龄过高将增加后

代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他发现相对于其父亲年龄
低于２５岁的后代而言，其父亲年龄在４５～４９岁之
间的患分裂症的危险性较正常人群要高２倍，其父
亲年龄超过５０岁的患分裂症的危险性增加３倍．
而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父方年龄较小时同样可导

致精神分裂症的高发生率．［６］在狩猎与采集社会
中，父系年龄过小通常意味着其具有较低的社会地

位，而另一方面，高年龄的父亲虽然有可能具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具有更大的丧

父风险，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资源的匮乏．
２．１．２　社会地位低

人是典型的社会化生物，防御捕食者，狩猎等

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活动一般都是由群体所共

同完成的，而在原始社会中，社交活动的成功与否，

通常是依靠社会地位来衡量的．如果在群体中处于
较低的社会地位，就意味着将难以享受到群体成

果，同时还可能因此而受到歧视，甚至导致配偶背

叛．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他人的歧视、配偶的背
叛等因素都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地位低的表现，那么

在遇到这些情况时，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就有增加

表达的需要，从而使精神分裂症发病几率得以

升高．
１）社会阶层的影响
众多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低社会阶层或贫穷

人群患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显著地高于较富有的人

群．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阶层以及富有程度可以被
看作是原始社会中社会地位的另一种体现，这与假

说是十分吻合的，但同时也不能排除富有人群具有

更好的医疗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２）城市化因素
相关研究发现，出生在城市中的人比出生在农

村的人精神分裂症发病几率要高［７］．这可能与多
种因素有关，包括城市生活快速化所带来的压力，

邻里的冷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一项扩展研究显
示，如果在邻居中有许多不同宗教的信仰者，那么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将会升高．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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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个体之间会具有更少

的歧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完善，对其进行进
一步研究，包括将城市与农村，甚至现代文明与狩

猎采集文明相对比，将有助于寻找到更多的心理应

激因素．
３）移民因素
根据 Ｃａｎｔｏｒ－Ｇｒａａｅ和 Ｓｅｌｔｅｎ的研究，美国移

民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显著高于美国本地人，而且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以及黑色皮肤的移民患病

几率更高［８］．对于这一点，或许可以从这些人群更
容易被歧视的角度来解释，除此以外，移民移居后

社交活动的相对减少也许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狩
猎与采集社会中，肉类的获取是非常不稳定的，社

交行为的减少意味着较少的能够从他人处获得肉

类的援助，另外社交活动的多少可能本身也是社会

地位的一种体现．
４）家庭因素
依据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家庭内部同样存

在着竞争，主要表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同胞

兄弟之间关于资源的竞争，这些竞争的最终结果表

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资源分配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
如果父母表现出对其他子女的明显偏爱，为了提高

自己的家庭地位，提升创造力，增加活动来表现自

己是必要的．这方面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实验研究．
２．１．３　个体身体素质的低下

如果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携带者受疾病或寄

生虫等原因影响，身体素质低于常人，那么这些个

体将很难获得狩猎与生殖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
提升其创造力将具有适应性意义．
１）产前感染
研究显示，孕妇弓形虫感染可使其后代精神分

裂症发病率增高２倍以上［９］，单纯疱疹病毒 －２型
感染可使后代发病率增高１．６倍［１０］，感染流感病

毒也可使后代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出 ３倍以
上［１１］．这些感染将增加新生儿先天残疾的可能，同
时也会使新生儿的体质弱于常人．
２）产科并发症
研究表明，ＲＨ溶血，缺氧，先天畸形以及出血

等产科并发症都有可能使精神分裂症患病几率提

升近一倍，而这些并发症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

生儿的体质．
３）有毒有害物质的影响
包括铝在内的多种具有神经毒性的物质被证

明与精神分裂症相关，但是这些物质的影响可能更

多的来自于对神经系统直接的毒性作用而非机体

的应激．
２．２　阴性环境

如果原始社会中的个体面对充满危险的环境

时，决定多疑的基因将具有提高表达的趋向，反映

到现代社会中，高寄生与感染风险，以及长期面对

压抑环境可能与之相对应．
２．２．１　高寄生与感染风险的环境

如果新生儿长期暴露于较为恶劣的环境中，时

常面对着更高的感染和寄生风险，那么减少活动，

避免社会接触，同时表现出多疑将有利于规避可能

的感染风险，而这也是某些类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

特征．上文中所提及的产前感染以及有毒有害物质
的影响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此不再赘述．
２．２．２　压抑环境

１）家庭中的压抑环境
除了上文曾论述过的偏爱外，另外一种不利的

家庭环境也是十分常见的，即压制甚至是虐待．如
果父母更多的表现出严厉、惩罚以及拒绝倾向的

话，表现出某些类似于抑郁的症状借以避免与父母

的冲突将具有适应性意义，而这也意味着决定多疑

或者是减弱活动的基因的表达增加．
一项英国研究显示，幼年时期的性虐待将使精

神疾病患病率增高［１２］；而来自我国的研究也显示，

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多的表现为低

情感温暖，高拒绝和惩罚因子［１３］．这些证据都表
明，精神分裂症与家庭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

性，恶劣的家庭环境将增加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的

表达．
２）工作中的压抑环境
现代社会中，由于制度的缺陷，嫉贤妒能的领

导是时常出现的，此时如果表现的太过出色就反而

有可能受到打压，一些逃避反应反而拥有适应性．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也就有了表达

的需要．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是某些病
例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这一可能性．
２．３　其他环境因素

对这些环境因素的研究还不是很清楚，难以归

入以上２种环境中，故暂时单独列出．
２．３．１　母系应激

许多研究发现在孕期如果母亲有应激的经历

（如：家人突然患重病，家人的死亡，意外怀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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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战争等）会导致其后代患分裂症的可能性增

加［１４］．这些因素或许都预示着婴儿出生后会面对
较为恶劣的环境，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母亲在应激的

过程中遭到的创伤本身对婴儿不利，使个体的适应

性降低．
２．３．２　大麻

瑞士的一项历时１５年的队列研究发现，在服
兵役期间服用大麻者患分裂症的可能性增加２倍，
此外还发现这与大麻吸收的剂量有关，大剂量服用

大麻者患分裂症的可能性相对于不服用大麻者增

加６倍［１４］．虽然吸食大麻可能与社会地位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但是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更大的可

能性在于大麻所导致的基因变异等因素．

３　精神分裂症发病特点的进化分析

除了受环境因素影响这一特点外，精神分裂症

还表现出了其他一些典型特征，包括性别特异性，

发病时间集中于青春期或成年早期以及具有２种
截然不同的分型等．在此将应用进化的方法对这些
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在另一个侧面对假设进行

支撑．
３．１　精神分裂症的性别特异性

ＭｃＧｒａｃｅ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存在
性别特异性，男性发病率比女性高出近 ４０％［１５］．
近因分析通常将这与男性脑在发育过程中更为脆

弱或者与多巴胺系统的敏感性相联系．但是如果从
进化史因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到对这一现象的全

新解释．依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男性与女性的择
偶策略有所不同，虽然双方都会关注于择偶对象的

健康程度等因素，但是男性会特别关注于女性的生

殖潜力，即年龄、胖瘦和腰臀比等因素，女性则更多

的注意男性的社会地位与资源保有量，以及运动能

力．换言之，女性生殖成功与否更多的取决于自身
的身体素质而与所假定的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所

决定的特性关系不大；反之，对于男性而言，生殖的

成败直接取决于自身通过狩猎或竞争而取得的社

会地位，这也就意味着男性会更多的受到精神分裂

症相关基因的影响．
３．２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时间集中于青春期或成

年早期

多项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多发生于青春期或

成年早期．这在一方面或许与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
育假说相映证，另一方面也为假说提供了证据．对

于狩猎与采集社会中的男性而言，进入青春期和成

年期一方面预示着性成熟的开始以及生殖竞争的

开始，另一方面这一阶段也是男性身体素质的巅峰

期．如果在这一阶段表现失败，那么在之后的竞争
中将很难占据优势，从而面临着低社会地位的风

险．因此，在这一阶段应该是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
表达的一个高峰期，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精神分

裂症多发于这一时期．
３．３　精神分裂症的分型

前文曾提到过精神分裂症的２种不同分型，依
照假说，这２种截然不同的分型应该是由于精神分
裂症相关基因的不同功能得到增强所导致的．亦
即，Ⅰ型症状（阳性症状型）主要由创造力的过度
增强所导致，而Ⅱ型（阴性症状型）则是由于与多
疑相关的基因表达增强所致．

假如这样的假说成立的话，那么也就应该存在

着２种不同的环境因素，他们分别的作用使得不同
的基因过度表达，从而引起不同分型的精神分裂

症，而上文所提到的阳性与阴性环境也正来源于

此．在阳性环境中，个体需要具有更好的表现以提
升自己的适应性，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提升活动

性，增强创造力都是有益的，而这些基因的过度表

达显然与Ⅰ型精神分裂症所导致的幻觉、妄想以及
焦躁相关．也就是说，Ⅰ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更
多的面对预示资源匮乏的环境．

对于Ⅱ型精神分裂症而言，神情淡漠、语言贫
乏或许是正常的抑郁、回避的过度表现．根据达尔
文医学的观点，类似的行为有利于尽快结束无法完

成的长期目标以及逃避可能的危险，此外还可能是

在竞争中的一种明哲保身之策［３］．据此可以推断，

Ⅱ型精神分裂症应该更多的面对一种压抑、危险的
环境，以及伴有较强的竞争压力，亦即阴性环境．在
狩猎与采集社会，充满寄生虫与捕食者的环境或许

与之相对应，在这种环境下减少活动保持警惕当然

是有利的．而在现代社会，家庭生活中父母长期的
压抑，以及工作环境中上司的压制都有可能导致此

类型的精神分裂症．

４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本文从影响精神分裂症的环

境因素以及精神分裂症的其他一些发病特点的角

度，应用达尔文医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分别

验证了“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是一组用于应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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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生存环境的基因，而当环境因素过于恶劣时，

这些基因的过度表达就可能引发精神分裂症”的

假说．但与此同时，这个假说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尚
不清楚创造力与多疑的提升将如何发展为精神分

裂症的症状，一些临床研究所观察到的大脑退行性

变化也较难用此假说来解释．对于许多环境因素，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寻他们的作用机制以及验

证他们对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这些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解决．此外，对于精
神分裂症及其健康家属在创造力、多疑或者其他方

面的表现，以及对于环境与精神分裂症分型关系的

研究将进一步验证或者发展这个假说．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与

大多数精神疾病一样，是遗传的前提条件，与自然

和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个体早期发育过程中的事件

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的疾病，单
单从分子与遗传的方面进行研究或许能够找到缓

解的办法，却难以真正揭示出它的病因，唯有从心

理、环境、分子基础等多个层次进行多方位的研究

才可能真正取得突破，而进化，正是联系这些因素

的纽带．虽然本文所述之假说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结
论，但相信它会为解决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这一问题

带来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可能为许多其他疾病的

解决带来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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