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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王里紧张刺激与疾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段淑 贞

根据
“

世界卫生组织
”

对 健 康 的 解

释
,

健康不仅指一个人没有症状或疾病表

现的状态
,

而是指一个人有 良好的身体
、

精神和社会适应状态
。

因此
,

医学研究和

保健工作除了重视致病和防病的生物因素

外
,

也应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在致病和防病

中的作用
。

可见
,

有些疾病并不是由某种病毒或

感染引起的
,

而是机体不能对周围环境某

种刺激作出有效反应的结果
,

或是机体不

能适应环境的表现
。

人类疾病是人体不能应付

环境刺激的结果

人自出生后就处 于多种刺激的 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 中
。

每个人都会通过大脑感

知和评价周围环境 中的各种刺激
,

并调动

机体的各种功能对不同刺激作出相应的反

应
。

例如
,

在高温条件下
,

机体有调节体

温的功能
,

它会通过汗液的分泌
,

散发热

量
,

以免体温不断升高发生中暑现象
。

人类机体是通过 自主地
、

不断地对周

围环境的广泛刺激进行适应再适应
,

才能

保持健康
、

维持生命
。

机体为 了适应环境

的各种刺激
,

必须调动各种器官活动或改

变其功能
,

作 出生理的和心理 的 相 应 反

应
。

如果环境的要求与机体的适应能力不

平衡时
,

就会产生紧张的或衰竭的状态
。

如果某个刺激相当强烈
,

而且是持久重复

地作用于机体
,

使机体持久重复地作出相

应的反应时
,

机体器官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

就会发生障碍
,

因而出现症状或疾病
。

例如
,

让某战士在三天内持续学习射

击
,

不给休息
,

他就会出现头痛
、

视觉模

糊
、

心悸
、

脉搏加快
、

心电图异常以及恐

惧
、

焦虑等生理心理反应
。

这些反应只有

在他充分休息后才能消失
。

个人对环境刺激的认知评

价决定其反应方式

环坑刺激是否能使人紧张
,

引起某种

生理变化而导致疾病
,

这是取决
一

�一个人

对刺激的认知 评价 以及他对这种刺激的应

付能力
。

换言之
,

一个人 首先认为面临的

刺激或情境对他构成威胁
,

而他又不能应

付或适应时
,

才
’

会产生紧张状态
。

日常生活 中
,

人们虽然时刻遇到这样

或那样的刺激或事件
,

但每个人对同一刺

激或事件的感知评价并不相同
� 同样一个

人在不 同时刻对同样事件的体 验 也 不 一

样
,

由此产生的生理心理反应也不同
。

例

如
, “

父病危
”

一份电报
,

对与父有亲密

感情的人来讲
,

是一种威胁性的信息
,

这

个刺激顿时可能使他引起如脸发 自
、

血压

升高
、

食欲不 振
、

悲伤
、

热虑或失眠等生

理心理反应
�
反

�

之
,

对父亲缺乏感情
、

甚

至不愿瞻养父亲的人则产生兴高采烈
、

食

欲增强等相反的心理生理反应
。

为什么不同人对同一事物 有 不 同 评

价 � 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对同一事物又有

不同反应 � 这就取决于以下一些因素
。

人们对环境刺激作用 不同

认知评价的因素

�
�

遗传素质
�
每个人会受父母遗传

基因的影响表现强弱不同的神经类型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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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母亲妊娠时营养不 良
、

害病
、

服药或

产伤导致神经系统的脆弱性
。

神经系统脆

弱的人感知微小刺激是强度的
,

易比神经

系统强型的人产生紧张反应
。

他们易受各

种精神创伤或病毒和感染的影响而致病
。

�
�

人格特征 � 人格特征决定着一个

人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方式
。

例如
,

初次离

家去上学或工作
,

对一般青少年来讲
,

为

新换个环境
、

踏上新的征途
,

开始新的生

活而欢欣鼓舞
,

这种愉快的情绪会积极调

动机体各种功能适应新的环境
�
但对特另��

顺从
、

依赖
、

缺乏独立生活能力
、

不好 与

人交往的 青少年来讲
,

会因面临新的生活

环境精神高度紧张
,

因而得病
。

�
�

年龄
�

不同年龄的人对同一刺激

会作出不 同的感觉和评价
,

产生不同的情

绪
。

例如
,

流行歌曲对年轻人会引起轻松

抒畅的感觉
,
而对老年人则引起厌烦

、

不

愉快的感觉
。

�
�

文化教育背景
� 在急诊室遇到深

度昏迷的危重病人时
,

具有丰富医学知识

和实践经验的医务人 员能沉着地
、

熟练地

进行抢救工作
� 但对刚参愁��工作的医务人

员来 讲
,

这种情境却使他们精 神 高 度 紧

张
、

恐慌和手足无措
。

�
�

健康状态
� 对周围环境刺激的评

价会因一 个人健康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

一

般来说
,

身体和精神健康状态 良好的人能

正确感知外界事物并作出适当的反应
�
但

精神萎糜
、

身体虚弱的人往往容易歪曲客

观事物真相
,

作出不确当的评价
。

所以
,

人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

不是一

种简单的
、

刻板的生理过程
,

如一定程度

的刺激产生一定强度的反应
�
而是一种动

态的
、

复杂的生理心理相互作用的过程
。

人对任何刺激不仅具有感知活动
,

人还会

根据 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理状态对 各种刺

激进行判断评价
,

然后采取行动
,

作出反

应
。

影响健康的社会心理紧张刺激

探讨影响人类健康的紧张刺激的大量

研究发现
,

下列因素对人体健康影响是明

显的
�

�
�

工作条件
、

性质和时间
�

各种持

久超强度的物理化学刺激
,

过长的劳动时

间
,

与个人能力不相适应的工作
,

重复
、

单调或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
,

与领导或同

事关系不融洽
,

未能得到应有的赞扬和报

酬
,

工作计划和性质的突然变化等都 会使

人产生焦虑
、

烦躁
、

愤怒
、

失望等紧张情

绪
。

这种情绪一 方面会影响机体各种功能

导致疾病 � 另一方面由于心情不佳
、

注意

力不集中或其他躯体疾病或症状而造成种

种事故
。

� 物理化学刺激
�

不 适 当 的 温

度
、

湿度
、

噪音
、

照明
、

振动或幅射等的

长期刺激作用
,

会影响一个人 的 生 理 状

态
,

改变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
。

以噪音为

例
,

人在持久或广泛地处于大于�� 分贝音

响的条件下
,

会出现暂时性听觉丧失
,

或

永久性耳聋
。

噪音会影响工人对信息的感

知和情绪
,

改变一个人的智能 和 操 作 能

力
,

使需要精确感知或高速度和高技术的

工作产生错误
。

在噪音环境下劳动的工人

易产生咳嗽
、

嗓子发 哑
、

喉咙疼痛或高血

压现象
� � 重复

、

单调或精神高度集中的

工作
� �� � � � �、� � , � � �盯 � � 的研究发现

,

从

事不 到一分钟就重复一次工作的工人
,

要

比隔 �� � 分钟重复一次工作的工人多患

失眠
、

肠 胃病和抑郁症
。 � � � � �, � � �  � �� � ��

研究 了澳大利亚电报员的健康状况
,

由于

他们常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警戒状态
,

以精确熟练的技能从事单调刻板的工作
,

因此他们的精神十分紧张
。

据调查
,

这种

人特别 易 患 神 经症
、

哮喘
、

手指震颤或

痉 挛
、

消 化 性 溃疡
、

消化不良和慢性湿

疹等
� � 过 多 的 劳 动 时 间

� � �� �� � 和

� � �� � � � �� � � �对 � �� � �岁 �� � 位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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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病 前 的 工 作
、

饮食
、

生活习惯和生

活方式进行调查研究
,

其中�� 拓的患者在

出现症状前都从事负担过重
、

长期紧张的

工作
,

�� 书的患者从事两种工作
,

�� 拓的

患者每周工作时
一

间超过� 。小时
。

此外
,

��

万的患者报道有明显的恐惧
、

不安
、

焦虑

或激动等体验
� �紧张的人事关系

�

临床

医师在门诊往往遇到一些主诉多种症状的

长期病号
,

他们常认为领导和同事对他不

公平
,

他们常有愤怒
、

不满
、

忧虑
、

失望

的紧张情绪
。

这些情绪又会使由此产生的

病症久久不能治愈
,

因为致病因素未能消

除
。

�
�

生活关系的突然变化
�
丧偶

、

离

婚
、

失去亲人或离家远走等精神创伤或生

活的突然变化
,

对健康特别有害
。

� � ��� �
等 �� � � � � 的研究指出

,

死去配

偶的�� � � 岁的人因各种疾病造成的死亡

率
,

要比那些未丧偶的人的死亡率高得多
。

有人在英国医疗记录中对� �。。位 �� 岁

寡妇进行的分析发现
,

丧夫 � 个月内死去

的寡妇有 �� � 人
,

占这个年龄阶段死亡率

的� �厂
。

�

�
�

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的改变
� 随

着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

工业 化
、

城市化的

迅速展开
,

大量农 民迁居城 市
,

他们必须

从简
一

单的手工劳动转变为精神高 度 集 中

的
、

技术复杂化的机械劳动
,

从宽广安静

的生活环境进入拥挤嘈杂的环境
,

这就要

求他们化更大的能量去适应
,

为此易 于产

生紧张的应激状态
。

�� � � � �� ��  � � 总结了� �个研究发现
,

生活在简单的
、

安定的原始社会中的人的

血压都偏低 � 收缩 压 平 均 为 �� 毫 米 未

柱�
,

且不随年龄的增高而升高
。

但同一

种族的人迁居于不同种族的工业 化城市的

紧张环境中
,

他们的血压明显升高
,

且随

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升高
。

�
�

过量的烟
、

酒和食物
�
有人遇到

使他感到紧张的情境时
,

往往好频繁地吸

烟或大量喝酒
,

也有表现食欲不振或过分

贪食
。

应付紧张情境的这些行为本身
,

又

会成为紧张刺激作用于机体
,

加强机体的

应激反应
,

引起疾病
。

� �  �年美国卫生当局有份报告
,

列出

多种不健康行为的致病作用
。

例如
,

吸烟

与冠心病和癌症的死亡率增高有关
。

吸烟

者因一切原因死亡的要比非吸烟者的死亡

率高佣多
。

酗酒易引起车祸
、

肝硬变和各

种癌症
。

我国武汉医学院有研究报道
,

吸烟和

喝酒与肺心病
、

肺癌和消化道癌有显著相

关
。

吸烟者在这些方而的死亡率比非吸烟

者几乎高一倍
。

每天饮酒 � 两以 上者患肺

癌的危险率要比每 日饮酒 � 两者高 � 倍
,

而每天饮 酒
一

半斤以上者则要高 � 倍
。

多食对健康也有害
,

因为不能被机体

当作营养物来吸收的过剩食物是有害于机

体的
。

由多食引起的肥胖与糖尿病
、

胆囊

病有关
。

综上所述
,

人类生活环境中的生物物

理 的
、

化学的
、

文化的和社会心理等的紧

张刺激 会相互作用于机体
,

引起紧张的应

激状态
,

影响人的健康
。

紧张刺激引起的生理心理效应

当周围环境刺激作用于大脑被人感知

后
,

人们就会 根据其遗传 素 质
、

人 格 特

征
、

学 习经验和健康状态等对某些刺激作

出认知评价
,

如若这种刺激被人认为是紧

张的或对他是威胁性的刺激
,

同时
一

他对之

又无应 付能力时
,

则会产生紧张的应激状

态
。

在这种状态上
,

人们除了外部表现一

些情绪体验外
,

机体内部还产生一系列变

化
,

这些变化不 但影响人的行为和工作
,

还可导致疾病
。

�
�

生理反应
�
任何外界刺激作用于

人脑时
,

就会使下丘脑兴奋
,

肾上腺髓质释

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

从而增强通

向脑
、

心脏
、

骨肌等生命器官的血流
,

提

高机体对各种刺激的警戒能力 和 感 受 能

力
,

增强能量
,

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应
。

人若处于紧张刺激作用下
,

从肾上腺

髓质释放的大量肾上腺素会使人产生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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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刺激与心理生理反应 的相互作用

�
�

老全
部 刺 激
舌事件 �

召
�
内 部 刺 激

�身体变化�

�

激
�

�

傲
�乙少

、而了
�

一丁 必
� � 、 刀凶 �

一��一一��一

�遗 传 素 质 ”认知

神经、统 �

叔
评价、�学

习 经 验 �

、「不不不几万丁反
�

�必
� 示 儿 利 撇 �

小

赢
力差

�不
�

平 衡

一 导 致
�紧 张 状 态

�

⋯。理 反 应
� �生 理 反 应

一情 绪 体 验 � �行 为 表 现 �

一之之泛 落
聋�霭医床疾病轰精神病

分解代谢
,

导致细胞间

钾
、

氮平衡失调
。

�

如果一个人常把一
� 些事件或情 境 看 作 艰
� 难

、

危险
,

老处于紧张
� 状态

,

此时
,

机体为了
� 应付这种情境

,

一个或

多个器官
,

或整个器官
� 系统会产生过渡活动

,

久而久之则使之功能失

调
,

最后出现症状或疾
�

病
。

�
�

心理反应
�
在

�

紧张情境下
,

人们除了

� 产生上述一系列生理变

化外
,

往往还伴有一些
� 心理反应

,

如焦虑
、

烦

躁
、

恐惧
、

情绪波动
、

好激动
、

发脾气
�
也有

自卑
、

自罪
、

害羞等情

绪体验
。

由 于 精 神 紧

张
,

一些人常表现注意

力不集中
、

思想中断
、

对外界事物过于敏感和难以作

一一

加速
、

心输出量和血压增高
,

胃分泌减少
,

胃肠蠕动减慢
,

呼吸加快
、

出汗
、

手足发

冷
、

膀肌胀感和失眠等现象
。

但 当人适应

并应付了这种刺激后
,

这些生理反应会逐

渐消失
。

但 当一个人持久或重复地面临紧张事

件
,

采用以前学会的适应方法不能解决问

题时
,

则会产生其他一系列生理变化
。

如

肾上腺素 会使心肌收缩引起心动过速
�
使

蛋白
、

脂肪和糖原转变为葡萄糖引起血压

升高 � 同时也会加速代谢
,

增 高 氧 的 消

耗 , 以 及刺激周围血管收 缩
,

使 血压 升

高
,

血凝 固加速等
。

下丘脑除了兴奋 肾上腺髓质外
,

还能

兴奋垂体后叶
,

使之释放抗利尿激素
,

引

起体内水储留
� 同时又能兴奋垂体前叶

,

使之释放大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肾上腺

皮质大量释放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
。

前者会改变免疫反应
,

提高血小板和纤维

蛋白原的生成
� 后者会提高血糖和蛋 白的

记忆不佳
、

出决策等
。

此外
,

有人为了消除紧张
,

会大量吸

烟和喝酒
,

经常服药或吃东西
�
有的甚至

把情绪发泄在别人身土
,

出现漫骂或冲动

行为
�
有 的则表现隐退独居

,

少言不动和

厌食等
。

严重的则发展为神经 症 或 精 神

病
。

总之
,

人在紧张状态下产生的生理变

化和情绪行为反应
,

又会作为一种紧张刺

激反馈作用于大脑
,

加强或延长机体的紧

张反应
。

机体的过度或不适 当的应付反应

会促成器官的结构损伤和功能障碍
,

迸而

出现躯体疾病和精神病
。

所以
,

对某些人

来讲
,

疾病可能是严重而又持久的紧张体

验反应的结果
。

最后
,

以士
�

图说 明社会心理的紧张刺

激与心理生理反应的相互作用及拭与疾病

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