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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心理因素在针刺麻醉临床原理中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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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我国独创的针刺麻醉手术是在病人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
。

这就向针麻原理

的研究和针麻临床实践提出了问题
,

即� � �心理 因素在针麻 中
’

是否起作用 � � � �那些心

理因素在针麻 中起作用 � � � �心理因素在针麻中起些什么作用
,

起多大作用�

从 � � � �年以来
,

我们运用心理学等科学知识和方法
,

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关于心理

因素在针刺中作用的宝贵经验
,

对几千名针麻病员就这个专题进行 了研究
。

人在身临其境的手术台上的心理活动与被试在实验室的心理活动是有重要的
,

柑当

大的区别的
。

手术 台情境下的心 理活动直接地
、

真实地影响针刺反应
、

针刺镇痛
、

针刺

调整和针麻效果
。

本工作即是对这种心理活动在针刺麻醉全过程 �包括进针
、

针麻诱导

期
、

拔针后切皮前
、

手术全过程 � 中的作用进行较有系统的实验研究
。

本文是作者 � � � �年 以来研究这个课题的总结
,

其内容是某些心理因素对针刺反应
、

针刺镇痛
、

针刺调整和针麻效果的作用
,

并对心理因素在针麻临床原理中的作用提出了

我们的基本理论观点
。

方 法 和 结 果

被试
� 一

卜余年来我们曾对多种针麻手术病人进行 了研究
,

其结果和 结论基本是一致

的 〔‘一

幻
。

本文报告的是 以受针麻绝育术者为研究对象而取得的结果
。

这些病例受病情轻

重等因素影响较小
,

而术前又不使用辅助用药
,

可以避免它干扰心理因素特别是情绪因

素对针刺镇痛和针刺调整的影响
。

实验仪器
� � �

一 � 电脉冲医疗刺激仪
,

电针麻仪峰压
、

频率控制与监视仪
,

弹 簧 压

力测痛器
,
� �

一 � � 多导生理记录仪
。

关于多导生理记录仪
,

我们是用在针麻手术全过程中连续描记呼吸
、

脉搏和皮电的

波动
。

对所获材料的处理
,

以各�� 秒的呼吸波总幅 �幅度累加 �
、

脉搏频率
、

脉搏波总

幅 �幅度累加 �
、

脉搏波总峰差 �每相邻两峰间垂直距离的累加 � 和皮电总幅 �幅度累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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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作为指标
。

受针麻绝育术者在手术台上安静时的 自然波动 �见表 � �

程各种变化的基础
。

璐 � 安静时前后各巧秒呼吸波总幅
、

脉率
、

脉搏波总幅
、

则为观察全过

脉搏波总峰差和皮电总辐变化

人 数

些燮竺一一

�
卫育些重��州�一 �
�

比前增减 �

一竺
一

�一
�生

�

一, 些笔竺一卜
�

少生竺

一竺三兰竺一
一

�一翌生
佩 � �� �� � 增。

�

� �次

� �

咫 �
�

�� 毫伏

� � �
‘

� �毫伏

增�
�

� �男

一

一
�
�
、

、

�

一
�

一
� � �

� �

一
�

‘ �

� 一
一 �

� 一

� �
�

凌� 毫伏

��
�

��毫伏

增� � �另

氏�� 毫伏

�乃。毫伏

� �万

从表 � 可以看出安静时呼吸波总幅
、

脉率
、

脉搏波总幅
、

脉搏波总峰差 和皮 电总幅

在前后各�� 秒 间的 自然波动是很小的
。

一
、

情绪对针刺反应的作用

针刺反应包括耐针
、

针感
、

生理指标反应等
,

它是针刺穴位取得针刺镇痛
、

针刺调

整和针麻效果的必要条件
。

针麻处方为气冲透气冲
、

外陵透外陵不留针
。

�
�

情绪对耐针的作用及耐针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情绪状态评定分为三类
。

即� � �病员的主观体验
。

� � �病员的表情行为
。

� � �前二

者的综合评定 �前二者若缺一项
,

以另一项作为综合评定的根据�
。

每类都分为比较镇静

和比较紧张两种
。

耐针分为好
、

中
、

差三类
。 “ 耐针好

” ,

即能耐受施针者的针刺
、

肌

肉不紧张
,

表情自然
,

主述能耐受
。 “ 耐针差” ,

即表示对施针者的针刺难 以忍受
,

肌

肉紧张
,

表情反应明显
,

甚至出汗等
。 “ 耐针中等

妙 即介乎上述二者之间
。

针前和针刺

中痛阂和耐痛阑的测定使用弹簧压力测痛器
,

最小压 力为零克
,

最大压力为 �� � 克
。

被

试的任务是当测痛器压在皮肤上后
,

刚刚从不痛到感到痛时
,

立刻报告痛
,

此时的测痛

器压力数代表痛团值
。

情绪对耐针的作用的研究
, � �� 例的结果见表 �

。

裹 � 倩绪对耐针的作用 �单位
�

例教�

一

�
一

情绪、� 际玩体脸孜告汤日厂
� �

�
一

依表情行为划 分 �
� 、 �

」综 合 戈。 分一

�二
一

丁
耐、 泛拍

喂 �
’

二了兰刃竺艺兰 �合 计 �

一
�合 计 �

—
一之 �合 计

删针朴 �
一

�
一�

一 �
二。 �

� 、、
� � � 、 。

川 目 “ �

� 。� 、 , �。 。
�汉二 � 目 卜 ,

� 。、。。。 �卜卜

。
, 以 , 、

� 目

二型竺类
� �
� �

一 �比较镇静 �比较 紧张⋯ 卜虎镇静 �比较紧张� �比较镇静 �比较紧张�
�

�
�

卜�王一 卜里兰�
一

上
一

⋯兰
�

一生
一

�
一

�
一

�兰�一竺⋯二�兰耐 针
‘

仁
一史一

一

�
一

竺乙一�竺
一

�一少
一

、一少一�
一一
呈王一 �

一

竺竺�一
一

一

旦生�三� �� 乡
一 �

一一习一全一
一

�一兰
�

�一兰
一

阵少吕�一里
�

�一
� �一

卜
一

�

� �一 土 �一翌� 一胜

牛
�

�

一
甘一

�
一 �

竺一�一竺�止竺�
� 竺

� �

上 豆资� 上宜竺
一

⋯
一

华
一�

�

二下
� �

臀
一

�
一

竺
考 验 � � , 一 , � �

·

� � 尸 � 。
·

� � �
� 入

‘

一 ,

书粤
�

匕几旦夕全
�

仁全�型竺兰止兰竺笠一

从表 � 可知
,

情绪对耐针是有重要作用的
,

统计学上都达到 了差异极其显著的水平
。



��即对 �� � 例就耐针与针刺镇痛的关系的研究表明
,

�� 例耐针好者痛阂提高 ��
�

� �
,

例耐针中等者痛闽提高 ��
�

� �
,

�� 例耐针差者痛闽提高 ��
�

� �
,

关系是比较明显的
,

耐针好者痛闭提高得多
。

�
�

情绪对针感的作用及针感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情绪的评定同上
。 “

针感好
” ,

即受针者有胀
、

酸
、

重的感觉
。 “

针感差” ,

即受

针者有痛感或没怎么感觉
。 “

针感中等
” 即介乎二者之间

。

情绪对针感 作用 的 研 究
,

�� �例 的 结果见表 �
。

裹 � 情绪对针感的作用 �单位
�

例教�

堆�
�

好绪
�

�情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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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感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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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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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知
,

情绪对针感是有重要作用的
,

统计学上都达到 了差异极其 显 著 的 水

平
。

对 �� � 例就针感与针刺镇痛的关系的研究表明
,

�� 例针感好者痛团提高 � �� � �
,

��

例针感中者提高 � �
�

� �
,

�� 例针感差者痛闭提高 ��
�

� �
,

关系是比较明显的
,

即针感好

者痛阂提高得多
。

�
�

情绪对进针时呼吸
、

皮电波动的作用

这里的情绪是指被试在手术 台上进针前的主观体验 � 即自我评定�
。

其作用见表�
。

表 � 情绪在进针时对呼吸
、

皮电波动的影晌 �单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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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说明
,

进针前后比较
,

情绪紧张者 比情绪非紧张者 �情绪一般和镇静者�

的呼吸波总幅和皮电总幅的变化都较大
。

二
、

心理因素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
�

暗示对针刺镇痛 的作用

测痛部位都在腹部正 中线切口上方的气海穴位
。

进针前测痛一次
,

针刺后十分钟再



测痛一次
。

犷

� � � 对 电针麻仪电刺激的皮肤感觉暗示性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被试手握插入针麻仪插孔内的输出线
,

扭转旋钮
,

监听喇叭就响了
,

告诉被试 已经

通电了
,

实际上并没通电
。

以能否引出病人刚刚感觉到有一点麻
、

无暗示感受性的指标
。

热或胀等感觉作为有
� �例的结果是

,

没引出感觉者�� 例
,

针刺前
、

后痛阔均数分别为

� � �� � 克和 �� �� �克
,

针刺提高痛阂 � �� � �
。

引出感觉者�� 例
,

针刺前
、

后痛闽均数分别

为 � � �
�

�克和 � � �
�

�克
,

针刺提高痛阂 � �
 
! ∀

,

件下暗示性的有无与针刺提高痛阂无关
。

(
2

) 对痛的语言暗示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61 例针刺中测痛的痛阂均数是 193
.
77 克

,

二者几乎没有差异
,

可 以认为在本实验条

在进行痛的语言暗示下 (即在测痛过程 中

主试不断地对被试者说
: “

要注意
,

就要痛了
,

就要痛 了”
) 痛阂均数

一

是 164
.
26 克

,

两

均数的 t 考验
,

t
二 7

.
7 7 8

,
P <

0

.

0
01 差异极为显著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可以认为对痛的

语言暗示降低了针刺镇痛的作用
。

(
3

) 手术切皮前的语言暗示和自然情境暗示对针麻下脉搏和皮电波动的影响

在手术即将切皮前
,

实验者对受绝育术者进行语言暗示: “手术就要开始 了
。 ”

28

例语言暗示前15 秒钟皮电总幅的均数分别为 10
.
46 毫伏和 14

.
2 4毫伏

,

语言暗示使皮电总

幅增大 36
.
13 %

。

切皮前术者的左手探摸接触受术者的切口皮肤
,

这是一种 自然情境暗示
。

31 例受术

者手摸皮肤前
、

手摸切 口皮肤和切皮后各15 秒的脉率均数分别为 21
.
9次

、

22

.

8 次和 22
.
7

次
。

即手摸切口皮肤和手术刀的切皮都较手摸前的脉率有大致相同的增加
。

21 例受术者

手摸前
、

手摸切口皮肤和切皮后各自15 秒的脉搏波总幅分别为 24 9
.
4 毫伏

、

23
0

.

66 毫伏

和23 2
.
12 毫伏

。

手摸切 口皮肤 比手摸前缩小 7
.
52 %

,

切皮 比手摸前缩小 B
.
93 %

。

可见手

摸切 口皮肤的自然情境暗示与真正手术刀 切皮的手术创伤都使脉搏波总幅缩小
,

其缩小

的百分数大体相同
。

综上所述
,

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暗示
,

所起的作用是不 同的
,

对痛的语言暗示
,

即将

切皮的语言暗示和 自然情境暗示则起了消极性的影响
。

2

.

分心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41 例受术者
,

针刺前痛阂均数为 125
.
12 克

,

针刺10 分钟时痛阑均数为 189
.
76 克

。

随

即与被试谈话
,

使他分心同时测痛
,

痛闭均数为 226
.
59 克

。

针刺提高痛闹 51
.
66 %

,

针

刺加分心则提高痛阂 81
.
80 %

,

可以认为分心能够提高针刺镇痛的作用
。

3

.

平时对痛的态度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在手术室测痛前
,

对 1洲 例被试询 问平时对痛的态度
,

分为平时不怕痛 和 怕 痛 两

类
。

平时不怕痛者67 例
,

针刺前后痛阂均数分别为 140
.
15克和 195

.
22 克

,

针刺使痛阂提

高 37
.
29 %

。

平时怕痛者47 例
,

针刺前后痛闽均数分别为 10 1
.
49 克和 12 8. 29 克

,

针刺使

痛阂提高 26 .4 1%
。

可见
,

平时怕痛者针前痛阂较低
,

针后提高痛闽也较少
。

4

.

对针麻手术怕 不怕痛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在手术室测痛前对 114 例被试询问对针麻手术怕不怕痛
,

分为对针麻手 术 不 怕 痛

和怕痛两类
。

对针麻手术不怕痛者55 例
,

针刺前后痛阂均数分别为144
.
18 克和200 .7 3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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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使痛闽提高39
.
22 %

。

对针麻手术怕痛者59 例
,

针刺前后痛闹均数分别为107
·

79 克和

142 .2 8 克
。

针刺使痛闭提高 31
.
89 %

。

可见
,

对针麻手术怕痛者针前痛阂较低
,

针后提

高痛闹也较少
。

5

.

对针麻有无认识与针刺镇痛的 关系

97 例针麻受术者
,

78 例对针麻无顾虑
,

针刺前后痛闽均数分别为 123
.
84 克和 19 7. 05

克
,

针刺使痛阂提高59
.
n %

。

19 例对针麻有顾虑
,

针刺前后痛网均数分别为114
.
n 克和

152
.
63克

,

针刺使痛阂提高33
.
75 %

。

可见
,

对针麻有顾虑者针前痛闭较低
,

针后提高痛

阂也较少
。

6

.

情绪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152 例 受绝育术者
,

比较镇静者 103 例
,

针刺前后痛闭均数分别为 118. 0克和 19 1
.
7

克
,

针刺使痛闭提高62
.
5%

。

比较紧张者49 例
,

针刺前后痛阑均数分别为108
.
6克和15 1

.
4

克
,

针刺使痛阂提高 39 .4 %
。

可见
,

情绪较紧张者针前痛闭较低
,

针后痛阑 提 高 得 较

少
。

三
、

情绪对针刺调整功能的作用

1. 情绪对针麻下血压的影响

( 1 ) 进针时以被试的主观体验和表情行为综合评定情绪
。

被试63 例
,

比较镇静者

41 例
,

比较紧张者22 例
,

进针前与进针后血压差的绝对值均数分别为3
.
7/3

.
0毫米汞柱与

lx
.
1/8

,

4 毫米汞柱
。

(
2 ) 诱导时被试 57 例

,

比较镇静23 例
,

比较紧张34 例
,

诱导前后血压差绝对值的

均数分别为 4
.
0/ 4

.
0毫米汞柱

、

1 2

‘

0/

9

.

3 毫米汞柱
。

( 3 ) 实验性紧张对血压波动的影响
。

在针麻诱导期
,

要求被试用最快的速度正确

地计算两位数加法
,

以烘托被试情绪紧张
,

65 例烘托前后的血压均数分别为105
.
20 / 69

.
69

毫米汞柱和114
.
63/ 77

.
23 毫米汞柱

,

两对均数的 t考验都是 P < 0
.
00 1 ,

差异极为显著
。

综上所述
,

可见进针前后
,

诱导前后的血压差
,

比较紧张者都较大
,

烘托 (实验性

紧张) 后的血压也较烘托前升高
。

2

.

情绪对针麻下脉率
、

脉搏波总峰差的作用

( 1 ) 进针时情绪评定同上
。

被试84 例
,

比较镇静者54 例
,

比较紧张者30 例
。

进针

前与进针后脉率差绝对值的均数分别为3
.
3次/分和 10

.
6次/分

。

( 2 ) 诱领时的情况
。

被试61 例
,

比较镇静者28 例
,

比较紧张者33 例
。

诱导前后脉

率差绝对值的均数分别为3
.
7次/分和 12

.
1次/分

。

( 3 ) 实验性紧张对脉率的影响
。

98 例烘托前后脉率均数分别为77
.
90 次/分和87

.
43

次/分
,

两均数的 t 考验
,

P < 0. 0
01 差异极为显著

。

综上 ( 1 )
、

( 2 )

、

(
3 ) 所述

,

针刺前后
、

诱导前后的脉率差
,

比较紧张者都较大
,

实

验性紧张则极为显著地提高 了脉率
。

( 4
) 几种有关平时情境的情绪性语言刺激对脉率和脉搏波总峰差

,

有着 明 显 影

响
,

其结果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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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几种有关平时情境的情绪性语言刺擞对脉率
、

脉搏波总峰差的作用

兰盆三饱(5)几种有关手术台情境的情绪性语言刺激对脉率和脉搏波总峰差有着明显 的影

响
,

其结果见表 6 。

衰 6 几种有关手术合摘境的价绪性洛盲刘滋对脉率和脉搏波总峰差的作用

一件布布介3.情绪对针麻下皮电波动的作用

( l ) 实验性紧张对皮电波动有明显影响
。

使用进 口 电流计显示皮 电波动
。

处理数

据时使用的是相对数
。

33 例烘托前后30 秒皮电波动的平均数为 5
.
94 和 12

.
34

,

两均数的

t 考验
,

P < 0. 0 0 1
,

差异极显著
。

( 2 ) 几种有关平时情境的情绪性语言刺激对皮电波动有着明显 影 响
。

使用 H B -

3 A 多导生理记录仪
。

结果见表 7
。

表 7 几种有关平时情境的份绪性语言刻盆对皮电的作用

刺 激 项
一

盲一~
标

~~~~

皮 电 总

人 数 } 刺 激 前 15 秒

幅 (单位
:

毫伏)

刺 激 后 15 秒 增 加 劣

平时怕不怕痛

平时最怕什么

生孩子怕不伯

人流伯不怕

平时情绪稳不稳定

28

34

魂
.
8 0

5
.
0 6

5
.
3 6

5
.
40

43
.
3 3

5 1
.
8 0

1 8 万5

5
_
3 6

777
.
6 888

666
.
3 666

666
.
2 000 1 4多1

1 4 9 2一一
·

( 3 ) 几种有关手术台情境的情绪性语言刺激对皮电有着明显的影 响
。

结果 见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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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几种有关手术合情峨的情绪性语盲润滋对皮电的作用

磕、
一

目 一指一

叫
叹一

户
-

-
.

蓄
~

儡
-
箭飞

一

六
一

橇馨署
2下飞-

一月

- 骊事石i{豪
.
11万一一下 一丁一一!一一 牙石 -

-

一
加

一
汤
3

四
、

某些心理因素对针麻效果的作用

我们 曾报导过病人对针麻认识
、

病人的情绪状态
、

病人与医务人员的配合程度与针

麻效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统计学上都达到了差异极其显著的水平
,

即无顾虑者
、

情绪

镇静者
、

配合好者的针麻效果较好〔3一4)
。

下面报告的是受术者上手术 台时 自我评定的情绪
,

在主要手术步骤时对生理指标的

影响
。

1

.

情绪对切皮时脉搏波总幅和皮电总幅的影晌

结果见表 9 。

衰 9 情绪对切皮时脉搏波总粗和皮电的形晌

非非紧张者10 例例 总 数 26 例例 紧张者 , 3 例
{
。。紧张者:3例例

切切皮前15 秒 (M ))) 2 49 444 2 48
.
1666 2 50

.7444 12
.1222 9

.
18 15.0 66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7.26 17.8888
切切 皮后15 秒 (M ))) 2 32

.
1333 205

.
1888 26 1 7666 17. 566666

增增 减 % 减6. 9222 减坪.3 111 增义3999

2
.

情绪对找第一根输卵管时的脉率和脉搏波总幅的影响

结果见表10。

演10 愉绪对找第一根翰即份的妹奉和脉搏波总粗的形晌

刺蔽士
、

、

指标
币 习

激丽 、
一

\

以狈目 \ 、

找管前25秒(M )

找管后15 秒(M )

脉

总 数 35

面下磊篡爷翼奢丽}一色竺

{ 总 数 24 例

波 息 幅 (单位
:
毫伏)

紧张都
2例 {非紧张都2例

20 60 2 88
_
4乏弓

2 1 7 0 2 2
.
7 0 2 3 魂2 乏〕

2 75 4 6

}

2 12
·

26

}

2 ‘
·

”

减18爪
l万 减22

.
94拓 减15 01拓

3
.

情绪对缝皮时呼吸波总幅
、

脉率和脉搏波总幅的影碗

结果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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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们 情绪在缝皮时对呼吸波总粗
、

脉率
、

脉搏波总幅的影晌

35”·

, 2

1

里竺竺
!

29030
」

减’5 夕% ⋯

指指 标标 呼吸波总幅 ‘单位
:

毫伏 ))) 脉率 (单位
:
次/15 秒))) 脉搏波总 幅 (单位

:
毫伏)))

荆荆激项目
-

一一 总数28 例
}轰

张
高{{皇紧

张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
总数17例 }譬

张
剔悲

紧张
高高高高高总总总总数29 例‘

黔葛葛
非紧张者者者 非紧张者者
1111111115 例例例 9 例例

缝缝皮前25秒(M ))) 40
.
9222 37

.7000 43.7222 19.555 19 999 19.1000 359.1222 423
.
6222 284

一

7 777

小小针缝皮15秒(M ))) 54
.
2888 55

一

4 444 }}} 1 9

.

888
2

0

一

666 1 8 月777 2 9 5
.
1888 3 4 3 .9 666 2 5 1

.
8 222

555555555 3
一

2
555555555555555

大大针缝皮15 秒(M ))) 63
,

0 000 6
4

一

3
888 6 1 7 888 2 0

‘

333
2

1

.

222 1 9

.

4 666 2 9 0 3 000
3

2 2

.

7000
2

6 1

.

4 666

小小针缝皮增减减 增即多4多多 增 47.05男男 增 21.79多多 增0. 333 增。了了 减0
.
1333 减15 夕拓拓 减18 启拓拓 减11 78劣劣

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 53月5另另 增 70.76 %%% 增 41
.
32 另另 增0.888 增 1

.
333 增O另66666 减代19 多多大大针缝皮增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从上述 1、

2

、

3 的结果可以看出
,

呼吸波总幅在缝皮时 (即疼痛反应时 )
,

情绪紧张

比情绪非紧张者增加得多
。

脉率在缝皮时和在找管时 (即牵拉反应时)
,

情绪紧张比情

绪非紧张者都增加得多
。

脉搏波总幅在切皮
、

缝皮时 (即疼痛反应时) ,

情绪紧张者比

情绪非紧张者降低得多
。

总之
,

情绪紧张者比情绪非紧张者在针麻手术主要步骤即切皮
、

缝皮
、

找管时生理

反应较大
。

讨 论

1. 针麻对某些具有各种心理状态
、

心理特点的人都有镇痛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

无论病人对针刺有无认识
,

情绪紧张还是镇静
,

平时怕不怕痛
,

对手术怕不怕痛
,

暗示感受性高低
,

针麻都能提高痛闭
。

从这一个侧面说明针麻确是有

其生理学基础的
,

它不是单靠意志坚强
、

靠思想工作
、

靠某种心理因素 (如暗示因素)

的结果
。

2

.

针麻中物质因素与心理因 家的关系

针麻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现象
,

它的机理必然含有多种因素 (如 神 经 因 素
、

化学因

素
、

心理因素等)〔5 〕
。

针 麻中的物质因素 (如神经因素
、

化学因素) 与心理因素 不 是

机械的堆积
,

而是综合地起作用
,

有着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

大量的针

麻临床事实表明
,

针麻效果好
,

能够增强人的积极的心理状态或消除消极的心理状态
,

而积极的心 理状态能够提高针麻效果
。

心理因素在针麻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由针麻的特点所决定的
。

针麻是以病人在意识

完全清醒 的状态下
,

针刺激发和调动机体内部的积极因素为其特征
。

在清醒状态下
,

人

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

在针麻中
,

病人的心理因素不能代替针刺

对机体产生的抗痛
、

调节的生理作用
,

而针刺对人体产生 了生理作用
,

不能也无法排斥

心 理因素对它的能动作用〔6 〕
。

3

.

那些 心理因 案在针麻中起作用

我们的研究工作结果表明
,

认识
,

情绪
,

个人的痛觉经验
,

对疼痛
、

手术和医务人

员的态度
,

对疼痛的注意程度
,

对痛的 自我暗示
,

与医务人员的配合程度等都是对针麻

有着重要作用的心理因素
。

认识是心理因素在针麻中作用的基础
,

情绪在针麻中心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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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充分地
、

多方面地发挥病员和医务人员的两个积极性是不断地

提高针麻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

4

.

心理因 素在针麻中起那些作用 ? 起多大作用?

我们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表明
,

病人的心理因素在针麻全过程包括进针
、

针麻诱

导期
、

手术各个步骤中起着能动作用
。

心理因素影响到针刺反应 (耐针
、

针感
、

生理指

标反应等)
、

针刺镇痛 (痛感觉与痛反应等)
、

针刺调整 (血 压
、

脉 搏
、

呼 吸
、

皮 电

等) 和针麻手术效果 (手术主要步骤和整个手术麻醉效果)
。

心理因素在针麻中的能动作用大小是依针刺生理作用的大小
、

手术操作的优劣和心

理状态变化的程度而决定的
。

我们认为针麻临床原理是以针麻的生理作用为基础
,

心理因素起着能动调节作用
,

是生理与心理的综合作用
。

结 论

心 理因素在针麻 中对针刺反应
、

针刺镇痛
、

针刺调整 和针麻效果都有重要的
、

显著

的作用
。

心理因素是构成针麻临床原理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影响针麻的许多心理因素中
,

认识
、

配合
、

特别是情绪占有重要的地位
。

夸大或否定心理因素在针麻中的作用都是不对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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