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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挫败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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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挫败应激是以物种间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应激方式,它通过同种动物相同或不同品系个

体间的挫败行为导致抑郁样及其他行为改变。 目前,抗社会挫败药物研究较少,现有动物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且
无统一标准。 本文就近年来社会挫败动物模型应用的研究及其发病机制进行综述,为开发抗社会挫败药物提供可

供参考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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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animal models of social def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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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ocial defeat stress is a social stress method based on the sub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It
leads to depression-like and other behavioral changes through frustrating behaviors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animal
or different strains. Currently, few studies examine anti-social defeat drugs and the existing animal models have certain
shortcomings and there is no uniform standard.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defeat animal
models and their pathogenesi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animal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defea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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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压力也随之而来,
逐渐出现抑郁、焦虑等因社会挫败而引起的疾病。

社会挫败应激是以物种间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社

会应激方式,使挫败动物产生情感和精神压力,从



而引发一系列疾病,这些疾病主要有社交逃避、情
绪低落、焦躁、快感缺失、认知功能降低等特征[1-2]。
社会挫败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与生活质量,
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通过对社会挫败

动物模型文献研究发现,虽造模方式有多种,但无

统一标准。 其行为检测可使用高架十字迷宫测试,
悬尾测试和强迫游泳测试等一系列行为学方法[3]。
目前,社会挫败发生机制尚不明确,治疗药物研究

较少,因此进一步研究社会挫败动物模型及其发病

机制,对开发新的治疗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总结社会挫败动物模型及其发病机制的

研究现状,为开发抗社会挫败药物提供可供参考的

动物模型。

1　 社会挫败动物模型

1. 1　 慢性社会挫败模型

　 　 慢性社会挫败动物模型最初是由 Tornatzky 和

Miczek 在大鼠中建立[4]。 在此基础上对其改造,过
程如下:以小鼠为实验对象,选取一批月龄、体重较

大的具有攻击性的小鼠用于造模。 社会挫败动物

模型刺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验鼠

C57BL / 6J 进入 CD1 小鼠的领地,被连续攻击 5 ~ 10
min;第二阶段对小鼠进行 24 h 的感官接触,慢性应

激过程连续应激 10 d。 其详细过程为:每天将

C57BL / 6J 小鼠放入陌生 CD1 小鼠的饲养笼中,发
生攻击行为后,将 C57BL / 6J 小鼠继续暴露于 CD1
小鼠 5 min(第一阶段);随后将 C57BL / 6J 小鼠与

CD1 小鼠用金属孔板隔开,使 2 只小鼠保持视觉、嗅
觉等的接触(第二阶段) [5]。

造模完成后对小鼠进行行为学评价,通过对小

鼠进行社交回避测试发现应激后小鼠的社交互动

行为减少[6]。 在新颖物体测试、Y 迷宫测试、社会交

互测试过程中应激小鼠的学习记忆力降低、焦虑水

平显著提高[7]。 强迫游泳测试中,应激小鼠不运动

时间明显增加[5]。 以上行为学实验表明,慢性社会

挫败模型适用于社会挫败的造模。
动物模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模

成功率以及检验效能上[4]。 本类模型造模简单,造
模周期短,且造模成功率高;同时该模型普遍用于

雄性小鼠的造模,所选用的攻击小鼠大多为体重较

大具有攻击性的雄性小鼠,雌性小鼠往往不具有较

大的攻击性,在使用雌性小鼠造模时会导致造模成

功率下降。 有研究发现慢性社会挫败模型在造模

成功后会发生慢性逆转现象[8]。
1. 2　 母子分离模型

　 　 选择健康的孕鼠为研究对象,仔细照料每只孕

鼠直至其生产。 将新生幼鼠按照母子分离模型的

标准进行造模,在小鼠出生后第 3 天开始,使其与母

鼠分笼处理 3 h,直至出生后第 22 天幼鼠断奶。 具

体步骤如下:每天早上 8:00 起,将每只母鼠从鼠笼

中拿出,并将每只母鼠单独放置在另外一个鼠笼,
只留幼鼠在原本的鼠笼中,3 h 后(即 11:00)再次将

每只母鼠与其各自幼鼠合笼。 在幼鼠断奶后,挑选

健康雄性幼鼠,将其分笼饲养至 10 周龄[9-11]。
对小鼠进行 Morris 水迷宫测试,发现小鼠目标

象限停留时间和穿越平台次数减少,表现出小鼠认

知功能障碍[12]。 在强迫游泳测试中,小鼠不运动时

间显著增加;高架十字迷宫测试发现应激小鼠焦虑

水平明显增加[13]。 降压回避测试发现应激小鼠出

现短期记忆损伤[14]。 由此推断,该类模型适合社会

挫败模型造模。
该模型为生命早期的一种应激反应,常用于神

经精神类疾病致病机理的应用研究,如社会挫

败[15]、精神分裂[16]、抑郁症[17] 等的机制研究。 造

模过程简单、易于操作,但应用局限,只适用于新生

幼年小鼠的造模。
1. 3　 慢性束缚模型

　 　 选用 SPF 级的小鼠,将小鼠放置与其身材相近

的束缚器中,每天固定时间段应激 2 h,持续应激

14 d[18]。
造模结束后对小鼠进行行为学评价,通过对小

鼠糖水偏好测试和悬尾测试发现:应激小鼠糖水偏

爱分数下降,不动时间延长[19-20];旷场实验测试显

示,应激小鼠自发活动路程明显缩短,诱导焦虑样

行为[21];明暗箱实验测试发现应激小鼠明箱停留时

间减少,明暗箱穿梭次数显著降低[22]。 综上所述,
慢性束缚模型适用于社会挫败的造模。

该模型造模简单、造模周期短,雌性及雄性小

鼠均适用。 但该模型造模过程较为单一,小鼠易产

生适应性[23]。
1. 4　 足底电击模型

　 　 以小鼠为实验对象,将小鼠放置于电击箱内给

予不可预知性的电击刺激 20 min。 在造模过程中,
小鼠对电击刺激不可逃避,每天相同时间段对小鼠

进行刺激,持续 14 d[15]。
通过对造模成功后小鼠进行高架十字迷宫测

311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22 年 3 月第 32 卷第 3 期　 Chin J Comp Med, March 2022,Vol. 32,No. 3



试行为学评价发现,小鼠焦虑行为明显[24]。 明暗箱

测试发现应激小鼠暴露在光照下的时间减少,表明

小鼠焦虑增加[25],在强迫游泳测试和 Morris 水迷宫

测试中,应激小鼠静止时间延长,寻找平台的潜伏

期和游泳强度显著延长,表现出类似抑郁样行为、
空间学习能力损害[26]。 因此,足底电击模型致抑

郁、焦虑样行为,可作为社会挫败模型的一种。
该类模型使用范围较广,主要用于社会挫败等

神经精神疾病的造模[27]。 且造模过程简单。 但在

应用于社会挫败造模时,应注意造模时长的选

择[28],以免其他疾病的发生。
1. 5　 孤养模型

　 　 将断奶后的新生小鼠单只单笼隔离饲养于安

静的环境中,饲养 4~6 周[29]。
造模结束后,采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小鼠暗

箱实验、小鼠孔板实验、隔离小鼠攻击实验对小鼠

的焦虑行为进行行为学评价,发现小鼠具有明显焦

虑样行为[30]。 小鼠造模成功后其行为学主要表现

为焦虑不安、恐惧、易激惹、攻击性强等特点[31],根
据以上行为学表明该模型适用于社会挫败的造模。

孤养模型用于社会挫败等神经精神类疾病造

模时常与其他应激模型配合使用,如:慢性温和不

可预见性刺激模型,可使其效果更加显著[32-34]。 有

研究发现,幼年孤养的小鼠再次回归社会后,其社

会障碍并没有减轻,说明孤养模型不会产生逆转,
会产生永久的行为缺陷[15],且该类模型造模简单,
雄性、雌性小鼠均适用。

综上所述,社会挫败动物模型有慢性社会挫败

模型、母子分离模型、慢性束缚模型、足底电击模

型、孤养模型等。

2　 发病机制

　 　 社会挫败应激会显著影响啮齿动物大脑以及

形态学的改变,近几年研究发现主要与海马区

( hippocampus, Hip )、 中 央 杏 仁 核 区 ( central
amygdala,CeA)、前皮质额叶区 ( prefrontal cortex,
PFC)等脑区中的蛋白质、神经因子及神经通路等

有关[35]。
组蛋白是真核生物体细胞染色质与原核细胞

中的碱性蛋白质,具有基因调控作用。 有研究发

现,组蛋白的表观遗传修饰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BDNF)的转录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36]。 研究者通过表观遗传调控 N-甲

基-D 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受
体亚基的表达进行蛋氨酸介导抵御慢性社会挫败

压力的能力研究时发现:蛋氨酸通过一种涉及组蛋

白甲基化的表观遗传机制而发挥抗抑郁样作用[37]。
由此,表明组蛋白甲基化与社会挫败有关。 同时,
研究发现社会挫败还与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igment
epithelium-derived factor,PEDF) [38]、骨形态发生蛋

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 [39]等有关。
小鼠海马区 BDNF 对社会挫败长期神经和行为

可塑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40],且 BDNF 在中脑边

缘多巴胺通路中是社会挫败产生的一个关键中

介[41]。 研究表明,应激后小鼠海马区 BDNF 水平显

著降低[42]。 给予小鼠抗抑郁药物,使 BDNF 的水平

提高,降低了应激小鼠的敏感性[43]。 同时,有研究

者发现应激后小鼠 BDNF 下调的原因主要与 BDNF
启动子位点抑制性组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甲基

化有关[41],具体改变机制还有待研究。
神经通路在调节蛋白质以及神经因子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慢性社会挫败应激影响 γ-氨基丁酸

B 型 受 体 ( γ-aminobutyric acid type B receptor,
GABABR)通路的表达,导致 GB2 蛋白上调[44]。 同

时,研究表明 Wnt 信号通路异常会导致抑郁样行

为,调节 Wnt 信号通路会使小鼠抑郁样行为减

轻[40]。 此外,研究者发现社会挫败与蛋白激酶 /
cAMP 反应原件结合蛋白[45]、糖原合成激酶 3β[46]

等信号通路有关。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社会挫败与组蛋白甲基

化、BNDF 调控以及 GABABR 通路的表达等有关。
此外,研究发现肠脑轴[47]、小胶质细胞[48] 等在社会

挫败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　 问题与展望

　 　 目前,神经精神类疾病已成为一大研究热点,
但对社会挫败动物模型、发病机制及抗社会挫败药

物的研究国内外相对较少。 通过对近年来社会挫

败动物模型及发病机制文献研究发现,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社会挫败的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尚未完全

阐明,因此,模型不能完全根据其发病因素造模;社
会挫败动物模型类型较多,但目前尚无公认的社会

挫败动物模型。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要

注重对社会挫败动物模型的研究;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深入探讨社会挫败的发病机制,为抗社会挫败药

物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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