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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

—
行为医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第一讲
�

行为医学的出现及其概念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段淑 贞

行为医学的出现

近几十年来
�

医学界的学者逐步认识到
,

为

了促使医学和 医疗保健事 处更好地发展
,

提高人

民的健康水平
�

医学必须 认具有 一定缺陷和局限

性的
“
生物宝学模式

,

�� �
一

� “
临 �

� �
一

�� �转向
“

生物 合理社会模式
”

�� 。 寸
一

��
。

·

“� “ �
‘
� ��

。

这就是说
,

医学研究不仅应立足于生物科学去探

索生物因素在疾病的诊断
、

治疗阳预 防 中 的 作

用
,

还应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去研究心理社会

因素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
�

以及建立达到实

际效果的丢疗保健措施
。

大家知道
、

人是不断与其主活的洼会环境相

互作用的
一

种心理和身体的复合体
。

人之所以不

同于动吻
,

因 与池有 受吐会环境制约的高级的心

理活动
,

人的 外显
’
「

勺和内隐为行为都与健康和疾

病有密切关系
。

人类疾病不仅是机体的细胞
、

组

织或器官因感染
、

病毒成营养不良等因素引起的

生理功能障碍的表现
�

它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

心理活动影响上理功能
�

勺表现
,

每 个人都会根据

其主活经脸 怕文化 肯景对他所 惑知到灼周围环境

的各种刺敷 戈事件
�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主观

意义的评价
。

例如
,

生活中发生的
一

些事件
,

如

生死离别
、

疾病
、

社会
、

政治
、

经济状况和生活

环境
、

工作条件的变化
,

被某个人主观上认为是

一种
“

威胁性
”
的信息时

,

就会 产 生 恐 惧
、

焦

虑
、

失望 戈悲伤等情绪
�

反之
�

同样 事件若被某

个人认为是
“

满意
”
的信息

�

则会产生偷快
、

喜

悦为情绪
。

这些情绪会通过特宅的途径激妞神经

系统的活动
�

产生某种激素分泌的变化
,

影响行

为和生理功能而导致疾病或促进健康
。

一旦吹病 觉生后
�

具有不同人格特征
、

文化

背景和生活经验均人会对疾病症状产生不同的感

受
,

引起不同均情绪或行为反应
�

这些又进而影

响疾病的进程
、

治疗 次果和预后
。

例如
�

经医师

检查确诊某人患了癌症
,

有人因缺乏医学知识
,

不懂癌症有致命恶果
�

就不会因自己患了癌症而

焦虑沮丧
,

且能认真遵照医嘱接受各科检查和治

疗
,

从而取得较好的疗效
,
相反

,

有些人得知自

己患了癌症
,

则是忧伤绝望地等待死神来临
�

各

种治疗引起献疼痛
、

食欲不振
、

睡盯险碍和体重

减轻等副价用
�

又会使病人感到病忙恶化无可救

药而更加恐惧悲伤
。

这些匆惧
、

沮丧
、

失望等心

理反应会进一步加强疾病的痛苦付验
,

影叭机体

的抵 流力
�

恶化病情
,

加速死亡
。

所以
�

疾病的发生和人们刘疾病的感受
、

体

验都与社会
、

文化
、

心理
、

行为等一系列复杂因

素有关
。

临床医师除了有如生理学
、

病理学
、

细

胞学
、

内分泌学
、

免疫学等生物医学的知识外
,

还应有心理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教育学等人文

科学的知识
。

在医疗工作中
,

医师不仅要 了解有

关病人的病理生理的临床资料
,

还要收年有关病

人的社会心理方面民情况
�

女仁病人病前的环境变

化及其对病人的情绪打行丈的影响
、

病少的人格

特征
、

病少
、

亲友及其本人对疚病或疚疚行戈的态

度等
�

而且也要认识到医师与病少
�

之间建立良好

关系的重要性
。

此外
,

医师除了 采 用 药 物
、

手

术
、

理疗等生物医学的治疗方法外
,

还应重视心

理治疗
、

行为治疗和环境治疗等心理学和社会学

的治疗和预防手段
。

著名的医师和社会哲学家诺勒斯 �五�� 工� ��

指出
, “

�� 肠的人生来就是健康的
,

但由于种种

社会环境条件和个人的不良行为而使人害病
。 ”

事实证明
�

紧张的心理社会刺激
、

环境的污染以

及吸烟
、

酗酒和多食等不良行为是某些疾病发病

率和死亡率升高的心理社会因素
。

在医疗保健措

施中
,

设法纠正人们的吸烟和 酗洒行为
,

培养低

盐
、

低胆固醇的饮食习惯
,

号召力�弥体育锻炼以

及学 会 应 付 或处理各种紧张刺激等
,

将有利于

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
�

从而提高人 民 的 健 康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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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医学研究的重点从健康和疾病中的

生物因素转向让会和心理或行为因素的这种发展

趋势
,

医学科学中就出现了一门综合多学科知识

和技术的交叉性学科
� �

一行为医学
。

七十年代
�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心肺血管

研究所 �� � � � �� 首先对行为健康和行为医学的

研究和培训提供资助
,

在七所大学
,

如加利福尼

亚
、

密执安和耶鲁等大学开设行为医学
、

健康行

为和健康教育等课程
,

授予博士学位
�

并开展一

些行为医学的研究
。

不久
�

在国立健康研究院的

资助下
�

由来自内科
、

心理学
、

生理学
、

流行病

学
、

医学社会学
、

精神病学
、

行为生物学和有关

学科的�� 一”位科学家组成一个特别研究小组
�

专门研究行为医学的问题
。

后来 �约在 � � � �年 �

国立健康研究院给此研究小组定名为
“

行为医学

研究组
, 。

行为医学研究组的领导威斯 ��
�

�
�

叭, � 飞。

—
心肺血管研究所所长� 于 � � � �年指出

,

行为

医学研究组的目的是探索把生物医学 科 学 和 行

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人类的健康和疾

病问题
。

研究内容有探索大脑与躯体关系的基本

机理的研究以及矫正行为以促进健康的心理学研

究
。

这个小组的研究者虽然来自不同的学科
�

但

共同的目的是用行为作为工具来预防
、

诊断和治

疗疾病
。

行为医学研究组成立后的头两年 �� � � � �

�� � 的工作是在研究关于关节炎
、

新防代谢
、

消

化系统疾病
、

老年
、

过敏和感染疾病
、

癌症
、

药

瘾
、

儿童保健
、

环境健康科学
、

牙科
、

心肺血管

疾病
、

神经病和中风等问题的机构中进行的
。

医学
、

心理学和其它行为科学 的 学 者 们认

为
,

要发展行为医学这门新学科
,

必须进行各学

科间的合作研究
。
� � � �一 � � � �年间

,

在国立心肺

血管研究所的资助下召开 了七次会议
�

邀请流行

病学
、

心脏病学
、

医学社会学
、

生理学
、

精衬病

学
、

社会心理学和 临床心理学的专业学者共同讨

论行为医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
。

例如
�

� � � �年的

耶鲁会议上明确了一致公认的行为医学定义
�

决

定研究生活和行为方式与高血压和冠 心 病 的 关

系
,

并一致表示要共同合作开展健 康 行 为 能研

究
,

预防疾病
,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

� � � �年
�

在美国科学院会议上决定正式成立

“
行为医学研究院

”

来领导这个学科的研究术
�

培

训工作
。

米勒 ��
�

�
�

�川�� —著 名 的 生 理

心理学家
,

生物反馈法的创始人之一� 是第一任

院长
。

有 ��� 位医师和行为科学工作者为该院的

创办成 员
。

同年�� 月
�

在芝加哥由几十位医师和

心理学家成立
“

行为医学协会
” ,

这是第一个交

叉性学科的协会
。

此外
,

一些研究所和大学也设

立了行为宝学中心
、

系部或实验室
。

例如
,

国立

健康研究院中的癌症研究所和心肺血管研究所都

设有行为医学部
,

研究行为因素对癌症或心血管

疾病的影响
。

� � � �年后
�

行为医学协会相继创办了
“

行为

医学杂志
”
和

“

行为医学摘要
”

等刊物
。

它们为

研究共同感兴趣的生物医学和行为问题的各个领

域的科学家们
�

如医师
、

心理学家
、

社会学家
、

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保健专业人员
�

提供交流知

识和技术以及研究成果的场地
。

� �  。年起
,

有关

行为医学的著作也象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版了
。

例如
,

� � �。年�。月米勒教授访华时
,

曾带来一本

最初发表的著作
“

行为医学
�

一卫生保健中的实
际应用

” �由�
�

�
�

� � �� 二� � 和 �
�

�
�

�� � ��� 主

编 �
。

行为医学的概念

关于行为医学的定义
�

根据行为主义和心理

学的观点
�

有人作过各种解释
。

根据行为主义观

点
,

例如
,

伯克 �� ��’
,

� ��� � 认为
,

行为医学是

行为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
。

行

为医学是涉及生物反馈方法用于治疗红哮喘
、

偏

头痛等疾病
。

换言之
,

他认为行为医学是生物反

馈的同义语
�

有人认为
,

尽管生物反馈对行为医

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但两者不能等同
,

行

为医学大大超出了生物反馈的范围
�

它不仅激发

了生物反馈的研究及其临床应用
,

还发展了治疗

各种疾病的其他行为疗法
。

再如
,

波梅利恩和布

雷迪‘�� � � � � � � � � � ��
‘

�
,

� � � �� 认为
,

行为医

学是临床上应用行为治疗或行为矫正来评定
、

预

防
、

处理或治疗躯体疾病或机体的 生 理 功 能障

碍
�

所进行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和了解与疾病和健

康有关的行为问题
。

麦克纳 马 拉 ��
�

�
� 。�� � �

� � � �� 认为
�

行为医学主要代表医学和行为心理

学的结合
。

根据心理学观点
,

例如
,

阿 斯 肯 �人班
� 氏

� � � �� 认为
,

行为医学是研究躯体疾病及其治疗

所引起的心理反应
。

这个定义只强讥躯体疾病的

心理原因和后果
,

而没有注 意文 化
、

社 会
、

经



翩
医学与哲学 � � 吕� 年 第 匀期

系
。

心理学家则重点研究情绪
,

人格特征
、

行为

反应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
。

与行为科学和生物医

学科学中各个学科有关的专业
,

如医学心理学
、

神经心理学
、

医学社会学
、

咨询精神病学
、

医学人

类学等的科研人员
,

可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

从不同角度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不同课题进行研

究
,

并发挥各自力量
,

建立一个综合性生物行为

方法去说明并解决健康问题
,

为增 进 人 类 的健

万资
,

共同作出贡献
。

生物谣学科

济
、

营养因素对枢体疾病的作用
。

还有人认为
,

行

为医学是从心身医学 ��
、。了 � �、� , �

�� ��� � � �� �� �� � �

发展来的
,

它就是现代心身医学
。

但有人认为
,

行为医学不能等同于心身医学
,

它是从行为科学

发展来的
�

强调躯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

特别是

外部行为的洽疗
,

而心身医学是从生物医学的传

统观点发展衷的
,

强调躯体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
。

心身医学的概念起源于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理论
,

强调躯体疾病的发生与被压抑的心理因素

有关
,

因此
,

治疗主要是针对假设的内在因素来

进行心理治疗
。

� � ��年
,

一些行为科学 �心理学
、

社会学
、

流行病学� 和生物医学科学 �医学
、

精神病学�

的专家们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的 “行为医学” 会

�义止�
,

对行为医学的概念和研究方 向 进 行 了讨

论
,

一致同意确定如下的定义
。

这个定义是当前

各学科都能接受并 广泛采用的关于行为医学的概

念
�

行为医学 ��扩 , 、� , � � � � 瓜�
‘

���二� � � 是 近年来

迅速发展起来的
、

综合行为科学和生物医学科学

知识的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性学科
。

它是研究

如何发展有关健康和疾病的行为科学和生物医学

科学的知识和技术
�

以及把这种知识和技术应用

干疾病的预防
、

诊断
、

治疗和康复
。

所以
,

行为医学除了关于疾 病 的 预 防
、

诊

断和治疗的医学知识
,

如生理学
、

神经解剖学
、

药理学
、

免疹学
、

内分泌学和营养学等知识外
,

还

包括涉及行为的心理学
、

社会学
、

流行病学
、

人

类学和教育学等知识
。

换言之
�

行为医学是综合

与行为科学和生物医学科学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知

识和技术
,

为研究并解决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复杂

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
。

例如
,

在行为医学中
,

流行病学家所研究的

问题是年龄
、

性别
、

种族
、

职业
、

居住条件和社

会阶层等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
,

以及这些因

素与重要的生活事件
、

紧张状态和容易害病的关

心心理学学

打力针学

行为医学中各学科 间交插的图示

上面以马苏尔 ��”盯
�

� � � �� 的图示来说

明
,

生物医学科学和行为科学中各个学科及其有

关专业是如何相互交叉
、

相互系联
、

共同研究
,

为行为医学的发展和研究起很大作用
。

以 医学和

心理学及其有关专业的交叉作用为例
�

医学中的

临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临床心理学是相互联

系
、

合作来研究并解决精神病态或人格的问题
,

医学中的咨询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 医学心理学

是相互交叉共同探索心身关系或情绪与躯体疾病

的关系以及如何应付紧张刺激来预防疾病和促进

健康等等
。

总之
,

图示清楚地说明了行为医学这

门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

本 刊 征 求 封 花� 设 训
‘

为了改进 本刊的封 面 装祯
,

特向广 大读者及

美术工作者征求封 面设计
。

具 体要求 为
�
能体现

出本刊的性质和特
�

叙 , 中丈刊名 为主
,

英 文刊名

为辅 , 美观
、

大方
、

印刷成 本低廉
。

封面一 经选

用
,

致稿酬人 民 币 ��� 元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