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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个体差异 

李垂启，刘楠楠，张 晔，古月奇，栾丽杰，李玉妹 

辽宁葫芦岛 92493 部队医院  辽宁葫芦岛 

【摘要】目的 疼痛体验的特点是个体间的巨大差异。本文回顾产生疼痛差异的文献，总结产生差异的

原因。方法 回顾已发表的疼痛个体差异文献。提取疼痛个体差异变量，总结性分析产生原因，及干预策略。

结果 多种生物和社会心理变量导致这些个体疼痛差异，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遗传因素和社会心理过程。

疼痛的遗传关联因性别和种族而异。而且，遗传因素还与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包括压力和灾难性疼痛，

从而影响疼痛。这些生物和社会心理变量的个体和综合影响导致了独特的因素组合，这些因素导致了每个

人的疼痛。结论 了解这些因素对于提供最佳疼痛治疗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些生物心理

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以便提供更明智和个性化的疼痛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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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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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ain experi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differences in pain and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Methods A review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in was perform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in variable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cause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ere summarily analyzed. Results Multiple 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variables contributed to the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in, includ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etic factors, and psychosocial processes. Genetic associations for pain vary by gender and ethnicity. Moreover, 
genetic factors also interact with psycho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stress and catastrophic pain, to influence pain. The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variables result in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each individual's pain. Conclusions Understanding these factors is critical for providing 
optimal pain care, and 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nature of these biopsychosocial interac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informed and personalized pai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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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0 年前，柏拉图说：“没有两个人天生一模

一样；但每个人的自然禀赋各不相同（公元前 360 
年）。”个体差异是疼痛体验的标志，多年来一直是

疼痛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的话题。70 多年前，查普

曼和琼斯在描述他们对健康成人疼痛敏感性的心理

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时说：“在具有明显相似病变

的疾病中经历的疼痛强度的显着变化是常见的观察

结果。” 从历史上看，这种疼痛反应的个体间差异

通常被视为令人讨厌的事情，而不是富有成果的科学

探究领域。然而，基因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精准医学

前景重新激发了对个体差异的科学兴趣并使科学兴

趣合法化。本文的目的是概述导致疼痛个体差异的因

素。首先，叙述个体对疼痛的反应及其治疗的差异，

包括用于概念化个体差异的生物心理社会背景。其

次，介绍与疼痛个体差异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的研

究结果。最后，讨论遗传和心理社会对个体差异的贡

献，并展示这些多个个体差异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为概念化疼痛的个体差异提

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该模型假定疼痛体验受到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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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的

影响。重要的是，导致疼痛体验及其表达的生物心理

社会因素的集合因人而异。因此，疼痛是由在给定时

间点对每个人完全独特的因素的镶嵌雕刻的，并且必

须考虑这种镶嵌以提供最佳的疼痛治疗[1]。 
2 性别差异 
慢性疼痛在女性中比男性更普遍。美国进行的一

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在过去 3 个月

内报告任何疼痛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有趣的是，女

性也更有可能报告持续且令人烦恼的疼痛，但仅限于

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非西班牙裔黑人。西班牙裔白人没

有出现这种性别差异。这些发现通常与慢性疼痛有

关，但也有报道称特定疼痛状况的患病率存在性别差

异。事实上，女性患大多数常见慢性疼痛的风险更大，

包括偏头痛和紧张型头痛、腰痛、纤维肌痛和广泛疼

痛、颞下颌关节紊乱、肠易激综合征和骨关节炎。一

些研究检查了急性和慢性疼痛严重程度的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出现的任何性别差异都是不一致的，而且

幅度很小[2]。 
3 种族/民族差异 
种族和族裔的概念是复杂的生物和社会结构，定

义不清。在美国，通常根据种族（西班牙裔/拉丁裔

与非西班牙裔/非拉丁裔）和种族（亚洲人、非裔美

国人、白人）对个人进行分类，而在其他国家可能会

采取不同的方法世界部分地区。来自不同种族和民族

背景的人是否经历不同的疼痛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

话题。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有限的证据表明疼痛

患病率存在种族或民族差异。与美国其他种族/族裔

群体相比，亚洲人的疼痛患病率最低。其他针对美国

成年人的研究称，与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相比，白人

持续性疼痛的患病率更高。在老年人中，与白人相比，

少数族裔的疼痛患病率更高，而其他研究则报告说，

疼痛患病率没有差异[3]。 
4 与年龄相关的差异 
鉴于世界人口的老龄化，疼痛的体验是否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整个生

命周期的疼痛流行模式很复杂，并且因疼痛状况而

异。简而言之，关节疼痛、下肢疼痛和神经性疼痛的

患病率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单调增加。直到中年，

一般慢性疼痛的患病率都会增加，此时患病率会达到

稳定水平。相比之下，头痛、腹痛、背痛和颞下颌关

节紊乱等疼痛状况在 30 岁到 50 岁时发病率最高，之

后发病率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流行病学研究结

果几乎完全基于横断面研究，因此队列效应（患有某

些疼痛状况的人的早期死亡率）可能会影响结果。除

了疼痛患病率之外，多项研究还检查了与年龄相关的

疼痛严重程度和影响的变化。在一些研究中，老年人

报告了较低的急性疼痛强度，但不是其他人。同样，

在慢性疼痛的强度和影响方面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并

未得到一致证实[4]。 
5 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并不是简单地提出来自生物

学、心理和社会领域的因素对疼痛产生重要影响。也

许该模型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坚持这些不同的因素集

相互作用以产生疼痛体验。至少应了解三种类型的交

互：调解、附加关联和适度。作为一个澄清点，我在

这里使用术语交互作用是在一般或概念意义上而不

是统计意义上的，因此这些交互中的一些不一定会作

为统计交互出现，尽管有些肯定会出现。中介相互作

用是指来自一个领域的个体差异因素对疼痛的影响

通过另一个领域的过程来调节的现象[5]。 
6 遗传对疼痛的影响 
在过去的 20 年中，遗传对疼痛的贡献引起了相

当多的经验关注。与疼痛的遗传关联因性别和种族而

异，这反映了如上所述的适度。重要的是，这种相互

作用表明该基因所代表的生物学途径可能会不同地

影响不同人群的疼痛反应。COMT 在预测疼痛表型时

与性别相互作用。编码低 COMT 活性的单倍型预测

女性中辣椒素引起的疼痛增加，但男性没有。相比之

下，来自不同单倍块的 COMT 单倍型仅预测男性机

动车碰撞后的疼痛和疼痛干扰。同样，协会 OPRM1
疼痛在不同人群中有所不同[6]。 

7 心理社会对疼痛和基因心理相互作用的影响 
大量证据表明心理社会因素与疼痛体验之间存

在很强的关联。与没有疼痛的人相比，患有慢性疼痛

的人报告的心理压力增加、生活压力更大，以及更多

的非疼痛躯体症状。心理过程可以与其他个体差异变

量相互作用，包括人口和遗传因素，以影响疼痛反应。

COMT 与灾难性疼痛（一种以反刍、放大和无助为特

征的对疼痛的不适应认知方法）相互作用，以预测慢

性肩痛患者的疼痛强度。具体来说，这种相加的相互

作用表明，具有高疼痛灾难性和高疼痛敏感性 C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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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亚组单倍型报告的疼痛比只有这两个风险因

素之一或没有这两个风险因素的人更大[7]。 
8 临床意义 
疼痛的个体差异以及产生它们的生物心理社会

相互作用对疼痛的评估和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首

先，为每位患者时认识到疼痛个体差异的重要性的提

供者将提供更好的护理，他们的患者将实现更好的结

果。其次，影响疼痛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复杂性需要同

样复杂的疼痛评估和治疗方法。美国疼痛协会疼痛分

类中强调，急性疼痛同样受到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深

刻影响。识别导致患者疼痛的多种生物学和心理社会

过程和相互作用，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都可以

作为制定有效治疗计划的基础。 
9 结论与展望 
疼痛体验的特点是个体间差异很大。本文重点介

绍了导致这些个体差异的多种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人

口统计学因素，如性别、种族/民族和年龄，代表了

容易评估的与疼痛相关的个人特征，并可能对公共卫

生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这些因素本身并不直接影响

疼痛，而是充当调节疼痛的许多潜在过程的代理。遗

传因素也代表了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但它们具有反

映可能直接影响疼痛的特定生物学途径的明显优势。

心理社会因素也会导致疼痛的个体差异，除了它们作

为风险标志物的价值外，许多心理过程是可以改变

的，因此可以成为干预的重要目标。重要的是，这些

多个生物心理社会变量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以影

响疼痛。许多变量的个体和综合影响导致个体差异产

生了一个个性化，该个性化独特地导致了每位患者的

疼痛。了解这些个体差异对于有效的疼痛评估和管理

至关重要，作为个性化疼痛治疗的基础，这是一个尚

未实现的目标。未来的研究迫切需要进一步阐明对疼

痛体验有重要影响的生物和心理社会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尤其，识别导致疼痛发展和持续存在的个体

差异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是当务之急。此外，确定预测

对疼痛治疗反应的个体差异因素将为未来个性化疼

痛治疗的努力提供信息。此类研究将通过识别新靶点

和更好地匹配患者需求的疗法来加强未来的疼痛治

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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