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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盲

心身医 学是 医学心理 学的 主要内容之一
,

它也

是医 学科学 中研 究心理一 身体问题 的一 个 分 支 学

科
。

心身 医学认 为
,

社会心理因 素与遗传
、

生理
、

生 化
、

免 疫等因 素一样
,

在疾病 的发生
、

发展
、

治

疗 和 预防中起 一 定作用 , 反之
,

特殊 的生理 变化 或

疾病对人 的心理活动也有一定影 响
。

所 以生理
、

心

理和 社会因素对躯体疾病和 精神疾病 的发生
、

发 展

和后 果的影响
,

是医 学
,

包 括精神病 学中最突出的

问题 。

1 9 74年第 27届 世界卫生 会议强调 研究社会心 理

因素在疾病和 保健 中的作用
,

号召人 们在医 学 研究

和临床实践 中重视心身 问题
。

当前人 们正在 用各种

新技术新方法为社 会心理 因素如 何导致人类疾病和

促进人类健康提供 科学 依据
。

二
、

心 身医 学 的发展

社会环 境刺激 引起的 各种心理 活动与身体 的生

理 功能的相 互 作用 问题 早就被人们注意到 了
。

远在

二千多年前
,

古希腊的 希波克拉底就 强调 了心理 因

素在疾 病和 健康中的作用
。

我 国古代医 学 中早已有

关于心 理影响 生理 的论述
,

如 tt, 乙者
,

五脏六腑之

主也
, ⋯ ⋯ 故悲 哀愁忧则心 动

,

心动则 五脏六腑皆

摇
。 ”

有情绪是致病因 素 的论述
,

如
“

喜怒不 节
,

则伤脏
,

脏伤则病起 ” , 以及心 理与生 理相 互作用

的论述
,

如
“ 因郁 而致病

” , “ 因 病而 致郁
”

等
。

虽 然人们早就 承认心身 关系在疾 病和 健 康 中 的 作

用
,

但真正把它 作为一 门学科来 进行研 究还 是在本

世纪初才开始
。

本 世纪二十年代
,

欧洲兴起的 心身医 学
,

激起

了医学界 重视心理 因素在疾病 的 发生和治疗 中的作

翻

用
。

他们认为
,

某些原因不 明 的病 就是心身疾病
,

如消化性溃疡
,

支气管哮喘
、

高血压
、

关节炎 和皮

炎 等
。

40 一 5。年 代
,

心身 医学 的主要 任务是探 索躯体

疾病 的心 理致病 因素
,

试图证 明某种心 理 因素或未

解 决的无 意识 矛 盾的致 病作用
。

所 以 当时有 人把这

种 心身医 学看作是精神 分析的 附加物
。

但是
,

著名

的科学家弗洛伊德
、

巴 甫洛夫和 肯农等提出的一 些

新 的 概 念 和 研究方 法
,

推动了 心 身医 学从哲学和 医

学的 民间传说背景 上突出为科学 的研 究对象
。

二十年代发展起来 的心身医 学有两 个主要 的 研

究方面
.

( 1 ) 心 理动力 学 的 研 究
—

以 阿 勒 森 德

( F
、

A l e 盆 a n d e r ) 为 代表
。

它受 精神分析的 理 论

观点和 方法学 的影响
,

企 图证 明某种心 理因素是某

种躯 体疾病 的基础
。

强 调某种未解 决的或被压抑的

无意 识 矛 盾与某种躯 体疾 病有 因果 关系
。

例如
,

他

们认为
,

支气管哮喘 与哭 泣
、

悲伤和 依赖有关
,

当

一个 人想消除 矛盾情 绪或避开 危险事物时
,

他不 是

通 过 有意识 的行为去解 决
,

而是 以躯体症状 的如哮

喘去表达这种 情绪或 逃避困 难
。

再如
,

高血压 病和

关节 炎 与 被压抑 的愤 怒 有关 , 而消化性溃 疡和 神经

性皮 炎 与需要关注和 爱 护以 及悲伤 的 情绪有关
。

因

此对这种病的 治疗只 是查 明并解决所谓 致病 的心 理

矛盾和 情绪因 素
。

这 种仅研究躯体疾病 的心 理 因素

的观点
,

从六十年 代起 已逐渐 被人 们批 判 和 抛 弃

了
。

人 们认 为
,

仅仅把情绪或其他心理 因素看作是

导致某些 躯体疾病的 原因 是不 正确的
,

躯 体疾病 的

发生 是多因素的
。

( , ) 心理生理学的 研究—这是 以 沃 尔 富

( H
、

W o l f f ) 和 霍尔姆斯 ( T
,

H
,
H o l m e s )

等人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起来的
。

这种研究有精



细的科学实验设计和 可测量 的变 因数据
,

它强调有
意识 的心 理因素 ( 如情绪 ) 与可测量到的生理和 生

化变化有一 定关系
,

并探索 由社会心 理刺激引起的

情绪是通 过什么 途径 弓!起生理和 生化变化而导致疾

病 的
。

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和 理论观点对近二十 年来

现代心 身医 学 的发展 起着 决定性的 影响
。

心身研究先是 由精神病学家
,

特别是精神分析

家开始进行 的
, 以后又 由心 理学家和 生 理 学 家 参

预
。

近 20 年来
, 它 已从临床观 察转向基础研究

。

近

代神 经生理
、

神 经内分泌和免疫学方面 的 研 究 进

展
,

发现了 内脏调节 的复杂关系
,

这对心身关系提

供了 有力的 科学根据
。

当前心 理学家对 精神分析应

用 于 心 身问题 并不太感兴趣
,

他们倾 向于 对人格因

素进行客观 测量 ,

并探索它 与疾病 的关系 , 此外
,

他们还 开展一 些新 的实验室 研究
,

包括 催 眠实 验技

术
,

使人 体的生理功能形成 条件反射 以起 到治疗作

用
,

这就是 当前的行为治疗
。

总之
,

作 为一 门科学 的现 代心 身医 学强调 人的

心 理和 生理 功能是不 停地 与其 所处 的环境相互作用

的
。

研究 目的 是根据一 些科 学原理和 实 验来探 索并

验证 ,

由社会环境刺激引起的心理反应 是如 何产生

生理变化而导 致疾病或促进健康的
,

进而为心 身的

相互 关系和 作用 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 和 研究方法
。

现 代心身医 学的 主 要贡献是承认生 活环境和 生活 事

件以 及人们对此作出 的主 观评价在疾 病和 健康 中的

作用
,

并据心 身关系的 理论
,

发展更有效的 治疗
、

予

防和 康复 的方法
。

事实证 明
, 心 理治疗和 行为治疗

已在各种疾病 的 治疗 中起 着重要作用
。

随 着基础研 究的进展
,

当前 的 临床医 师
、

精神

病学家或精神分析 家感到被排斥于 心身研究之外
。

一些 组织 和 刊物 倾向于 把心身研究应用 于 医 学 实

践
。

例如在美国成 立 了 ,’, 合身医 学学会” ,

代表性

的刊物有 气已身医 学
” 和 “ 医学 中的精神病学 ” 。

此外
,

最近 又 成立 了 “ 国 际 心身 医学学 会
。 ”

三
、

基 本 理论

现代心 身医 学认为
,

人是不 断地 与其 生活的社

会环境相 互 作用 的一 种心 理和 身体的复合体
。

人之

所 以不 同于动物
, 因 为他 有高级 的心 理活动 ,

由此

产生的 行为与健康和 疾病有 密切 关系
。

人类疾病是

有机体不 能适应生 活环境 的结果
,

它不 仅是有机体

的细胞
、

组织或器官 因感染
、

病毒或营养不 良等因

素 引起的生理功能障碍 的表现
,

也是 受社会环境 制

约的心理活动影响生理功能的表现
。

现代心 身医 学认为
,

由客观现实和 大脑机 能产

生的 心 理活动
,

如思 想
、

情 绪
、

动机 等都 会影响身

体的 一切 生理过 程
,

包括 内分泌
、

免 疫
、

骨 骼肌
、

消化
、

呼吸
、

生殖 系 统等的 活动
,

影 响机 体的内部

平衡
、

机体适应环境 的能力和 健康状态
。

一个人 会

根据其生活经 验和文化教育
,

对 他所感知 到的周 围

环境 的各种信息或事件
,

有 意识或无 意识地作 出认

知评价
。

例如
,

生活 中产生 的 一些事件
,

如生 死 别

离
、

疾病
、

社会
、

政 治或经济状况 的 变化
,

被某个

人 看作是一种威 胁性的 信息时
,

就会产生恐惧
、

焦

虑
、

悲伤
、

失望 或愤 怒等情绪多 反之
,

同样的 事件

若被 某个人 看作是令人 满意的 信息时
,

则 产 生 愉

快
、

喜悦的 情绪
。

这 些 情绪会通过特定的途径激起

神 经系统冲动
,

产生激素变化 ,

影响行为和生理功

能 而导 致疾 病或促进健康
。

例如
,

初次离家去上学或工作的这 个 生 活 事

件
,

对一 般青少年来 讲
,

为 能踏上新的 征途
、

开始

新 的 生活而 高兴 ,

这种情绪会积极调动机体适应新

的环境 , 但对某些 特别 依赖父母
、

缺乏独立生活能

力
、

不 喜与人 交往或不 喜欢新的学校或工 作环境 的

少女来讲
,

这种生活环境的 改变 却引起 了她们 的紧

张情绪
,

使性腺激素 的分泌受到抑制
,

而 导致如 停

经的 现象
。

再例如
, “

父病危 ” 的一份 电报
,

对 与父亲 有

亲密感情 的人来讲
,

这 个信 息
,

会使他产生悲伤 与

焦虑情绪
,

而立 刻引起脸 发白
,

血压 升高
、

消化停

滞
、

失眠 成抑郁的 精神障碍 ; 但对 与父 亲缺乏感情
、

甚至是盼 望 父 亲早死 的人来讲
,

这一信 息却使他产

生喜悦和 高兴 的情绪
,

而 引起积极 的生理变化或行

为
。

一旦疾病发生
,

具 有不 同人 格特征
、

文化教育

背景 和 生 活 经验的人 会对 疾病症状产生 不 同 的 感

受
, 引起不 同的 情绪或行为反应

,

这些又 进而影响

疾病 的进程
、

治疗效果
。

所 以现 代心 身医 学就是研究一个人与其所处社

会环境发生 关系时
,

各种心理和 生理活动是如何相

互 作用 影响 人类 的疾病与健康的
。

四
、

主 要 研 究方 向

现 代心身医 学研究的 中心问题是阐 明并验证心



理 社会因 素和生 理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地决定着一

切疾病 的 发 生
、

发展
、

表现
、

病程和 后果的
。

另一

个主 要问题 是查 明如何改变心理 社会因素 以利于预

防
、

治愈或减轻生理机能障碍和 疾病
。

主要 的研究

有 以下几个方面 :

A
.

病 因研究

这方 面 的研究 集中于某些心 理社会因素对当前

发达国 家中发病率较高 的 一些疾病
,

如 心 血 管 疾

病
、

肿瘤
、

肺病
、

风湿 病
、

胃肠 病和 神经系 统疾病

的作用
。

研 究的 主要问 题 是关于 心理 社会紧张刺 激

的 概念以 及这 种刺激导致疾 病 的可能 性
。

1
。

紧张刺激的 概念

所谓
“

心理社 会紧张刺激
”

( p s了 e h o s o e i a l

5 t r e s s ) 是 指 一 个人 的 生活环境 中对他有影响 的

那些事件和情境
,

这些 事件和 情境作为刺激 被某个

人感知到并对之作 出主观 评 价后
,

就 会产生 一 些心

理变化 和 生理变化 ,

对这 种刺激作出 相应的反 应
。

2
.

紧张刺激 致病的 研究

关于 社会心理紧张刺激可能 导致 疾病 的 研究
,

当前是 从流 行病学
、

动物实验 和 临床观察三方 面 进

行 的
。

( 1 ) 流行病学 的研究

当前流行病学是研 究某个地 区 中某种疾病发病

率的情 况
,

并 探讨环境对人 类疾病 的影 响
。

例如
,

美

国肺癌 的 发病率 比50 年 前高出20 倍 , 冠心 病 的死 亡

率是 占其他疾 病死 亡 率的 1邝
。 “

流 行病学
”

的 意 义

变 了 ,

所 以其 研究内容也变了
,

当 前流行病学 的一

个研 究课 题 ,

是探讨环境对人类疾病 的影 响
。

现 代心身医 学是通过流 行病学 的研究来探索某

种 紧张的 生活 事件
,

失去亲人
、

迁居
、

家 庭不 和 或离

婚
、

拥挤 的居 住 条件
、

失 业
、

生 活 或工 作方式的 变

化等等与 某些疾病
,

如心 肌梗塞
、

癌症 等的 关系
。

另一些研究则 是探 索某个 阶段内 ( 如一 年 中 ) 生活

变化与 某种疾病 的 发生及其严 重性的关系
。

流行病学 的研 究指出
,

紧张的 社会事件
,

如战

争空 袭
、

迁居于 不 同 的 社会文化和 地理环境 ( 如从

农村迁居 城市或从城市迁居 农村 以及 迁 居 国外等 )
,

生 活方式的突然变化 ( 如 丧偶
、

离婚独居
、

失业
、

人与人 之 间的 矛 盾 等 )
、

社会地位的 改变等
,

与高

血压
、

溃疡病
、

中风
、

心 肌梗塞
、

肺结核
、

肺 炎
、

糖尿病
、

癌症
、

流行性感 冒
、

风湿性 关节 炎 等发 病

率 的增高有一定关系
。

丁
.

H
.

H o l坦 e s 和 R
.

H
.

R a 五e ( 196 7 , 1 072 )

的研究 指出
,

二年前经 历大量 剧烈生活变化 ( 如丧

偶 ) 的人 患各 种躯体疾 病的 比例要大些
。

A
。

S
。

K r a u s 和 A
。

M
。

L i l i e n f e l d ( 1 95 9)的研

究指出
,

丧偶的 25 一 34 岁的 人因各 种疾病造成 的死

亡率要 比那些未丧偶者 的死 亡率高得多
,

因为丧 偶

对许多人来讲是一种精神创伤
。

M a r r a y P a r k e s调查 了丧偶六个月 以 上 的

寡妇 的 发病率
,

特别是 死于 心血管疾病 的 ,

要 比同

年的 有夫 之 妻高得多
。

研究 表明
,

产生心肌 梗塞或

死 于 冠 心 病 的 病人 在发病前六个月都有 明显 的生 活

变化
。

有人用流 行病学 的方法探索社 会文化 的 迅速变

化 与高血压的 关系
。

如 I
.

P r i o r ( 1 077 ) 对 移 居

新西兰 的和 留在 岛上 的 T o k el a n 居 民 的血压进行纵

的 研究发 现
,

移居新西 兰的男人 的血压较高
,

男女

移 民的收 缩压 和 舒张压 的增高与这些人和 欧洲人的

相 互 作用 的 程度 有关
。

如若移 居新 西兰 的移 民基本

上 与本族 移民一 起生 活 和工 作
, 那 么 血压就 明显 的

低
。

这个研究 结果 证 明
,

社会心理 因素与持续血压

升高 而导致高血压 有关
。

J
.

C a s s e l ( 1 97 5 ) 总结 了 2 0 个研究发现
,

生

活在简单 的
、

安定的原始社会 中的人 们的血压偏低

( 收缩压平均为70 毫米汞柱 ) ,

且不 随年令的 增加

而 明显增高
。

但 同一种族 的人迁居于种族不 同的工

业 化城市 的环境 中
,

他们 的血压会升高
,

而且还随

年令的 增 加而不 断增高
。

关于 生活 变化 与发病 的关系
.

有人对在海上生

活一 年 的1 05 3位挪威 海军战士 ( 12 一 27 岁
,
90 拓未

婚
,

受 过高等教 育 ) 的研 究发现
,

其 中36 男的战士

患有 1 一 2 种病
,

28 拓患有 3 一 4 种病
,

而 24 拓的

战士患有 5 一14 种病
,

只有12 万的战士没有病
。

( 2 ) 动物 实验

本世 纪60 一70 年代
,

各种动物实验为紧张刺激

的致病作用提供 了令人信服 的证 据
。

对心血管的 影响

一 些 实验研究发现
,

过于 拥挤的生活条件以 及

由此产生 的 社会分裂和 冲突 会使动物产生 较多的 心

血管病变
。

例如H e n r y 等人 ( 19 67 ) 研 究 T 群 居

的老 鼠
,

他们 专门设 计一种狭小 的管道
,

把老 鼠的

生活区和 饮 食区 连接起来 以 增加老 鼠发生 冲突 的机

会
。

把 断奶后 单独饲养过的一些小 鼠放入这个拥挤

3尽



的环境中
,

它们就 经常发生冲突
,

引起高血压
,

且

迅 速死 于 心血 管病变 , 但若把习 惯于 群居 生活的一

些 小 鼠放入同 样的 环境
,

则 出 现 了 安 定 的 组 织

生活
,

它 们很少 殴 打
,

很少发生高血 压
。

J
。

C as
-

s
le 的研究指 出

,

过于 拥挤 的生活条件 引起动 物 间

的冲 突会 引起神经 内分泌的变化使某些激素
,

如17

经皮质类固 醇 ( 17 O H C S ) 和 儿茶酚胺产生持久的

变化
,

导致机体 的内部平衡失调
,

影响动物 对各种

刺激作 出适当反应
,

或是 引起某种疾病
。

C o r le y 等人 ( 1 9了5 ) 对猴 的实 验研究表 明
,

必 须每分 钟关灯一次 以避免尾部受 电击的猴表现出

强 烈 的 交感神经兴 奋的 迹象 ( 如高血压 )
,

最后发

展成 心 肌纤维 化或心 肌变性
。

那些 通过 串联 的 电极

受到同样 的 电击
、

但不 能 有较地控制 电击 的 猴子
,

出现 了心 动过 缓
,

并 较早 地死 于 心搏停止
。

对 肠 胃的 影响

S
.

M
.

W e i s s 的 研究 发现 , 不 断 受到 电 击 且不

能作 出转动笼子 的 轮子 以逃到 另一处避开 电击而长

期处 于 紧张状 态的 白鼠
,

要 比那 些能迅速 作 出这种

简单的 逃避反 应的 白鼠产生更多 的 胃损伤
。

M i l ze r 和 A r l 。 M y e r s 也观 察到
,

长期进 行

连续逃避 操作的 一 些 白鼠的 胃里
,

仍然充满着未被

消化的食物
, 以 致磨擦 胃壁引起溃疡

。

M il l e r 也观 察到
,

把 白鼠放人先 前使 它 受 过

电击的 装置 中引起恐 惧或其他 情绪
,

会使 白鼠迅速

排便
。

E s t e s 的 实 验表 明
,

当动物 面 前 出 现一 个

曾与电击 有联 系 的刺激物而 引起恐惧时
,

动物会停

止吃食或消化 停滞
。

对免 疫系统 的影 响

许多动物实 验 证明
,

紧张刺激能 千扰免 疫系统

的有效功能
,

易 于 使实验移 植 的恶 性组 织 或使实验

接种的 病毒 引起肿瘤
。

例 如
, S t e i n 等 ( 19 76 )

的研究表 明
,

每 五分 钟操作一 次穿梭 — 回避反应

( S h u t t l e 一 a v o i d a n e e r e s p o n s e ) 的白鼠出现

了胸 腺和 脾脏 的 皱 缩
、

白血球 减少 以 及对防御病毒

感染有 重要 作用 的 干扰素水平下降等现 象
。

在这种

免 疫功能 减弱 的 情 况下
,

白鼠特别易 受实验接种的

病毒感染或移植恶 性 组织而产生肿瘤
。

S t e i n 等 ( 10 76 ) 和 M i l l e
r ( 19 50 ) 总结的许

多实验 指 出
,

类 似于 引起 恐惧 的 电击 刺激的一些紧

张刺激
,

如 回避 学习 或调房等 会使给 以标 准剂量病

毒 的动物或体内移植恶性 肿瘤 的 动物 提高死 亡 率
。

( 3 ) 临床观 察

临床 观察 发现
,

紧张刺激或情绪的确会导致疾

病或恶化病程
。

有人观察了 心 脏病患者在紧张情绪

下 易于产生不 规则 的心跳
,

或纤维 性颤动
,

甚至突

然死亡
。

Ja : v i n e n ( 1。。5 ) {发现
, 心 肌梗塞 的病人 在陌

生的医 护人员查病房时发生突然死 亡 的要 比一 般情

况下产生死 亡的大四 倍
。

H e r d ( 19 75 ) 的临床研究指 出
,

由紧张刺激

或情绪兴奋 了 的交感神经系统
,

会使其末 梢释放大

量去 甲肾上腺素
, 同 时 肾上腺 髓质 会把 肾上腺素送

入血流
。

这些儿茶酚胺 与皮质类 固醇配合
,

动 员脂

肪 的储存
, 以致增高血 中的脂质

。

如 果这 些游 离的
脂酸不能 被肌 肉活动 消耗掉

,

就 会使血管平滑 肌细

胞增殖而发展成动脉硬化
。

儿茶 酚胺也可 促进血 液

凝固 ,

高剂量 的儿 茶 酚胺会使血小板 聚集而阻塞小

动脉
,

从而提 高心 肌 梗塞的 可能性
。

也有研究 指 出
, 由 紧张 刺激兴 奋 了的交感神经

会使心 搏量
、

心率和 心 输出量 增高而升高血压
,

这

时 由于外 围 阻 力的 增高进而又 增高血压
,

如若没有

较大 的骨 骼肌 活动 去降低这种 阻力的 话
,

就会产生

高血压
。

有人 观察到
,

在 紧张刺激作用下
,

也 就是在高

度应激状态时
,

由垂体释放出来 的生 长激素
, 以 及

肾上腺素
,

去 甲肾上腺素和 高血糖 素都 会抑制 胰岛

素的作用
,

即抑制血 塘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储存
,

再加

上其他能 量动员 的作用
,

大大 提高 了 产生 搪尿病的

倾 向
。

临床表 明
,

空袭会提高溃疡病的 发病率 ( Set
`

w a r t a n d W i n s o r ,

16遵2 )
。

后来 M a h l 对 准

备参加期终考试 的 医 学生作 的临床观察也 证实了 紧

张 的情绪
,

如恐惧
,

的确提高了 胃酸的 分泌而 引起

溃疡
。

虽 然从流行 病学
、

动物实验和 临床观 察 的大量

研究已 证 明
,

社会心 理紧张刺激与疾病 的 发生和发

展有一定的关系
,

但迄今还不 能作出完全 肯定 的结

论
, 因 为有些研究得出 了相反的 结果或不 产生 同样

的影响
。

A n dr e w s 和 T e n n a n 的 文章指出
, 心 理

紧张刺激不 会直接导 致躯体疾病
,

但 能使 已有 的疾

病复杂化
。

所 以 ,

在验 证 紧张生 活事 件与疾病 的发

生有肯定关系之前
,

还需进行各 方面 深入 的研 究
。

3
。

人 格或行为特征 与疾 病的关系



人 格特征
七十年代起

,

心理学 家开 展了 大量研究探 讨人

格或行为特 征与疾病的 关系
。

例如
,

对冠心病患者

的人格测量 的结果 表明
,

冠 心 病患者大都具有 所谓
“
A 型

” 的人 格特征
。

他们是雄心 壮 志
,

竞 争 性

大
,

为工作成就努力奋斗
,

常感时 间不 够 而 有 压

力
,

持续从事繁 重 的 工作 而不 感疲劳
,

敢于 承 担责

任
,

力 求达到更高要 求
,

易于 激动
,

缺乏 耐心
,

行动

迅速等
。

也就是说 A 型人 格是 引起冠心 病发作 的 原

因之一
。

1 97。年 西方 协作研究 组对 35。。位冠心 病患者进

行 的研究 发现
,
A 型 人格者 比 B型人格者 ( 悠 闲 自

得
, 不 好 争强 ,

从容不 迫 ,

生活工作有节奏 ) 有较

高 的血脂质
,

每天 的儿 茶酚 胺 分泌量较多
。

从尸 体

检查 表明
,
A 型人格患冠 状动脉硬 化者 要 比B型 者

多 4 一 5 悟
,

而且 他们经常有心 肌梗塞的发作
。

另

有研究 指出
,
A 型人格者 比B型者对高脂肪饮食 产

生较高 的剩余 血胆固 醇和 甘油 三酸 醋
,

而且 A 型者

的血凝 固 时间也 比 B型者 的 短
。

研究又 发现 A 型 者

对 日间活动的应激 反应是 增高去 甲肾上 腺素
,

例如

在作 困 难的迷津任务并伴有分心 的噪 音时
, A 型者

的去 甲肾上腺素 比B型者 的 高
。

在 控制胆固醇
、

血

压
、

肥胖
、

抽烟等致病因素 的 条件下
,
A型 人格者

发生冠心病 的要 比 B型者 的 多一 倍
。

根据上述研究

可 以 肯定
,
A 型人格在冠 心病 的发生 中确实起 着重

要作用
。

对 其他疾病的临床心理学研究发现
,

消化性溃

疡病人 的人 格特征 大都是被动 的
,

好依 赖的 ,

顺从

的 ,

缺乏 创造性
,

不好与人交 往
,

情绪不稳
,

常有

某种 矛盾情绪
,

如 害怕失去依靠
、

力 求取得某种成

就而 害伯 受到挫折等
。

对 溃疡性结肠炎病人 的心 理测验和 观察 结果认

为
.

这种病人 与母 亲有着共生性 的依恋关系
,

他们是

过分依赖与顺 从
,

特 别 要求别人 给予注意和 关怀
。

当

亲人 死 亡 或与亲人别 离时
,

或处于 缺 乏感 情的 环境

时
,

这种人特别易于 患病
。

他们的人格 特征为谨慎

小心
, 不 好激动

, 凡 事有秩序
,

拘泥 形 式 ,

严 守时

刻
,

好洁 净
,

没有为成就 而努力 的雄心 壮志
, 以 及

缺乏 自信等
。

病人 的这种人格特征与童年时父母对

他的态度和 教育方式有密 切 的 关 系
。

这一 般是 由于

父母管教过分
,

贵备孩子或过分关心
、

爱护孩 子造

成的
。

对慢 性腰痛 的病人
,

明尼苏达多相 人 格 调 查

( M M IP ) 表明
,

他 们在疑病症
、

瘟病和 抑郁症方

面的 量表分数都高于 健康人
。

对关节炎 病人 的 临床心 理学研究发现
,

他们的

父 母 往往是 专制严历
,

处处严格要求病人
, 以 致 使

病人 长期 处于 紧张压抑 的情境
,

从而形成了 他们过

分谨慎小心
、

好 自我牺牲
、

不 敢表达 反抗情绪的性

格
。

从 明尼 苏达 多相人格调查 结果 表 明
,

他们的 疑

病症
、

抑郁症和 詹病 的量 表分 数也都高于 健康人
。

此外
,

易于 对刺激物 过敏而产生皮炎的人
,

一

般表现有被动
、

过分焦虑
,

压抑愤怒 和 缺乏与困 难

作斗争的 能力等人格特征
。

在生活经历 中
,

他们常

缺乏父母 或人们 的爱护
,

有求爱的强 烈欲望
。

对哮喘病人 的人格特征 的心 理学研究发 现
,

这

种患者一 般是依赖
、

顺从
、

胆小
、

内 向的 或 自我 中

心 的 ,

好幻 想的
,

缺乏 自信
,

难 以忍 受挫折
, 不好

表达 自己情感的
。

对癌症 的临床心理学研究发现
,

长 期 处 于 孤

独
、

矛 盾
、

抑郁和 失望情境下 的人
,

或好克制 自己

的情感
、

不 敢 任意发泄 愤怒
、

多愁多虑或 有不 安全

感 的 人是较易患癌症的
。

行为特 征

1 97 6年美 国卫生 部医政处 的一 份报告指 出
,

一

些不 健康 的行为是 引起疾病 的主 要原 因
。

例如
, 吸

烟这 种 行为 与冠心 病 和癌症 的死 亡率 的增高有关
。

吸烟者 要比非 吸烟 的 死亡率高 70 多
。

有人估计
,

美

国每年 因吸烟而 早死 的有 3 20
,

00 。人
, 吸 烟也 使 一

千万人害有使人虚 弱 的慢性病
。

又如 酗 酒易导致肝

硬 变和 各种癌症
。

多食和 活动 少引起 的肥胖与糖尿

病
、

胆 囊病和 高血压病有 关
。

综上所述
,

人格或 行为 与疾病和 健康有密切 关

系
,

为 此培 养良好 的
、

有节奏 的生活 习惯
,

矫正 不

健 康的行为
,

是 当前心身医 学的主要 任务之一
。

( 未完待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