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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以来
,

心身医学通过流行病学
、

动

物实验和临床观察研究已肯定
,

由社会心理刺激

引起的行为和情绪
,

对疾病 的 发生
、

发 展
、

表

现
、

病程和后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作为信

号的社会心理刺激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活动
,

是

经过什么样的中介机制被转化为自主神经
、

内分

泌
、

心血管
、

胃肠道
、

骨骼肌和免疫系统的生理

变化而导致疾病的呢 也就 是 说
,

精 神 的
、

信

号刺激 如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事件及其变化的心

理反应 通过什么中介机制
,

被转化为物质的生

理变化而导致疾病的
。

这个问题是七十年代心身

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

根据各方面的研究结

果
,

初步探索到这是由神经生理
、

神经内分泌和

免疫三个系统的相互联系起着中介作用
。

一 神经生理机制

大脑的作用

众所周知
,

大脑既有负责如感知
、

情绪
、

内

驱力
、

推理和创造性等心理活动的功能
,

也有负

责调节人类生命所必需的如呼吸
、

心律
、

血压和

各种代谢过程等生理活动的功能
,

这些功能都是

相互联系着的
。

当一个人听到
“
你可 能 患 了 癌

症
”
这个诊断

,

并主观作出
“
活 不 长

” 的 推 理

时
,

就可能产生强烈的恐惧
,

引起脸发白
,

血压

升高
,

消化停滞或失眠等现象
。

相反
,

消化不良

或血压升高也会影响一个人对外界事物的感 知
,

产生不良的情绪
。

所以
,

周围环境刺激以及个人

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取决于大

脑各种功能的相互作用的
。

人们通过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已查明
,

中枢神

经系统在心理社会刺激转化为生理变化中起中介

作用
,

因为它能促使身体器官和组织机能发生变

化
。

人们一般难以观察到心理社会刺激如何影响

中枢神经系统
,

但通过对情绪变化的观察可获得

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线索
。

情绪是反映着一个人

对中枢神经系统某个部分产生某种神经生理变化

的主观解释
,

各种情绪与不同器官的生理变化有

密切联系
。

任何社会心理的刺激都可作为一种输

入信息
,

通过相应的传入神经到达大脑
,

如果这

个信息被人感知
,

就会产生一定的情绪和生理变

化
。

这两种变化又可作为刺激
,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

活动的变化
。

例如
,

由环境刺激增强了的肌张力可

成为继发性刺激提高中枢神经系统运动区的活动

提高肌张力 以及有关的情绪变化 这又可进

一步提高肌张力
。

另一方面
,

生理变化
,

如肌

肉紧张
,

又可引起一些副作用
。

相当持久而强力

的肌肉紧张会减少肌肉的血流量
,

使代谢物积聚

在肌肉紧张的部位而引起疼痛
。

疼痛又成为另一

种输入刺激
,

进一步引起生理和情绪变化
。

所以

心理社会刺激是通过大脑引起的情绪和生理变化

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疾病的
。

皮质下中枢的作用

此外
,

许多研究发现
,

动物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是受皮质下中枢的影响
,

这些中枢是通过非特异

反应性系统 和 向 营 养性系

统
 的相互平衡来调节自

主神经系统的
、

躯体内脏的和精神行为的功能
。

非特异反应性系统的功能是使个体准备

积极行动
,

如警戒
、

觉醒
、

情绪和活动的兴奋 提

高交感神经活动 增强骨骼肌张力 提高分解代

谢
、

激素的分泌
。

向营养性系统的功能是促进个体的退缩

行为和保持能量
,

如提高感知输入信息的闭限
,

降

低骨骼肌的张力
,

提高副交感神经活动以及促进

合成代谢
、

激素的循环
。

见表
。

神经生理学研究逐渐查明网状结构
、

边缘系统

和下丘脑相互联系
,

影响着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
。

随着非特异反应性系统兴奋性的增高
,

向营养性

系统的功能则相应地受到抑制 反之亦然
。

见表
。



表 非特异反应性 系统和向营养性

系统的兴奋效应

非特异反应性系统的兴奋

自主神经效应一一提高交感神经活动

增加心率
、

血压和汗分泌

扩大瞪孔
、

瞬膜收缩
, 抑制胃肠的运动和分泌功能

躯体效应一一脑电图的失同步现象
,

增强骨骼肌的

张力
,

提高分解代谢
、

激素的分 泌
,

如 肾 上 腺

素
、

去甲肾上腺素
、

皮质醇
、

甲状腺素
、

生长激

素
、

抗利尿激素
、

醛固酮
。

向营养性系统的兴奋

自主神经效应一一提高副交感神经活动

降低心率
、

血压和汗分泌

履孑收缩
,

瞬膜松弛
, 增强胃肠的运动和分泌功能

躯体效应一一脑电图的同步现象
,

丧失骨骼肌的张

力
,

促进合成代谢
、

激素的分泌
,

如胰岛素
、

雌

激素
、

雄激素的分泌增加

行为效应一一不活动
、

磕睡
、

睡眠

表 非特异反应性 系统和向营养性

系统间的交互作用

向营养性系统兴奋对非特异反应性系统的影响

自主效应一一抑制交感神经对履孔
、

瞬膜
、

心脏
、

汗腺的冲动

躯体效应一一脑电图的同步现象
,

减轻骨骼肌的张力
行为效应一一抑制攻击行为

非特异反应性系统兴奋对向营养性系统的影响

自主效应一一降低眼球运动神经的紧张状态
,

缩小

副交感神经的反应性

躯体效应一一减轻脑电图中的募集反应

行为效应一一减少被动性回避

近代神经生理
、

神经解剖和神经内分泌的研

究证实
,

一个人对周围事物主观上评价为紧张的

刺激
,

会引起机体有组织的生理变化
。

这种生理

变化反映在非特异反应性系统和向营养性系统相

互平衡程度
,

而且也包括皮质
一

皮质下的生 物 电

过程和生化过程
,

自主性内脏变化和躯体骨骼肌

的变化
,

同时还产生神经内分泌的相关物质
。

近

代研究也证明
,

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是非特异

反应性系统的神经递质
,

而
一

经色胺和 乙酞胆碱

是向营养性系统的神经递质
。

这两种系统的神经

递质对觉醒
、

注意
、

动机
、

运动
、

情绪
、

记忆和

学习等各种心理或行为状态起着决定性作用
。

总之
,

研究表明
,

动物与人对环境刺激的一

切反应是通过大脑
,

在皮质下中枢
,

特别是下丘

脑的调节下
,

使非特异反应性系统和向言养性系

统
、

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处于

一种动态的平衡
,

从而使机体各器官的功能更好

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

但是这种系统一 旦失 去 平

衡
,

就会产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反应
,

出现症状或
疾病

。

二 神经 内分泌机制

内分泌系统的功能

人们知道
,

有机体生存的关键是细胞与细胞

间一种交往的机制
。

内分泌机制就是最简单的信

号系统的演化
,

也就是说
,

从一个细胞释放出来

的一种化学物质
,

到达第二个细胞膜时就会改变

第二个细胞的行为
。

神经系统是高度适应的一群

细胞
,

在那里
,

细胞形状的变化会促进细胞间的

物理接触和信息的迅速传递
。

细胞间 的 信 息传

递
,

就是由一个细胞释放化学递质
,

通过突触来

改变接受信息的那个细胞膜的这样一种过程来实

现的
。

人们也巳发现
,

某些神经递质
,

例如去甲

肾上腺素
,

就是内分泌系统中的化学信使
。

各种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查明
,

内分泌系统

和行为有密切关系
‘
有人研究了人在紧张刺激下

的内分泌反应
,

发现内分泌系统有一种使机体适

应环境的生理防御机制
,

内分泌激素在维护机体

内部的环境稳定以及使机体适应环境中起着重要

作用
。

激素分泌的过多或过少都会使整个身体的

代谢作用和行为发在变化
。

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激素的关系

根据巳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

下丘脑是神经系

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主要交接处
。

它使纤维束

和神经细胞紧密联系起来
,

并调节着自主神经系

统的功能和身体的节律
,

控制着体温
、

血压
、

饥

渴
、

情感
、

能量
、

性活动和睡眠等
。

这个区域称

为 “内分泌
一

下丘脑
” ,

它包含着能组织神 经 活

动和分泌活动的一些细胞
,

由它产生 的 释放 激

素
,

通过神经通道和血管传递到垂体
。

 肾上腺激素

关于社会心理紧张刺激对神经内分泌或体液

的影响
,

当前研究得最出色的机制是下 丘脑
一

垂



体
一

肾上腺 系 统的机制
。

大量研究查明
,

受下丘

脑控制的垂体所分泌 的 营 养 激 素
 

能调节肾上腺
、

甲状腺和

性腺分泌激素的活动
,

进而产生各种心理活动或

行为的变化
。

也就是说
, 一

下丘脑中的神经元会释放

促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

促 使 垂 体 释放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使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皮质激

素 也称皮质类固醇 到血液中
,

进而使机体对

紧张刺激作出反应
,

也就是导致某些生理变化和

行为变化
。

皮质类固醇通过抑制下丘脑释放促皮

质激素释放因子而完成一种负反馈控制环
。

人们

发现
,

在某种紧张刺激下 如 恐 惧
,

大 概 是

由于这种神经机制压倒了负反馈 控 制
,

以 致 使

大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类固醇 被 释 放 出

来
。

有人研究抑郁症病人发现
,

当人处于痛苦状

态下
,

类固醇类会明显升高
,

以致出 现 抑 郁 症

状
。

研究者认为
,

抑郁症病人的调节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的神经内分泌中枢有异常的脱抑制现象
,

因为这种病人的血中皮质醇的含量比 正 常 人 的

高
。

皮质类固醇在身体适应物理紧张刺激时起重

要作用
。

它们有抗炎症作用
,

如治疗关节炎
。

在

身体受伤时
,

它能使细胞中的溶酶体膜稳定
,

防

止分解性水解酶的扩散
。

严重缺乏皮质类固醇的

人在外科手术或严重事故情况下
,

会死于急性血

管萎陷
,

但若及时给予皮质类固醇可免于产生这

种致命性现象
。

此外
,

皮质类固醇还有另一重要

的作用
,

即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

因此
,

从 已有

的研究结果指出
,

皮质类固醇在心理因素致病中

起特殊作用
。

 性腺激素

下丘脑神经元释放的向释放因子也能使垂体

释放促性腺激素
,

使卵巢或肇丸分泌性腺激素
,

如雌激素或雄激素
,

它们会影响如青春或更年期

出现的行为和情绪变化
。

甲状腺激素

另外
,

由垂体释放的促 甲状腺激素
,

会使 甲

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
。

这种激素的多少反映在临

床上见到的甲状腺机能亢进或机能减退时的各种

情绪障碍表现
。

促 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对抑郁病

人有抗抑郁作用
,

但对正常人则引起 轻 度欣 快

症
,

表现为主观感觉轻松和能力增强
。

生物胺对垂体活动的影响

最新的动物研究证明
,

下丘脑神经元内的生

物胺活动会影响垂体的活动
。

已有发现
,

生物胺
,

如去甲肾上腺素和
一

经色胺会抑制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的分泌 多巴胺会刺激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

素释放因子
,

使垂体释放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

激素 再如酚噬嗓这种安定剂会降低儿茶酚胺的

活动
,

从而抑制黄体生成激素的 释 放
。

这 些 激

素的释放和抑制都影响着机体的生理 功 能 和 行

为
。

由此表明
,

下丘脑与内分泌系统 的 密 切 联

系
,

在人和动物对紧张刺激作出反应 中起 重 要

作用
。

此外
,

下丘脑的释放因子 对了解 心 理 因

素导致疾病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来讲也 是 一 个 关

键
。

为了更好了解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密切

关系以及下丘脑释放因子和生物胺对垂体活动的

影响
,

试用图 来说明
。

图
“

内分泌
一

下 丘脑
”
的解 剖 生理

及其与垂体前叶和垂体后叶的关系



此图说明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密

切连接区的一般组织
。

右上部标以

下丘脑释放因子 的核
,

分泌一系列

释放激素进入垂体门脉系统的初级毛细

管网
,

以控制垂体前叶细胞的活动
。

各

种神经递质影响这些神经 元 的 活 动
。

去甲肾上腺素 和
一 一

经

色胺 是在脑干中具有细胞体的神经元

中产生
。

多巴胺 是在基底 的 下

丘脑中的细胞内产生
。

乙酞胆 碱

是这个区域产生的另一重要的起调节作

用的神经递质
。

杏仁核 和 海 马 是
“
内

分泌
一

下丘脑
” 的重要的高级联系地点

。

另外两组下丘脑细 胞一一视 上 核

 和室旁核 各自产生加 压

素
  和催产素

,

当这些激素沼神经元轴突到达神经垂体

后叶前
,

并不释放到体循环
。

垂体前叶包含各类细胞
,

一类细胞

产生一种激素
。

这里有 六 种 激 素 二

生
、

三促
,

如生长激素
、

生 乳

激素
、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和黑素细胞刺激 激 素  这是

在人类腺体内同一细胞中产生的
、

促

甲状腺激素  
、

卵泡 刺 激 激 素

和黄体生成 激 素  这

两者合称促性腺激素
。

垂体前叶的分

泌受皮质
、

下丘脑
、

脑干中 神 经 递 质
、 一 、

的影响
。

垂体后叶是

激素的仓库
,

它受下丘脑神经核团
,

如

视上核和室旁核的作用
,

它们通过神经

纤维把加压素和催产素送至垂体后叶储

存起来
,

在需要时才由垂体后叶把它们

释放出去
。

图 刺激与反应之间产生的神经生物事件

下面再用图 表示环境刺激使有机体作出应

付反应时产生的一些神经生物事件
,

以便更好理

解信号刺激引起生理变化的神经生理的和神经内

分泌的中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
。

图解

在下丘脑产生的电活动都伴

有生物胺
、 、 一 、

的

结合
、

更新和灭活的变化
。

与这种下丘脑效应发生的同

时
,

在这里
,

通过各种途径也对其他脑

区产生一种交互影响
。

根据非特异反应

性系统
一

向营养性系统的平衡规 律
,

会

导致内脏功能或躯体行为暂时的或永久

的变化
。

心因性疾病
、

心理生理障碍
、

心身疾病 如消化性溃疡
、

支气管哮喘

等 或器质性疾病都可能是通过这种机

制产生的
。

下丘脑反应性的增高反映在

电生理活动和神经化学活动的增高
,

这

会引起短暂的神经分子事件
,

如核糖核

酸 和蛋白的迅速更新
。

这些事件可促使下丘脑短暂

地发放向释放因子或促进某种持久的下

丘脑活动
,

导致长期发放向释 放 因 子
 。

在 这 个

活动阶段
,

可能改变一系列下丘脑的内

环境稳定
,

如控制 饥 渴
、

性 驱 力
、

睡

眠
、

醒觉等一些活动
,

由于这种控制的

增强或降低而出现一些临床症状
。

各种释放因子会影响垂体分

泌
,

特别是影响促性腺激素和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的分泌
。

这些激素再通过它们



相应的器官
,

把激素反馈到垂体前叶以

及下丘脑本身
,

根据发放刺激的强度和

时间
,

将影响下丘脑的释放活动
。

大家知

道
,

肾上腺皮质激素和性腺激素与甲状

腺激素一样
,

会改变脑 特别是下丘脑

中的电生理和受体部位的神经化学活动
。

三 免夜机制

作为信号刺激的社会心理刺激引起的紧张情

绪或行为之所以导致疾病是与免疫系统的功能障

碍或功能抑制有关
。

实验研究证据

动物实验研究证明
,

由不同方法产生的紧张

刺激可影响动物的免疫功能
。

例如
,

让白鼠每五

分钟进行一次回避电击的反应
,

这种紧张操作的

实验情境会使白鼠出现的胸腺和脾脏皱缩
、

白血

球减少
、

移植皮片排斥反应的延迟以及能抵抗病

毒感染的干扰素水平下降
。

在这种免疫功能减弱

的情况下
,

’

白鼠特别易受某些病毒 如单纯疤疹

病毒
、

脊髓灰质炎病毒或柯萨奇病毒 的感染

而致病 也易于受实验移植恶性组织或接种病毒

而发生肿瘤
。

有人研究了人的情绪因素和实验性紧张对感

染疾病的作用发现
,

紧张情绪会影响机体抵御病

菌的机能
,

只要这种生理平衡的功能有所改变
,

病菌就易侵入体内并在体内增殖
,

而使机体感染

疾病
。

以肺炎球菌感染为例
,

在正常情况下
,

呼

吸道的这种细菌不会大量进入肺内或 渗 透 到 粘

膜
,

因为粘膜分泌和对抗细菌的正常菌丛会时刻

阻止细菌的增殖和渗透
。

但是粘膜或菌丛的状况

会随紧张刺激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

不能抵制细菌

的增殖或渗透而引起肺炎
。

、

激素和免疫功能

一般来说
,

小量病菌进入体内到达适于迅速

增殖的地方时
,

往往会被巨噬细胞吞噬
。

但是巨

噬细胞的活动能力又受激素的影响
。

例如
,

研究

发现
,

紧张刺激引起的皮质类固醇的升高会降低

巨噬细胞的活动能力
。

在皮质类固醇 激 素 作 用

下
,

巨噬细胞消化被吞噬异物的能力会减弱
,

这

就提供了病菌或病毒扩散到别处的机会
,

以致提

高机体的感 染性
。

所以
,

紧张刺激能否促进疾病

的发生是取决于巨噬细胞的激活或灭活
,

因为 巨

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的改变会使免疫活性细胞的反

应失效
,

并使抗体缓慢产生
,

能够消灭迅速增殖

的细胞的抗体缓慢产生
,

而感染疾病
。

研究也表明
,

防御病毒扩散主要是靠淋巴

细胞不断监督受感染的细胞
,

淋巴 细胞是直接

通过细胞毒素的作用或通过它激活附近的巨噬细

胞来破坏受感染的细胞的
。

但是
,

从淋巴细胞中

分泌的淋巴激活素以及淋巴细胞对感染细胞的作

用或对巨噬细胞的作用
,

也会因为不适当的激素

环境而受到破坏
。

例如皮质类固醇会干扰淋巴组

织的再循环
,

引起淋巴组织的退化或改变淋巴结

对免疫反应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
。

再有
,

作为内分泌器官的胸腺
,

对淋巴 细

胞的成熟也有一定影响
。

紧张刺激下产生的大量

皮质类固醇会使胸腺功能失调
,

从而阻止淋巴

细胞的成熟而影响免疫能力
。

前面已提到
,

皮质类固醇的重要作用之一是

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

除了上述作用外
,

它还能

抑制竹球蛋白的形成
、

减少嗜酸性细胞
、

千扰白

血球的活动
。

总之
,

这种激素能降低生理防御效

能而导致疾病
。

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功能

人们已经查明
,

中枢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有

着密切的关系
,

特别是下丘脑是直接调节免疫功

能的
。

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两者都对机体能

否适应或防御环境刺激起一定作用
,

如果机体对

过敏物
、

病菌或病毒等的适应或防御不良
,

则就

容易出现各种症状或疾病
。

研究发现
,

下丘脑和杏仁核的损伤会导致程

度不同的激素变化 背侧下丘脑的破坏性损伤会

抑制基本的抗体反应
,

使血中长期保留抗原 下

丘脑和网状结构的损伤会减少抗体的形成 下丘

脑的损伤也会引起明显的胸腺功能失调
,

阻止淋

巴 细胞成熟
,

以致影响免疫功能
。

也有研究指

出
,

淋巴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红织是由自主神经系

统的神经支配的 受情绪因素影响的各种激素的

受体是在免疫系统的不同细胞上
。

所以
,

免疫功

能与中枢神经系统有密切关系
。

总之
,

从近代免疫学的研究已肯定
,

紧张刺



激或情绪会通过下丘脑及由它控制分泌的激素
,

影响免疫功能
,

降低有机休对病毒
、

病菌或过敏

物的抵抗力而致病
。

例如支气管哮喘这种心身疾

病
,

可能是由于人的紧张情绪的影响
,

使之易受

病菌或过敏物的作用
,

引起支气管痉挛和大量粘

液堵塞于支气管中的缘故
。

又如
,

近年来对类风

湿性关节炎的病因研究已从链球菌转向病毒的免

疫异常问题
。

对具有阳性类风湿因子的人引起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研究发现
,

免疫问题取决于引起

此病的类风湿性因子和情绪忧伤
。

关节触痛加剧

之前或疼痛加剧的时候都见有某种社会心理紧张

刺激引起的焦虑和忧伤情绪或矛盾情绪
。

再之
,

近代癌症致病因素的研究表明
,

引起癌症的原因

之一是免疫功能的抑制
。

临床心理学 的 研 究发

现
,

癌症发生之前
,

病人大都有焦虑
、

失望
、

忧

郁或压抑愤怒等情绪
,

这种情绪会通过中枢神经

系统影响免疫功能
,

使抵抗致癌物的能力减弱
,

提高引起癌症的可能性
。

最后
,

试用两个图来说明种经系统
、

内分泌系

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

以及它们在社

会心理刺激导致疾病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义

综上所述
,

中枢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统和免

疫系统是相互作用着对人类的疾病与健康起着影

响
。

换言之
,

神经生理
、

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种

机制是相互联系着在心理因素导致疾病中起中介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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