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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脑 电技术和功率谱与相
’

干函数的计算机分析方法
,

对�� 名受试者、分别进

行 了气功入静
、

一般休息和普通睡眠时的不 同脑 电变化规律的研 究
。

‘

结果 表 明

入静过程能够使额 区脑 电能量在 � 须段下降
,

在 � 须段上升
,

并在特定频率附近

额枕脑 电相干值增 大
。

由此提 出了入静深度指数概念
,

并证明 了
� ��� 与 一 般

休息相 比
,

入静深度指数在
�

练功时增大
,

在睡眠时下降
,

表示 入静过程有 自 己 的

特珠规律
。

�� �内养功
、

强壮功
、 �

虚明功的入静深度指数 无明显差异
,

说明 不 同

练功方法均能达到入静的效果
。

问 题

气功是在意识的主动控制下
,

通过调整意念
、

呼吸和姿势达到祛病健身的一种 方 法
,

、

实际上是一个运用心理的能动性来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过程
。

气功的入静
,

则是通 过 自

我意念调整达到的一个特殊心理状态
,

是进入各种气功境界和产生不同 生 理 效 应 的 关

键
。

因此
,

研究入静过程中各种生理心理指标的变化
,

探讨心理因素作用于生理功能的途

径
,

应是揭开气功奥秘的一个重要步骤
。

作为意识活动的入静过程
,

必然要影响到皮层的功能和相应的脑电变化
,

因而脑电技

木历来为气功研究者所重视
。

早在 �� 年代初
,

国内的气功研究就使用了脑电图方法帕
,

而

后又采用了脑电积分技术叻
。

但由于脑电的成因复杂和分析方法的困难
,

未能充分 阐 明

气功中的脑电活动规律
。

电子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创 了脑电研究的新局面
,

不同角度获取的大量脑电信息
,

不断加深并变革着人们对皮层功能的认识
。

各种新的分析方法正在广泛深入到脑电研究

�� 本文于� �� �年� �月� �日收到
。

偏
本文工作

,

得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张玉东同志热情支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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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入静过程中自发脑电波功率谱及相干函数的分析

的各个分支领域
�
脑电分析的功率谱方法已开始成功地应用到气功叻 和国外的超觉 静 坐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以,
的研究中

。

无疑
,

这为充分阐明气功入静时的电活动

规律
,

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技术手段
。

本文采用功率谱和相干函数的联合分析方法
,

研究了入静过程中自发脑电彼的 变 化

规律
,

并试 图在此基础上
,

建立一个能够定量表征气功入静深度的客观指标
。

二
、

方 法

�
�

测试对象

受试者 �� 人
,

选 自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员及部分疗养院工作人员
。

以练功与 否 和

测试中的状况分三组
�

‘
’

气功组�� 人�男�� 人
、

女 � 人�
,

年龄�� 一 �� 岁
,

平均 ��
�

牙岁
、
练功均在 � 个月以上

,

功

种分别为内养功
、

虚明功和
�

强壮功
。

按统一的作息时间
,

每 日练功三次
,

每次一小时
。

无功组�� 人�男�� 人
,

女 �� 人�
,

年龄 �� 一 �� 岁
,

平均 ��
�

�岁
。

除 了不练习气功外
,

其余

条件与气功组相同
。

睡眠组 � 人 �男 � 人
、

女 � 人�
,

年龄 �� 一 �� 岁
,

平均 ��
�

� 岁
。

根据脑电图判断和受试

者的主诉
,

凡在脑电测试的�� 分钟内入睡者
,

即归为睡眠组
。

�
�

测试步骤

在受试者正 常练功时间测试脑电
� 与平时练功一样

,

实验室悬挂窗帘
,

保持安静
。

受

试者仰卧
,

按临床脑电图检查的常规方法贴放探侧电极
,

用国产 � �
一

�� � 型 脑 电图仪记

录单极引导 的 � 路脑电信号
。

时间常数 �� �秒
,

高频滤波 �� 赫
。

待受试者适应 测 试 环 境

后
,

描记 � 分钟闭 目静卧状态下的脑电图 � 并同时将左侧额枕两区的脑电信号
,

经一 个 调

频装置记录在 � �一 �� �型磁带记录器上
。

此后
,

受试者依各自功法开始练功
。

�� 分钟后
,

进行第二次 � 分钟的记录
,

描记并录制练功状态下的脑电信号
。

无功组与睡眠组除 将 练

功改为静卧外
,

其余步骤皆与气功组相同
。

�
�

数据处理

将磁带记录的两路脑电信号
,

经模数转换送入
�

��� 一� 型 计 算机
。

对前后两次脑电

测试记录
,

分别计算额枕两区的自功率谱密度和相干函数
。

计算机采样间隔�� 毫秒
,

频率

分辨率�
�

�赫
。

每次数据分 �� 段进行平均处理
,

每段长 � �� 个样点
。

按临床标准将脑电分为四个频 段
� 占波 ��

�

�一� 周 � 秒 �
,

� 波 �� 一 � 周 �秒 �
, � 波�� 一

�� 周 � 秒�
,

刀波 �� 一 �� 周 � 秒�
。

根据计算机所得结果
,

对三组受试者前后两次测试实验
,

分别求算以下各值
�

� � �额枕两区在各频段的相对功率
。

即 �
各频段功率占脑电平均总功率的百分数

。

�� �额枕两区在各频段的平均相千函数值
。

��� 定义在 � 频段使额枕相应的功率谱密度乘积最大 的 频 率值 �
。
为额枕谐 振 频

率
。

按下式计算谐振频率附近的平均相干函数呼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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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卧休息时均未有明显变化
。

但在谐振频率 �
。
附近的平均相干函数值 呼

,

三组两次的测

试结果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
无功组不变

、

气功组明显上升
、

睡眠组则 呈 下 降 趋 势〔接 近

�� 厂的置信限�
。

这说明在特定
‘

的频率上
,

额枕之间存在着因机能状态而异的信息通道
。

气功组与无功组的 �
。

未见明显改变
,

表明入静与休息不影响 � 波的峰值 位 置
。

睡 眠 组

的 �
。 明显下降

,

显然与入睡时 � 波的逐渐解体有关二
�

�

入静深度指数

根据入静过程中额区相对功率在 占频段下降
,

在 � 频段上升
,

以及在谐振频 率 附 近

平均相干函数值呼增加的性质
,

按以下公式计算入静深度指数�

。一仇 �

十
�“ �

�

一‘��

其中
�
呼
�
为入静或相当于入静过程的 呼值

刀 � “ ��
� 一 � 、�额 � ��

� 一 � � �枕

刀 � � ��
� 一占� �额 � ��

� 一乙� �枕

即 �
额枕相应子 �

、
�频段的相对功率在

前 ��  后 ��  两次测试中的差值之和
。

根据计算结果作图 �
,

可以清楚 地 看
’

出三组入静深度的差异
。

以 无 功 组 � 值

��
�

�� 士�
�

� �� 为对照
,

则气功组 显 著 上 升

�� � �
�

� �士�
�

� �
,
�� �

�

� � �
,

睡眠组明 显 下

降 �� � �
�

� � 士�
�

� �
,

�� �
�

� ��
。

将气功组的 �值
,

依内养功 �� 人 �
、

虚

明功��� 人 �和强壮功 �了人 �重新 分 组
,

进

行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不同功种之间 �值

不存显著差异 �� 一 �
�

� �
,

� � �
�

� ��
。

四
、

讨

� ,

淤
二
日

无功组 气功组 睡眠组

图 � 不同状态下的入静深度

论
丫

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理心理学思想
。

在朴素的唯物论思 想 和
“

身

心统一
’
川人天合一

”

的整体观指导下
,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完整的脏腑经络生理学

体系
,

和
“

形神相即
” 、 “

因郁而致病
” 、 “

因病而致郁
”

的医学心理学观点
。

气功正是在 这 一

基础上得到了蓬勃发展
,

门派林立
,

功法繁多
。

在数千年的宝贵实践中
,

蕴藏着大量 有 关

生理学
,

心理学及其相互间作用的内容
。

因此
,

研究气功机理不仅能提高医疗保健 水 平
,

而且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生理心理学思想
,

建立具有我 国独创特点的生理心理 学 体

系的重要内容
。

已有的神经生理学知识表明
,

大脑皮层的额 区不仅是意识活动的场所
, ,

而且也与皮层

下核 团有着密切 的联系
。

在植物性神经功能以及某些情绪反应的控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入静时额区出现活跃的脑电变化
,

意味着在额区皮层 以及皮层与皮下核团之间进行 着 大

量频繁的神经整合过程
。

这就使得练功者能够通过主动的意念活动去影响内脏 功 能
,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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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治病强身的效果
。

同时
,

内脏及其它植物性功能的活动信息
,

也可通过丘脑进入 额 区
,

转变成意识或对某些意识活动加以
“

润色
” ,

因而便出现 了各种入静时的心理�景 像
。

由此

可以推论
,

在气功入静过程中
,

额区皮层与丘脑之间的相互作用
,

可能就是气功的心 理 过

程作用于生理功能的神经机制
。

气功入静过程中额叶脑电变化活跃也证明
、

气功入静对大脑高级神经中枢的调 整作

用特别有效
。

入静过程中额枕之间在谐振频率附近的平均相干函数值增大
,

表明在色大 脑

皮层相距最远的两个部位
,

在特定频率上是渐趋同步的
,

意味着增加 了大脑皮层脑细胞电

活动的有序性
。

这有力支持了认为气功锻练能够提高大脑功能效率的生理观点
。

�

给入静以定量描述
,

既有实践价值
,

也有理论意义
。

入静深度指数代表着练功者的入

静程度
,

这就为气功医师评价疗养员的练功成效和进行技术指导提供了一个客观 依 据
。

而入静深度指数在入静时上升在入睡时下降的结果则表明
,

入静过程不同于睡眠也不 同

于一般休息
,

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
。

内养功
,

虚明功和强壮功的入静深度指数无显著

差异
。

说明各种功法虽然练习方法不同
,

但均可达到入静的目的
,

因而也都具有强身治病

的功效
,

为临床气功的辩证施治提供 了依据
。

认�今、

论五
、

结

�
�

气功的入静过程能够引起脑电功率谱的变化
,

使额区 占频段的能量下降
, �频段

的能量上升
�
并在谐振频率附近

,

使额枕脑电的平均相千函数值明显增加
。

�
�

与静卧休息相比
,

入静深度指数在练功时显著增大
,

在睡眠时明显减小
。

表明入

静过程既不同于一般休息
,

也不同于普通睡眠
,

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
。

�
�

内养功
、

虚明功和强壮功的入静深度指数无明显差异
,

说明各功种的不同练 习方

法均可达到入静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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