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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理因素在针刺麻醉中的作用
,

人

们的看法殊不一致
。

有关 情 绪 状态〔〕
,

暗

示〔幻等心理因素对针麻效果 的 关 系
,

已有

过一些探讨
#

在我国针刺麻醉的大量临床实

践中
,

多数单位在术前对病人均作
“

解说
”

工作
,

主要内容包括介绍针麻的优越性及尚

存在的缺点
,

术中主要步骤有何感觉
,

以及

应如何配合等
#

病人的这种
“

思想准备
”

对

针麻效果有何意义
,

是否必要
,

这是一个应

予研究的问题
。

我国曾有人根据临床分析认

为它是影响针麻效果的因 素 之 一∃% 〕
。

国外

有人把针麻看作是一种催眠麻醉
,

而把术前

解说工作视为这种 慢 催 眠 暗示 的 一 部 分

〔&
,

∋ 〕
#

本工作试图以健健人为对象
,

模拟

临床条件
,

以探讨
“

思想准备
,

这种心理因

素对针刺镇痛的意义
#

方 法

被试为本所医务人员& 人
#

年龄为() ∗

& 岁
,

其中%) 岁以下者(+ 人
,

%) 岁以上者 ((

人
,

男
、

女各半
。

被试根据指导语分为无思想

准备组 !甲组 ∀和有思想准备组!乙组∀
,

两组

在年龄
、

性别分配上都一致
#

实验中先对所有

被试者进行 了皮肤感觉敏感性综合予测〔+〕
、

试针条件下脉搏
、

呼吸
、

皮肤电位变化的生理

!注 ∀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乙组 被试不敏感者较多
,

敏

感者较少
。

后补充增加敏感者被试人数
,

在不敏感者中用

抽签方法拍出 ( 名被试未予统计
,

以保持这两类的分配比

率
。

予测〔,〕
,

和弹簧针测 痛等三 项试验
,

三项

中两项较差 !即皮肤感觉四项指标中两项敏

感
,

试针予测评级中下
,

弹 簧针测痛,∋ )克

以下者 ∀ 归为较敏感者一类
,

于是全部被试

分为较敏感者和较不敏感者两类
,

甲
、

乙两

组中两类都分别为 ) 人和 & 人 !注 ∀
,

他们

的年龄
、

性别都是匹配的
。

甲组指导语为
− “

临床上看到
#

针刺三

阳络作肺切除手术效果比较稳定
,

现在我们

工作的 目的就是再在正常人身上摸摸三阳络

针刺镇痛的规律
” #

乙组指导语则除上述内容外
,

增加
− #

介绍实验过程
. (

#

介绍实验刺激和刺激顺序

以及刺激感觉
. %

#

说明针刺是能够镇痛的
#

但并不是对刺激没有感觉
,

要作好接受不很

好受的刺激的思想准备
. &

#

刺激对人没有伤

害性
,

思想上要放松
,

不必紧张
。

被试来到实试室
,

仰卧诊察床上
,

同时

说明指导语
。

首先进行皮肤敏感性予测
,

测

试四项皮肤感觉的 敏 感 性
,

随后联接/ 0 1

∋) 多导生 理 仪描记附件作安静描记 % ∗ ∋

分钟
。

测定弹簧针痛阂及耐痛闹
#

然后进针

三阳络 !右臂 ∀
,

诱导 ∋ 分钟
,

诱导期间
,

调电针强度 ( 次
#

然后以 + 种刺激测试被试

的针刺镇痛效果
。

+ 种刺激为
−

#

弹簧针测痛 !耐痛 ( ))

∗ ∋ ) )克为强束23激
,

∋ ∋ )一 ( ) ) 克为中刺激
,

 ∋ )克以下为弱刺激 ∀
. (

#

热 痛 刺激 ! % 毫

安电流持续 ) 秒为强刺激
,

,
#

∋秒为中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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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为弱刺激 ∀ %
#

砂袋 !面积 ( 7 4 厘米
,

重约 , 公斤 ∀ 压右胸部 ( 分钟 . &
#

冰盒刺激

! &
#

∋ 7 4& 厘米椭园形铝 制 针盒
,

内盛满冰

块
,

∀ 置右胸上部 4 分钟
,

∋
#

压痛84844 激 !

厘米直径压力棒
− ∋ ) ) )克强刺激

,

% ∋ ) 。克弱

刺激 ∀ 约 ) 秒 . +
#

电 测 痛 !方 波单脉冲电

刺激
,

& 伏 以上为强刺激
,

) 至 & 伏为中刺

激
,

) 伏以下为弱刺激 ∀
#

除电测痛外
,

余

∋ 项刺激时均伴随多导生理仪脉搏
、

呼吸
、

皮肤电位的描记
。

下一个刺激都在前一个刺

激的生理反应基本过去以后给予
。

刺激应给

予何种强度依前三项予测测试结果及当时被

试表现而定
。

甲组除两项痛阂测定时有指导语外
,

余

四项刺激前均不作任何交代
,

乙组则在刺激

前都先打招呼
,

如给热痛刺激前说
− “

现在

给你热刺激
,

有点烫或者热呼呼地痛
” 。

记录被试对每项刺激的外在行为表现如

眨眼
、

皱眉
、

诉痛
、

身子动或局部肌肉回缩
,

提问或发出
“

嘶
” 、 “

哟
”

等声音等
。

9

实验结束后立即详细询问被试对每项刺

激的感觉和体会
,

并要求他按照五分标准 自

己对每项刺激的痛感 觉 或 其 他难受 !如憋

气
、

凉
、

烫等 ∀ 感觉评为某种等级
。

评级标准

如下
−

#

简直无难受 !痛 ∀ 感觉
. (

#

轻度疼

痛或难受感
. %

#

中等疼痛或难受感 !明显的

疼痛或难受
,

不需费力忍 ∀
. &

#

很痛
,

很难

受 !剧烈疼痛或难受
,

需忍耐但能耐受 ∀
.

∋
#

几乎不能忍受的疼痛或难受感
。

同时并 了

解被试参加实验前对实 验 有什 么了解和想

法
,

是否害怕或紧张
#

结束时嘱咐被试为了

实验工作的需要不要告诉他人有关实验的内

容
。

事后 了解
,

所有被试均遵嘱做到 了这一

点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

指导语的说出
,

行

为观察
、

询问感觉和评定
,

针刺和给予六种

刺激
、

生理描记和评定等项工作分别由四名

主试分工担任
,

使每项工作对所有被试而 言

都是由同一个主试进行的
。

为模拟手术情况并使被试看不见刺激
,

在被试头前横挂一白布幕
。

结 果

根据被试的自我评定和感觉描述
,

并参

照当时的行为表现
,

决定对每项刺激的感觉

的评分
。

如所用的是强刺激
,

则所评分数即

为最后结果
,

称为感觉分数
#

如所用的是中

强刺激或弱刺激
,

则将 所 评 分 数适 当加权

!分别视基数加 4 分左右 ∀
,

以作为感觉分

数最后结果
。

例如某被试对弱压痛刺激 !% ∋ ) )

克 ∀ 的感觉是
“

特别难受
” ,

感到
“

有点历

害的痛
” ,

则被评为 & 分
,

经 加 权 !加

分 ∀ 后结果为 ∋ 分 . 又如
,

对弱刺激的感觉

是
“

比中等疼痛稍重
” ,

被 评 为 % :

分
,

经

加权 !加
十

分 ∀ 结 果 为 ∋ 分
#

最后
,

将对

这六种刺激的各感觉分数相加
,

得到对各刺

激的感觉的和
,

即总感觉分数
。

对刺激所诱发的生理反应
,

按以下标准

分别评为轻 ! 4 分 ∀
、

中 ! ( 分 ∀
、

重 ! %

分 ∀ 反应
−

一;
一             曰皓  !

一
∀

一
刁      曰

轻反应 # ∀ ∃

% ∀ ! & &肠

偶浅 ∀ 次
,

稍不均

匀
,

屏气 ∋ %
,

中反应 # % ∃ 重反应 # & ∃

脉搏波缩小肠
# 波幅 ∃

& ( ! ) ) 肠 ) ∗ ! ∀ + +肠

呼 呼 波

∃ 大夹小波

∃屏气 &
’,

一 。
,

∃ 深浅不齐或快慢不匀

# , ∃ 大夕列
、

波
,

屏气

# − ∃ 深浅不齐
,

屏气

# & ∃ 深浅快慢不匀

户
阵
⋯

皮电振幅 +
 

. ! %
 

.毫伏 %
 

) ! .
 

+毫伏 &
 

∀毫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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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反应也是按前述的感觉分数的计算

方法
,

对强刺激即以所得分数作为结果
,

对

弱刺激或中刺激
,

则以加权所得作为结果
。

每一被试的每项诱发生理反应则以对五项刺

激的该项反应的结果之和计算
。

对每项刺激

的三项生理反应总评则 以三项评分之和达到

或超过  分者评为重反应
#

∋ 至 ,分评为中反

应
, & 分以下者评为轻反应二三项生理反应

总评的累计和以对五项刺激的评分和计算
‘

#

思想准奋对针 刺 后 痛 感觉 !难受感

觉 ∀ 的形响
−

将整个乙组和甲组进行比较
,

甲组的痛

感觉是很明显地要重一 些 ! ∃二 (
#

+ + ,

<=

。
#

) ∀
#

两组中敏感者 比较
,

甲组的痛感觉

很显若地较乙组 的 要 重 些 !∃ > %
#

(∋
,

<=

。
#

) ∀
.
而不敏感者两组被试间却没有看到

这种差别 !∃ >
#

&,
,

< ? )
#

∀
#

、#

图(
#

有思想准备组
、

崔 7

≅
。

对冰盒刺徽的反应

Α
#

对压痛刺激的反应

图
#

无思想准备组
、

杜 7

≅
。

对冰盆刺激的反应
Α

#

对压痛刺激的反应

(
#

思想准备对针刺后刺激诱发生理反应

的形响
−

! ∀ 脉搏反应
−

甲
、

乙 两 组比较
,

没

有看到显著差别
。

两组敏感者间比较
,

甲组

比 乙组明显 地 反 应 较 大 !∃ > (
#

% , ,

<=

)
#

) ∋∀
.
甲

、

乙两组不敏感者间则没有 看到

这种差别
#

!( ∀ 呼吸 反 应
−

甲组敏感者中多数人

的呼吸反应较乙组敏感者为大
,

但差异不显

若
。

不敏感者之间无差异
#

两组间在呼吸反

应上没有看到明显区别
。

!% ∀ 皮肤电反射反应
−

甲
、

乙 两 组 比

较
,

甲组对刺激的皮电反应明显 地 较 乙 组

要大 !∃ >> (
#

% & & ,

<!
#

) ∋ ∀
#

在敏感者中
,

甲组对刺激的皮

肤电反 射 极 显 著地大于乙组

!∃ > &
#

∋ (
,

<= )
#

) ) ∀
,
而

在不敏感者中
,

虽然甲组 皮 电

反应较大
,

但差别不显著
。

! & ∀ 综合生 理 反应
−

将

甲
、

乙两组被试综合生理反应

的累计和加以比较
,

结果两组

无显著差别
#

但以 敏 感 者 比

较
,

则甲组反应很明显地大于

乙组
,

!∃ > %
#

& ∋ %
,

<= )
#

) ∀ ,

而不敏感者两组间没有差别
。

%
#

敏感者与不敏感者针刺镇痛的比较
#

! 4 ∀ 痛感 觉 !难 受 感 ∀ 的 比 较
−

将

甲
、

乙两组的敏感者跟两组的不敏感者在针

刺后对刺激的痛感觉加以比较
,

可以看到
,

不敏感者的针刺镇痛效应极明显地要好些
,

即刺激前予测针刺效应较好者
,

针后对各种

刺激的痛感觉!难受感 ∀也 小些 !∃ > &
#

%
,

<= )
#

) ) ( ∀
#

! ( ∀综合生理反应 的 比较
。
针后对刺

乍

气乡



) ∋ 年第 % 期

激的诱发生理反应
,

两组的敏感者和不敏感

者 比较
,

敏感者要比不敏感者反应极显著地

大些 !∃“ %
#

 ∋ ∋
,

<= )
#

) ) ∀
#

()

尸 讨 论

尹

#

思想准备是一种有意识的心理状态
。

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
,

对 刺 激 有 无思想准

备
,

反应是不同的
,

这是人脑的特殊功能
,

是意识的能 动 作 用 的一种表现
。

在木实验

条件下
,

由于实验前指导语不 同
,

以及每项

刺激前是否
“

打招呼
”

的差别
,

甲
、

乙两组

被试对即将接受的刺激在思思上的 8浅备状态

是不同的
。

临床上
,

在不做解说工作条件下

实际上也还是知道作针麻
、

作手术会有疼痛

刺激
#

因此我们模拟临床条件
,

甲组的指导

语是
“

针刺镇痛实验
” ,

被试一般都估计会

有疼痛刺激 !从地点来说
,

本实验中的无思

想准备组实质上是思想准备较少的组 ∀
,

但

对刺激到来的时间
、

性质
、

强度
、

感觉及如

何对待等缺少了解和准备
。

乙组被试在这些

方面则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

由于在被试的

年龄
、

性别以及对皮肤感觉和对针的敏感性

方面
,

两组都尽量 做 到 匹 配
, −
因而可 以认

为
,

在本工作条件下
‘

思想准备
”

是否充分

是造成两组针刺镇痛效应差别的主要变量
。

(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思想准备对于针刺

后痛感觉 !或难受感 ∀ 有 明 显 影 响
,

总的

说
,

有较充分思想准备则痛感觉较轻
。

但进

一步将两组的敏感者和不敏感者分别进行比

较
,

则敏感者的痛感 觉 两 组 间 区 别 很 显

著
,

而不敏感者差别不显著
,

也就是说
,

上

述影响是因被试者是否敏感而异的
#

针刺后刺激诱发的生理反应
,

甲
、

乙 两

组之间除皮 电反应有显著差别 以外其余各指

标都没有明显区别
。

进 一步分析表明
,

两组

的敬感省 泪比较在脉搏
、

皮 电和脉傅
、

呼吸
、

皮 电综合反应上都有显 著 区 别
,

其中尤以

在皮 电反应这一指标上的差别最为显著
.
而

不敏感者则在所有指标上都无显着差别
。

也

就是说
,

差别同样是因被试敏感与否而异的
#

综合上述可见
−

第一
,

思想准备对痛感

觉的影响大于生理反应的影响
.
第二

,

它在

敏感者身上的影响大于 不 敏 感 者身上的影

响 .
第三

,

在生理反应方面
,

它对皮 电反应

的影响比较突出
。

关于这些现象
,

我们认为
#

思想准备是人的一 种 有 意 识的心理状

态
#

痛感觉 !或难受感 ∀ 是有大脑皮层参与

的
,

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心理过程
,

同生

理反应相 比较
,

痛感觉跟思想准备有较多的

联系
。

因此
,

对有无思想准备这个因素
,

痛感

觉所受的影响要比生理反应显著
#

敏感者两组 比较差别显著
,

可能由于敏

感者神经系统机能状态较弱〔 〕
,

对刺激较易

产生过分的反应
,

在较少思想准备的条件下
,

这种产生过分反应的特点就更为突出
#

不敏

感者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较为平稳适当
,

对刺

激是否
“

突然
”

这一点也没有过分的反应
#

事实上
,

敏感者即使有 巴
、

想准备往往也难以

防止过分反应的产生
,

例如 乙组敏感者中就

有被试对刺激反应很强烈
,

某被试实验结束

时说
− “

告诉不告诉我都紧张
” 。

而皮 电反应有称之为心 理 皮 肤 电反射

的
,

一般认为和情绪及交感神经活动有关
,

对刺激出现是否
“

突然
”

反应敏感
。

甲组被

试在受到刺激时的行为表现上、 一般不如乙

组安静
,

说话出 声 !如 提 问
“

哎 呀
” ,

诉

冷
、

热
、

痛等 ∀
、

身子动
、

皱 眉 等 要 多一

些
,

可能说明刺激对他们是有突然性的
,

由

此激起了某种不安的情绪状态
#

所 以对皮 电

而言
,

思想准备的影响就较大
。

Β Χ 。罗 Χ
认为这种思想准备是 自 我 催眠

的一部分
,

可 以提高痛闭
。

我们看不出它和自

我催眠有什么共同之处
#

事先予告痛将到来

有时还可以降 ΔΕ∃ 痛闹〔 〕
。

在我们 的 实验条

件下
,

有思怨准爸组灼痛公见足女壮生
,

但

这是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实现的
−
准备接

受某种性质的刺激
,

从而避免或减少了对刺

激的惊愕
、

突然感
。

这很难说是什么暗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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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
#

从它对皮 电反应的影响比较突出也可

以看出这一点
。

%
#

从本工作结果来看
,

有无思想准备对

针刺镇痛具有一定意义
,

对 敏 感 者 尤其显

著
。

这说明
,

针麻临床上在术前对病人作解

说工作是有意义的
,

必要的
,

对敏感者尤其

重要
。

同时
,

模拟的手术条件和实际手术情

况毕竟有相当大的距离
。

但在我国大量针麻

临床实践中
,

也有不少单位在术前对病人并

不作什么解说工作
,

却也能 取 得 良好的效

果
。

这说明这种思想准备工作的作用是有限

度的
,

而且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

&
#

有无思想准备这个条件的重要性
,

看

来是不如被试本身其他较稳定的机体机能状

态方面的个体差异的
。

合 并 甲
、

乙 两 组被

试
,

将敏感者和不敏感者的针刺镇痛结果加

以比较
,

可以看到
,

无论是在痛感觉上
,

还

是在对刺激的诱发生理反应上
,

两者都有极

为显著的差异
,

这种差异比甲
、

乙两组间的

差别更为明显
。

这提示
,

我们前面采用的三

种
“

予测
”

所反映的个体机能状态特点对针

刺镇痛可能比
“

思想准备
”

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
。

∋
#

本实验中由于避免被试作两次实验
,

三项予测性的测试和针刺镇痛实验连续地进

行
,

而指导语则在开始时说明
,

这样
,

乙组

被试的三项测试前条件和甲组就不一样
。

这

是否影响予测的结果
,

并对 匹 配 产 生影响

呢 Φ 为了解测试的稳定性
,

 名甲组被试作

了皮肤感觉敏感性复测
,

结果 , 名被试评级

相同
,

只 4 名有提高
,

可见 基 本 上 是稳定

的
。

根据我们过去经验试针条件下三项生理

指标予测结果也是较稳 定 的
#

因 此 可 以认

为
,

三项测试方法基本上是可信的
,

受实验

条件或指导语影响并不明显
。

但在控制条件

方面
,

这还不能不说是本工作的一个缺点
#

小 结

为探讨针麻术前
“

解说
”

工作这种
‘

思

想准备
”

心理因素对针麻效果的意义
,

对&  

名正常被试者进行 了本实验
#

被试者根据实

验前指导语和临刺激前是否打招呼分为有无

思想准备两组
。

两组在性别
、

年龄和三项予测

评定的是否敏感方面都是匹配的
。

两组中敏

感者和不敏感者各为 ) 和 & 人
#

在针刺诱导

后给予 + 种刺激
,

详细记录被试的痛感觉体

验和外在行为表现并作出评定
,

同时描记了

刺激诱发的脉搏
、

呼吸
、

皮肤电位变化
#

结

果看到
−

#

无思想准备组被试针刺后对刺激的痛

感觉比有思想准备组的明显地重些
,

敏感者

差别尤其明显
#

两组中的不敏感者的痛感觉

差别不显著
。

(
#

无思想准备组被试对刺激的皮电反应

明显地较有思想准备组的要大些
,

其中敏感

者间的差别更为显著
。

脉搏反应仅两组敏感

者之间有区别
,

而呼吸反 应 均 无 差别
,

脉

搏
、

呼吸
、

皮 电三指标综合反应比较
,

敏感

者中的无思想准备组明显要大些
。

%
#

不管有无思想准备
,

将根据予测评定

的分配于两组中的全部敏感者跟全部不敏感

者的针刺镇痛效果加以 比较
,

敏感者对刺激

的痛感觉极显著地要重些
,

其综合生理反应

也极显著要大些
。

这提示
,

三项予测所评定

的是否敏感这种个体差异
,

要比有无思想准

备这种心理因素对针刺镇痛的意义更大些
。

&
#

从本实验结果看来
,

对针刺镇痛
,

对

束激的时间
、

性质
、

感觉及如何对待有无 了

解和思想准备
,

对针刺镇痛效果 !痛感觉 ∀

有一定意义
,

说明针麻术前解说工作有一定

作用
#

但这种作用是有限度的
,

而且是因人

而异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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