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互联系中研究有机体和它的居住环境的系统相互关系
。

因此
,

系统观显然 比研究动物有机体机能的其它方法论原则要好
,

首先比反射论原则要

好
。

机能系统理论以新的观点来确定感受作用
。

参与不同机能系统的同一感受器对有机体来

说可 以达到不同的有益效果 例如
,

视觉感受作用既可用作食物机能系统
,

又可用作性欲和

防御机能系统
。

在一般感受特性保持的情况下 感受器在不同机能系统中具有质的特点
。

除

此之外
,

同一机能系统中
,

感受器可 以完成不 同的机能
。

这些感受器可 以估计外部环境的始

动作用 始动内导作用
,

可以估价最初的需要
。

与此 同时
,

这些感受器根据感知外部或内

部刺激基础上产生需要的满足来评价所达到 的结果
。

机能系统理论以新的方式来理解行为机制
,

特别是 目的性活动机制
。

当代流传的反射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
,

动物和人的整个行为活动方式决定于外界特殊刺

激物的作用
,

这种特殊刺激物的作用通过组成反射弧 的一定神经成份的兴奋可 以引起回答动

作
。

与反射理 论相反
‘

机能系统理论不是停留在效应动作 上
,

而包括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到

行为活动的结果上
。

与反射理论不同
,

机能系统理论对动物和人主动探寻外界环境特殊刺激

物的现象作 了满意的解释
。

根据这一理论
,

生物需要
,

对于人来说首先是社会需要乃是 目的

性行为的主要因素
。

正是这些需要使个体指 向寻求可以满足这些需要 的 外 部 世界的专化因

素
,

正是这些需要决定着经常估价所得到的重要结果
。

因此
,

机能系统理论本身不是否定反射原则
。

反射原则是作为完整系统组织 的组成部分

而包括在内的
。

如果对 比反射弧与机能系统结构
,

那么
,

这些差别就表现得特别 明显
。

与反

射弧不 同
,

机能系统的中枢结构包括反射弧所没有的一些环节
,

如
,

内导综合
、

采取决策
、

预料动作结果
,

最后
,

也是最重要的
,

就是结果和依赖于反馈内导作用对结果的估价
。

此外
,

机能系统理论可以改变生理学中形成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概念
。

机能系

统理论迫使不是一般地研究兴奋抑制过程
,

而是研究与系统的某些主要机制相适应的兴奋抑

制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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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书前言
, ,

李翼鹏节译

睡眠剥夺的心理生理影响
‘ ’

李德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睡眠和觉醒是生命活动所必须的两个相互转化的过程
。

业 己发现睡眠现象广泛存在于人

类
、

哺乳类
、

鸟类
、

两栖
、

乃至鱼类 〔’〕
。

睡眠现象既是必不可少的
,

又是广泛存在的
,

因而我

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睡眠的探讨和解释 自古以来一直是富有吸引力的课题之一
。

然而
,

睡眠

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生命现象
,

迄今为止对睡眠的本质仍然 了解得很不够
。

睡眠功能 的研究是 睡 眠 研 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医学上要发现一种器官功能的

经典方法
,

是移除这种器官以观察所丧失的功能
。

研究睡眠的功能 自然便用睡眠剥夺
,

本文承刘世熠副教授审阅
、

指 导
,

特此致谢
,



国外关于睡眠剥夺的文献资料很多
,

自前国内开展的工作还很少
,

我们子 年才开始
这方面 的研究

。

在实验研究中沐会到
,

睡眠剥夺作为探讨睡眠功能的一种手段
,

有助于揭示

睡 眠的心理功能
。

本文准备介绍睡眠剥夺 的方法学和有关睡眠剥夺的心理生理影响的研究近

况
,

并作初步的评论
。

一 睡眠剥夺的方法学

关于睡眠剥夺的大量研究资料主要来 自对人和大鼠的研究
,

因此在谈睡眠剥夺的方法学

之前
,

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人和大鼠睡眠过程的主要特征
。

年轻 成年人的睡眠集中于夜间连续约 小时
。

睡眠过程可 以分为两 种 类 型 慢 波睡眠

或称非快速眼动睡眠
,

异相睡眠 或称快速眼动睡眠

现 已知哺乳类和 鸟类动物的睡眠均可客观地分成慢波睡眠和异相睡眠两种类型 正常成年人

的慢波睡眠又可分为 一 个分期 〔‘ , ‘ , ‘的
。

慢波睡眠呈现瞳孔缩小
,

颈部肌肉仍保持一定紧

张性
,

脑 电活动为高幅慢波等特征
。

异相睡眠的脑 电特点与觉醒时相似
,

但眼电显著增强而

肌 电明显减弱
,

肌张力进一步降低
,

常伴有眼球快速转动
,

并出现脑桥一膝状体一 枕 叶 棘 波

波
。

在整个睡眠过程 中
,

上述两个阶段严格相互交替
,

两个阶段均可直接 进 入 觉

醒状态
,

但从觉醒状态进入异相睡眠必须先经过慢波睡眠阶段
。

正常成年人的异相睡眠约占

整夜睡眠的 一 肠
,

异相睡眠的周期约为 分钟
,

每夜出现 一 次 呱 ”等 〕

异相睡眠阶段常有梦现象伴随
,

但近期的研究发现梦并不绝对只是在异相睡眠阶段才 出

现
,

在慢波睡眠阶段也可能作梦
,

然而两个阶段 的梦在内容 上存在差异
,

异相睡眠阶段的梦

知觉性较强
、

内容生动
、

倾向于幻觉想像的故事
,

而慢波睡眠阶段 的梦概念性较强
,

倾向于

合乎逻辑 的思惟活动
。

由于异相睡眠的较大 比例在
一

下半夜
夕

因此可 以把人整夜睡眠的心理活

动特点概括为从较多概念化的上半夜过渡到较多知觉化的 下半夜 〔“
, , 等 〕

大鼠与人不 同
,

睡眠不是集中于夜间
,

而是呈现多相的睡眠周期分布于 小时内
,

其白

天的总睡眠时间较夜间的总睡眠时间要长
。

大鼠 小时内的总睡眠时间约为 】小时
,

其 中异

相睡眠约 小时
,

异相睡眠的周期为 一巴分钟
,

小时 内 异相睡眠出现的次数是人 的 一

倍 〔, ,

等 〕

睡眠剥夺有三种基本方式 全睡眠剥夺
、

部份睡眠剥夺和选择性 睡眠剥夺
。

前两种睡眠

剥夺方式不必加 以解释
。

选择性睡 眠剥夺主要指异相睡眠剥夺 或称 剥夺
,

也有 作 者

沿用
“

梦剥夺
”

的名称
,

这是人们所最感兴趣 的
。

对人进行异相睡眠剥夺在技术上是比较

容 易实现的
,

惯用的方法是在多相生理记录监视下进行
,

当电生理指标 出现异相睡眠时相特

征时即唤醒被试
。

也有作者用药物抑制异相睡眠
,

如丙咪嗦
、

戊 巴比妥
、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等 〔
,

〕
。

或者
,

唤醒与药物相结合
。

要保留

异相睡眠而完全剥夺慢波睡眠是不可能的
,

只能做到对慢波睡眠的较深部份或第 分期 的 剥

夺 ‘〕
。

由于大鼠的睡眠具有多相周期的特点
,

因而对大鼠进行睡眠剥夺
,

尤 其是 异相 睡眠 剥

夺
,

在技术上较对人进行睡眠剥夺要困难得多
,

必须 小时监视
。

显然
,

触醒方法不是一个

理想的方法
,

必须寻找 自动控制睡眠剥夺的方法
。

全睡眠剥夺的常用方法是强迫 动 物 不 停

地踩转动着的滑车
,

或给 以电刺激和某些厌恶性刺激使动物保持觉醒状态 〔“ 〕
。

异 相 睡 眠

剥夺最常用的方法是站台法
,

或称花盆法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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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这种方法是让动物生活在一个小面积的站台或倒放的花盆底上
,

站台安放在水池中略高出水

面
,

平台上方有供料供水装置
。

当动物进入异相睡眠阶段
,

因全身肌肉松弛
、

站台面积又太

小而掉入水中
,

动物只得爬上站台再重新入睡
,

这样便得到选择性异相睡眠剥夺的效果
。

这

种方法是由 建立的 〔‘了〕
。

多相生理记录证明这种方法可 以完成对 鼠和猫 这 类

小动物的异相睡眠剥夺 〔
, 盛

,

等 〕
,

·

但是必须注意两个间题 第一
,

动物体重 与站台面积 的

匹配 问题
。

原则上动物愈重站台愈小
,

得到异相睡眠剥夺的比率就愈大
。

许多实验得到不同

体重的动物在不 同大小的站台上异相睡眠剥夺心率的数据
。

归纳起来
,

可以用动物体重与站

台面积 的比值 作为一个参量
,

等 〔‘“ 〕报告 》 才可得 到 满 意

的异相睡眠剥夺
。

第二
,

水环境站台法本身是一种环境应激刺激 为了排除环境应激的影响
,

必须设立大台对照组
,

已证明大台对小台动物所受到的水环境应激刺激儿乎相等 〔‘等 〕
。

大

台动物在水环境中生活 一 小 时其异相睡眠量接近或达到基线对照水平
,

因此大台对照组

动物应在水环境大台上生活 一 天
。

等报告大台对照组应该满足 簇 〔 “ 〕。

此外
,

实 验期间 应保持标准照明条件
,

以避免照明条件变化对动物睡眠周 期的 影 响 〔““ 〕
,

已有实验报告用站台法剥夺异相睡眠与用手触醒法剥夺异相睡眠比较
,

在睡眠恢复期得到相

等的异相睡眠
“

返回
”

效果 〔
, 了〕

。

前面提到的药物方法对动物也同样适 用
。

二 正常心理生理影响

远在近代科学 出现 以前
,

人们早就意识到睡眠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

烁金术创

始人 一 一
‘

说如果人 白天和黑夜都不睡觉
,

身体将会非常疲乏而得

精神病 〔“ 〕
。

早期学者认为长期睡眠剥夺对人的心理是危险的
,

甚至会引起精神 分 裂 症

等 〔日 最早报告睡眠剥夺对身心有害的实验研究
。

等分别评论过梦与精神病

之间的类似性 〔,
,

〕
。

到 了本世纪五十年代
,

等 人 〔’”, ‘”〕主要根据人的脑 电
、

肌 电和眼甩的研 究发

现睡眠包括慢波睡眠和异相睡眠两种类型
。

在此基础上
,

完成了第一个异相睡 眠剥夺
“

梦

剥夺
”

实验 〔“。〕
。

随之
,

不断报告异相睡眠剥夺对人的各种心理影 响
,

到 年为止
,

等报告 了 参阅〔了〕 异相睡眠剥夺可能引起 种有害的心理影响
,

包 括 焦 虑 不

安
、

激动
、

发怒
、

注意力集中困难
、

记忆降低
、

疲乏
、

食欲增加等症状
,

有 的被试 出现性格

上的变化
,

甚至个别被试 出现猜疑进而发展到妄想狂观念
。

与上 述

实验研究进行的同时
,

关于睡眠剥夺的心理影响后果的争论也一直在伴随进行
。

一些学者坚

持早期所主张的睡眠剥夺对心理是危险的观点
。

如 认为
,

人 心 理上的紧张通过在梦

中释放而对身心健康起到
“

安全阀
”

的保护作用
,

足够长时间的
“

梦剥夺
”

引起梦的亏空势

必驱使梦周期在觉醒期间爆发
,

而发展成幻觉
、

妄想及其它心理疾病
。

他把这种解释概括为
“

溢 出模 式
” “ ”

理论
。

另一些学者同意睡 眠剥夺对心理是有害的
,

但并不一定像 等人所 疏的那么 危险和严重 参阅〔 〕
。

进一步 的实验结果不断为这场争论提供 证据
。

值得列举 的有 等 〔“ 〕用 明 尼 苏

达多相人格检查表 和其它量表测验表明
,

被试经过异相睡 眠剥夺后表现 出调整人

与人间关系 的能力减弱
,

并表现出焦虑不安
、

退缩
、

较高的兴奋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
,

而经

过慢波第 分期睡眠剥夺的被试 则表现出抑制或功能降低的特征 用 人 情绪量

表测验观察到被 试经异相睡 狱剥寺后 出现不友好
、

活力减弱和迷感的倾 〔, 〕 好

,



等报告异相睡眠剥夺影响被试对于看情节恐怖的电影的适应性降低
,

表现出明显的不安〔 , 〕

, 等发现睡 眠剥夺对老人的三种情绪 友好
、

攻击性和嗜睡 有明显影响〔“ 〕

等报告睡眠剥夺被试在完成作业和情绪方面受到影响
,

包括反应时延长
、

视觉警戒性降低
、

错误增加
、

记忆降低
、

分散思惟受到影响
、

以及焦虑增加等〔‘
, , ,

〕
。

此外
,

等报告了支持异相睡眠有助于机体适应新情景的实验〔“ 〕
。

研究睡眠剥夺对动物行为影响的实验结果可归纳为 对情绪的影响 包括攻击性增强

〔
,

等 〕
、

探究增加和恐惧降低〔
,

等 〕 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 ,

等 〕 其它影响 如食欲

和性欲增高〔“ ,
,

“ 等 〕
、

运动活动节律消失〔 〕等
。

迄今虽然对于睡眠剥夺的心理影响仍处于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之中
,

但是近期的实验结

果不断冲击早期关于
“

睡眠剥夺对人的心理是危险的
”

这一观点
。

研究表明
,

睡眠剥夺的后

果是因人的人格因素而有所不 同
,

个体差 异较大
,

由睡眠剥夺产生精神症状只 是个别的
。

但

睡眠剥夺的某些心理响影是不可忽视的
,

如注意力集中和长时间保持的困难
,

对情绪的影响

及 由此产生的对于社会环境适应能力的减弱
,

以及对于学习记忆能力和分散思惟的影响等
。

显然
,

这些心理活动的高极形式对于人们保持身心健康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是重要的
。

睡眠剥夺的生理影响是心理影响的基础
,

其实验结果是多方面的
。

在生理影响中最重要

的是睡眠剥夺达足够长时将导致死亡
。

在动物身上的研究 已报告幼年狗睡眠剥夺 一 天
,

成

年狗睡眠剥夺 天
,

大鼠和猫睡眠剥夺类似时间之后引起死亡〔““ 〕
。

长期睡眠剥夺引起肌张力

降低
,

动物甚至不能保持正常的姿态 以及体温下降等结果〔“了 , ““等 〕
。

短期睡眠剥夺 引 起中

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增高
,

主要表现在电休克阂值降低抵 ,“ 〕
,

脑 内 自我 刺 激

阂值降低〔了〕和条件反射反应时缩短〔 〕等
,

这些实验结果可能对 于 解 释

睡眠剥夺对情绪的影响有所帮助
。

睡 眠剥夺还引起性激素周期素乱〔 。〕
,

痛 阂降低〔”“ 〕
,

心率

和呼吸率的变异性变化〔”“ 〕
,

血压下降
、

平均心率加快和心率变化功率谱低频范围的谱 质 量

增加〔的
,

以及某些 自主反应随睡眠剥夺时间的延长出现倒转现象
,

例如睡眠剥 夺 小时以

后
,

对痛刺激的反应不是血压降低
,

而是血压升高 “ 〕
。

对于睡眠剥夺的生理影响研究得最多的是睡眠剥夺对睡眠本身的影响
。

最重要 的发现是

连续几天异相睡眠剥夺期间异相睡眠的潜伏期缩短 异相睡 眠补偿性增加
,

每次异相睡眠期

间的眼动次数增加 在随后的睡眠恢复夜晚出现异相睡眠补偿性地
“

返回
”

现象〔 〕
。

正 常

成年人经过一夜睡 眠剥夺后在睡眠恢复夜晚异相睡眠的增加占总睡 眠 的 一 肠〔“ ,
,

同

时慢波第 分期的百分率也有所增加〔““ 〕
。

皮层 自发脑 电活动 的研究还证 明睡眠剥夺引起 波的百分率和频率减少
,

而振

幅增大 同时 和己范围的较慢的电位增加
,

这些变化在睡眠剥夺第三天时变得明显
。

连续几

天睡眠剥夺引起异相睡眠特征性的 波
“

逃走
” ,

而在慢波睡眠阶段和觉醒状态出 现〔“ 〕
。

近期在皮层诱发 电活动研究方面
,

等〔了〕发现睡眠剥夺引起
“

伴随 性 负 变 化
”

,

简称厚 的振幅明显降低
。

是当被 试者正期

待得到刺激信号时从皮层 记录到的一种慢的电位变化 约 微伏左右
。

一般认为 反

映
“

注意
”

或
“

期待
”

这类心理活动
,

因此
,

振幅的降低暗示有关方面 的功能 受 到影

响
,

该发现可能为睡眠剥夺影响注意提供生理学依据
。

报告〔了〕在睡眠剥夺 期间
,

中

枢活性类交感神经胺
,

如右旋苯丙胺
· ,

可以使降低了的 明显

增高
,

同时还 可逆转睡 眠剥夺的 许多影响
,

这暗示睡 眠剥夺的某些影响是由文感 中枢的疲劳



魏所

三 异常心理生理影响

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睡眠剥夺的实验研究是与对正常人的实验研究相伴进行的
。

问题的提

出来 自前面 已提到过的 的
“

溢出模式
”

理论
,

在六十年代激烈进行关于睡眠剥夺的心

理影响后果的争论时
,

等〔“‘〕为了验证
“

溢出模式
”

理论是否正确
,

对 名精 神分裂症

病人进行连续七夜异相睡眠剥夺的实验
。

他们除了宣布没有见到精神症状的 加 剧 外
,

还 报

告观察到了一般的生理影响
,

包括随着睡眠剥夺夜晚的增加所需叫醒被试 的次数 逐 渐 增 加

和变得困难
,

在恢复睡眠夜晚出现了异相睡 眠补偿性
“

返回
” 。

为此
,

他们提出没有理 由认

为异相睡眠有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
,

进而不支持
“

溢 出模式
”

理论
。

其它作者的研究同

样支持 否定
“

溢出模式
”

理论的正确性
,

但是
,

所观察到的生理影响 的结 果 并 非 与

的结果相一致
。

等〔“”, “ 〕报告活动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异相睡眠剥夺之后
,

并

不出现异相睡眠的
“

返回
” ,

而
“

非活动期
”

或处于缓解状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出现异相

睡眠的
“

返回
” 。

等〔“
, “了〕报告了类似的实验结果

,

观察到非精神病组在第一个 恢复

睡眠夜晚异相睡眠的绝对量和百分率都有所增加
’

而活动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异相睡眠量 出现

轻微的降低
。

然而
,

目前对这些结果的看法和分析仍存在争论
。

在 等的实验中
,

活动期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头两个恢复睡眠夜晚异相睡眠的密度增加和潜伏期缩短
,

有人认为这种现

象可能是活动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异相睡眠
“

返回
”

的特征
,

而不能否定活动期精神分裂症患

者没有异相睡眠的
“

返回
”

现象 活动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出现异相睡眠
“

返回
”

的间题
,

是异相睡眠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的大问题的一个方面
,

这个 问题有待进一步追踪下去
。

一直是坚持认为睡眠剥夺并非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害的研究者之一
。

他及其同事 在

一系列的研究中证明睡眠剥夺对于内源性抑郁症 患者有缓解作

用〔 一 〕
。

迄今
,

已有许多作者证实了这个发现〔
, ”, ” 等 〕

。

等还发现 对丙咪嗓的 处

理有反应 的患者对睡眠剥夺也有反应
,

而对电休克有反应 的患者对睡 眠 剥 夺 却 没 有 反 应

伽 〕
。

因为丙咪嗓是异相睡眠的一种强抑制剂
,

所是他们认为丙咪嗓可能是 通 过对异相睡眠

的抑制而起作用的
。

他们还提出内源性抑郁症可能包括两个亚型 丙咪嗓缓解型和 电休克缓

解型
。

〔““〕报告睡眠剥夺有缩短抑郁症持续期的倾 向
,

这种倾 向与睡 眠剥夺处理的时间

有关
,

愈早进行睡眠剥夺效果愈好
,

青年患者的效果较老年患者明显
。

关于睡 眠剥夺缓解内源性抑郁症的作用机制 目前正在争论
。

最近提出一种新观点
,

认为

睡眠剥夺可能不是直接通过剥夺异相睡眠
,

而是通过改善异相睡眠的异常分配 而起 作 用 的

〔’ 〕
。

等〔““ , “ 〕仔细研究 了内源性抑郁症患者睡眠时的皮层 电活动
,

发 现抑郁症患者异

相睡眠的潜伏期较短
、

出现的频率较多和分配异常 不规律性
,

经过睡眠剥夺改善了异相睡

眠分配的不规律性
,

支持 了近期提出的假说
。

还有人认为睡眠刹夺的作用是一种特殊反应
,

可能与异相睡眠无关〔“。〕
。

这是一项重要 的研究
。

这不仅可能为治疗内源性抑郁症开辟新的途径
,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能为探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开辟新的思路和前途

的评论认为〔“。〕
,

从所观察到的睡眠剥夺对人和动物的影响来看
,

可能 说 明

睡眠在集中注意 的机制和与注意相联系的学习和记忆机制的恢复方而具有某种功能
,

同时睡

眠还 可能对于保持健康 的情绪和适应社会环境方 盯有一定作用
。



还谈到 了睡眠剥夺的许多后果可 以被苯丙胺逆转的事实
。

睡 眠剥夺对学习记

忆的影响可能被脑内儿茶酚胺的增加所逆转
,

以及异相睡眠剥夺诱发的情绪行为可 以被多 巴

胺能的药物 如 阿朴吗啡
,

所加强的现象〔““
,

“〕
,

说明中枢儿茶酚胺机制

的恢复可能是睡眠
,

特别是异相睡眠的一种功能
。

这种恢复作用可能是睡 眠的心理功能的基

础
。

近年来生化方面的研究证明生长素的分泌高峰在慢波睡眠阶段〔
,

“〕
。

生长素促进

和蛋白质的合成
,

因此
,

认为慢波睡 眠阶段很可能是 和蛋 白质的合成时期
,

是恢 复 体

力疲劳的时期
,

而异相睡眠的功能可能与心理活动的高级形式更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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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运动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

于国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
、

前
一匕一

一
一

口

来自外界的信息
,

约有 一 是通过人的眼睛获得 的
。

为 了取得这此信息
,

人眼必须

连续不 断地运动
,

这就是眼球运动 下简称眼动
。

眼球运动使静止对象或运动对象都可在视网膜黄斑部的中欠四上结 象
,

而 且能使两眼互

相协同动作
,

并适应头部和躯体的运动和位置
。

眼动在视知觉中起着重要作用
,

眼睛在扫瞄和观察外部世界的细节时
,

总 是 连 续 运动

着
。

即使在睡眠状态 中
,

眼球也是在不断地运动着
。

临床诊断有时也要观察眼动情况
,

主要看有否眼球震颤 下简称眼震
。

如对 内耳前庭

系统障碍的病人
,

要观察有无 自发性眼震
。

这时检查者以食指 放 在 被 检者眼前 一 厘米

处
,

让被检者注视
。

食 指 向 上下
、

左 右移动时
,

嘱被检者跟踪追视
,

但头部不要动
。

如有

眼震记录其快慢方 向
,

习惯 以眼震快相的方向定为眼震方向
,

如快 相 向 右 侧就是眼震向

右
,

眼震有水平性之
、

垂直性忖或是旋转 性 等 类 型
,

幅度大小及持续时间长短也有不同
。

人在睁着眼被动旋转时
,

除前庭器官 三半规管和耳石器官 受到刺激外
,

外界环境的

相对移动也是对视觉的刺激
。

在旋转后 二者都可引起快速和慢速的眼震
。

前者称为前庭性眼

震
,

后者叫做视动性眼震
。

眼震是受一定的刺激或 由一些病因而引起的
,

它是眼动的一种特

殊表现形式
。

当人眼注视的对象向左右
、

上下及前后移动时
,

眼的追视运动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
。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