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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 行为医学
—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第三三讲 行为治疗的洲里论基础和方法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段淑 贞

行为治疗在医疗实践中起着突出作用
,

并且

是行为医学的核心内容
。

那么
,

行为治疗的理论

基础是什么 � 它又有哪些方法呢 �

首先谈谈什么是行为� 行为是人们对其所处

环境的反应
,

或是人们在其所处环境中做什么
。

一般来说
,

人有两种行为
�

�� �反应行为
,

或称

不随意反应或自主反应
。
例如

,

见到 食 物 流 唾

液
、

听到巨声而惊恐
,

运动后出汗等
。

另外
,

对

躯体疾病产生的恐惧和焦虑的情绪反应也能在某

种紧张情况下以同样的自主反应形式产生
。

� � �

操作行为
,

或称有目的反应
。

这种行为包括一个

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 行 为
,

如 走 路
、

讲

话
、

服药
、

抓搔
、

哭泣等
。

这些行为与个人所处

的环境相互作用
,

并对其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

一

个人的思想也可看作是操作行为
,

因为它影响着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

人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经典性条件反射

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不断学得这两种行为
。

行为治

疗就是根据这两种条件反射的原理
,

设计一些方

法来矫正某些行为的
。

经典性条件反射

什么是经典性条件反射 � 例如
,

巨声这个无

条件刺激会使幼儿产生哭泣
、

颤抖等惊恐反应
,

这是一种无条件反射
。

当巨声与白兔同时呈现
,

并结合多次后
,

幼��即对白兔产生同样的惊恐反

应
。

以前是中性刺激的白兔成为引起惊恐反应的

条件刺激
,

由它引起的惊恐反应就是条件反应
。

这种反应会泛化使幼儿对棉花
、

白猫或母亲的白

皮大衣都产生惊恐反应
。

再如
,

癌症病人会由于

长期放疗或化疗的副作用产生痛苦体验
,

随后逐

渐对与治疗无关的事件
,

如乘车去医院
,

坐在候

诊室等情境也产生痛苦反应
,

因为这些情境多次

与治疗引起的痛苦体验结合在一起成为 条 件刺

激
,

由此形成了痛苦的条件反应
。

这就是经典性

条件反射
。

根据这种条件反射的原理设计的对抗性条件

反射法和消退法
,

就是破坏由经典性条件反射引

起的不良反应或行为
。

所谓对抗性条件反射法就是用条件反射的方

法使一种良好的反应或行为来替代不良的反应或

行为
。

例如
,

在给害怕白兔的幼儿喂奶时
,

逐渐

把白兔接近他
,

以便使吃奶的愉快体验代替见到

白兔的恐惧体验
,

最后幼儿不再对白兔产生惊恐

反应
�

同样
,

由优美舒适伴有轻音乐的候诊室引

起的愉快体验也可以对抗由治疗引起 的 痛 苦 休

验
。

临床
�

上用以治疗恐怖症的系统脱敏法以及用

以禁烟或戒酒的厌恶疗法
,

就是根据对抗性条件

反射法发展来的
。

系统脱敏法���� 加� � ��� � ��� 欢
� ��豆� � �� � 。�是

用一种反应 �如训练病人全身肌肉松弛� 来代替

焦虑反应
,

或用一种愉快的体验来代替 恐惧体

验 , 或者让病人逐渐接近不会引起焦虑或恐惧的

可怕情境 �一般是他想象中的可怕情境�
,

有时

也可让病人真正接近可怕的情境
,

从而逐步消除

已形成的焦虑或恐俱的条件反应
。

例如
,

帮助害

怕分娩的孕妇确认引起她焦虑或恐惧的情境
,

如

子宫收缩
、

躺在产床上
、

胎儿从产道出来等
。

然

后训练她处于平静松弛状态下来想象每个情境
,

或教会产妇在分娩的不同阶段作深呼吸和松弛反

应
,

以消除她已形成的焦虑或恐惧反应
。

厌恶疗法 ���
�

成�� 叨虎�� ��� 是把以前形成

不良行为或习惯 �如吸烟
、

酗酒� 的 条 件刺 激

�烟
、

酒 � 与某种产生阴性强化作用的惩罚性无

条件刺激 �如使之熏眼
、

喉痛的浓烟
,

或使之恶心

呕吐的戒酒硫� 多次结合
,

逐渐使吸烟者或酗洒

者对烟
、

酒的条件刺激形成厌恶反应
,

进而消除

吸烟或酗酒的不良行为
。

同样
,

可指示强迫症患

者在出现强迫观念时停止呼吸
,

使自己憋气以抑

制强迫观念的涌现
。

再如
,

对于 反色呕 吐 的 婴

儿
,

每当他的肌电图上呈现表示要呕 吐 的 反 应

时
,

即给予轻微的电击
,

电击会使婴儿产生哭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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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

由此可抑制其呕吐反应
,

使之正常进食而

康复
。

所谓消退法就是连续呈现条件刺激而不结合

无条件刺激
,

直至条件刺激不再引起条件反应为

止
。

临床上应用的涌进疗法就是从这种方法发展

来的
。

涌进疗
一

法 �� ��� �� ��� �
,

也称满灌疗法
,

是让

病人在想象中或现实中面临他最害伯的情景
,

并

鼓励他去真正接触这种情景
,

直到他不再产生焦

虑和恐惧
。

例如
,

对于严重害伯注射或验血的病

人
,

医师可鼓励病人想象他正在看着针头注入皮

下或看着注射器从血管内抽出血
,

直到他想象这

些事件或真正面临这种情境时不再产生焦虑和恐

惧为止
。

再如
,

可以带癌症恐怖症的病人到肿瘤医

院门诊部候诊室去
,

让他坐在癌症病人坐过的凳

子上
,

并与癌症病人握手
,

虽然患者开始十分恐

怖
,

简直难以忍受
,

但久而久之就会消失焦虑恐

惧状态
。

操作性条件反射

操作性条件反射是一种学习过程
,

即训练动

物或人对特定刺激作出某种操作或反应
,

并用奖

赏及时对这种反应或操作给子阳性强化
,

以便使

之对后来呈现的同样刺激或情境更能产生同样的

反应 � 相反
,

若对作出的某种反应或操作及时给以

惩罚作为阴性强化
,

则将减少产生同样反应的可

能性
,

或消除这种反应
。

例如
,

根据操作性条件

反射的原理可促使手术后病人喝水或进食
。

指导

病人自我记录他每天的饮水进食量
,

当饮量增加

时
,

医护人员则及时给予表扬或多加关怀 , 但当

病人不遵守医嘱饮水进食时
,

医护人员则以冷淡

作为惩罚
‘,

根据这个原理发展的成型疗法
、

生物反馈法

和代币奖励
,

对某些躯体疾病和精神病的治疗
、

康复起着显著效果
。

成型疗法����� �� � � 是指用强化某种反应而

不强化另一种反应的方法
,

使人逐步形成新的或

符合要求的行为
。

例如
,

让怕黑的儿童去暗室取东

西
,

当他完成这个任务时
,

立即给予奖励以作强

化
,

否则不给奖励
,

久而久之使儿童形成不怕黑

的行为
。

再如
,

对中风或外伤后需要重新学习复

杂行为 �如走路或自理生活� 的病人
,

治疗者可

把需要学会的行为分成几部分
,

指示病人或示范

病人如何做
,

一旦病人掌握一部分行为
,

立即给予

强化
,

逐步训练使之能独立生活和从事简单工作
。

生物反馈法 �� ��� �� ��� �� �是根据自主神经

系统可以通过操作条件反射进行学习的理论
,

采

用现代电子仪器�如皮肤肌电反馈装置
、

皮肤温度

反馈装置
、

脑电反馈装置�将人体内脏的生理功能

�如心率
、

血压
、

胃肠蠕动
、

皮肤温度和脑电波

等� 的状态予以描记
,

并转换为声
、

光等听
、

视

觉信号显示出来
,

反馈给受训者
,

使受训者根据

反馈信号
,

也就是内脏生理功能的变化情况
,

有

意识地反复训练和学习来调节和控制内脏功能和

其他身体功能
,

矫正已产生的某些病理过程
,

达

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

例如
,

设计一种仪器
,

每当

病人经过精神入静和肌肉松弛使 自己的血压下降

到一定要求时
,

如下降 � 毫米汞柱时
,

就发出一

种响声
,

提供病人
“
他成功地使血压下降了” 的

信息
。

在他学会下降 � 毫米汞柱后
,

就要他逐渐

降低血压到�� 毫米汞柱时才发出音响 , 相反
,

若

血压没有下降或升高了
,

则发出另一种响声
,

告

诉病人失败了
。

经过反复训练
,

病人就能自主地

调节血压
,

使之恢复正常
。

代币奖励 ��
�

�� 几 � �� � � 功�� 是根据操作性

条件反射的强化法而设计的一种行为疗法
。

用象

征性代币 �如塑料钱币
、

红星
、

红旗 � 作为条件性

强化物
,

对儿童或精神病患者的良好行为及时给

予强化
。

叠积一定数量的代币可换取某种物体
、

活动或权利
。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培养儿童的良

好行为和习惯
、

阻止精神病人产生精神或行为衰

退
。

这种治疗结合药物对多动综合征的儿童有较

好的效果
。

如果患童在家里表现有某种良好的行

为
,

如拣起自己的衣服
、

按时睡觉或能短时安静做

作业
,

则及时给他记一个红星 , 如果他有叫喊
、

打闹或绕着屋子奔跑等不良行为
,

则给他记一个

黑圈
。

父母应明确告诉儿童
,

出现一个黑圈就要抹

掉一个红星
,

叠积一定数量的红星就可以换取某

种要求
。

如 �。个红星可以去动物园或看电影
,

� 个

红星可以吃冰淇淋等
。

学校老师也可采用同样方

法帮助儿童形成与人合作
、

完成作业 等 良好行

为
,

减少他的多动行为
。

老师应检查儿童在一天

内有哪些好的表现
,

并把它记在卡片上让儿童带

回家去
。

父母可根据儿童表现好的程度
,

用不同

方式给以奖赏
,

如给他好吃的
、

陪他玩游戏
、

延长

看电视的时间等
。

对良好行为及时给予奖赏以作

强化的方法
,

不但使儿童在家里和学校的行为有

明显改善
,

而且还可以逐步减少药量
,

甚至停药
。

总之
,

根据学习理论和条件反射原理设计的

一些行为疗法在 日常医疗工作中已取 得显著 效

果
。

看来
,

它将成为医学实践中的重要部分
,

并

更好推动行为医学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