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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多动症 儿童及在性别
、

年龄和学习年级上相 匹 配 的正常儿童 的 家庭

环境
、

注意行为及外周 肾上腺素的分泌模式进行 了探讨
。

结果表 明
,

家 庭 环境
,

持别是父母 的文化 程度
、

行为
、

及父母与儿童之间 的关系在 儿童 多动 症病因学的

研 完中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 因素
。

儿童注意行为测试及 注意与非注意状态下尿中

肾上腺素含量的动 态分析可 为多动应 儿童注意缺陷障碍 的有效诊断提供客观指

标
。

本文还进一 步提 出和讨论 了多动在病因机制的新假设
。

近年来
,

儿童多动症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地受到精神病学家及心理学家的注意
。

然而
,

多动症的病因至今尚不清楚
。

早在./ 年代和 0/ 年代
,

一般认为多动症是 由脑损伤引起的
,

当得不到明显的脑损伤的证据时
,

轻度脑损伤的术语 12 34 35 67 8 9 63 4 : 6 5 6; <= 就开始

运用
,

而后又改称为轻度脑功能障碍 12 34 35 6 7 8 9 6 34 : > ?≅Α 4 Β Χ3Δ 。=
。

这一术语表 明多

动症儿童可能无脑结构病变
,

但却存在着脑的功能性障碍
。
劝

。

士,− /年
,

美国精神 病 学会

在
《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

第三版 1: # 2一 ) =中
一

将 多 动 症 称 为
“

注 意 缺 陷 障 碍
”

1 ΧΧ< 4 Χ3Δ 4 : < ≅3< 3Χ : 3, Δ 9 Ε < 9 =‘
Φ , 。

多动症术语的这种变迁表明迄今为止其病因尚未清

楚
、 虽然许多研究者 已作了大量研究

,

提出了不少假设
〔卜

,幻
,

如脑
‘

神经介质 异 常
,

觉 醒异

常
,

食物过敏或食物变态反应等
。

但所有这些假设都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
。

我们考虑多动症的病因
,

可能与社会环境有关
。

儿童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
,

更重要的

是一个社会的人
。

社会环境
,

尤其是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
〔比’。

。

因而
,

本工作 的第一个 目的是研究多动症的发生究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

虽然美国 : #2一 7 中将多动症的主要特点定为住意缺陷障碍
,

但并未提供有效的客

观诊断标准
。

而我们在以往 的工作中发现
,

当一个儿童在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任务时
,

外周

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
。

因而本工作的第二个目的是试 图通过对多动症儿童注意行为及

注意状态时外周 肾上腺素代谢特点的研究
,

找寻有关诊断注意缺陷障碍的客观指标
。

+= 本文于+仑−.年 月 Γ 日收到
。

本文曾于 +, − 年 − 月 0 日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召开的
“

儿童社会化及精神卫生会议
”

上 报 告
。

本研究得

到徐联仓教授的热情支持
Η

并蒙提出宝贵意见
。

孙丽华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本实验还得到北 京 西 苑医院

马若飞大夫和西颐小学
Η

中关村一小
,

三小的领导和教师的大力协助
Η

特此致谢
。



期 林文娟等
Ι

多动症儿童的家庭环境
、

注意行为及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模式 月++

实 验
‘

方
‘

法

对象
Ι

−一 + Γ岁的多动症儿童 +// 名及在性别
、

年龄及学习年级上相匹配的正常儿童 +// 名
。

多动症的诊断由西苑 医院小儿精神科大夫根据美国: #2 一 7 诊断
。

各组儿童的男 女比例

为 ϑ
·

Γ ‘+
。

年龄分布为
Ι − 岁+ Γ名

Κ , 岁Λ Γ名
Κ +/岁Λ /名 Κ + +岁 +,名

Κ +Λ岁+ 名
Κ +Γ岁+ +名

。

方法
Ι

一
、

家庭情况调查

问卷法
。

儿童自己填写为主
。

少数 , 岁以下儿童由调查者面谈
,

并与其家长 交 换情

况后填写
。

1一=
Η

问卷内容
Ι

’
一 、

+
Η

家庭结构
Ι
兄弟姐妹数

、

本人排行
、

家庭人口
,

父亲年龄
,

母亲年龄
。

⋯Λ
Η

家庭经济状况
Ι
每月平均工资收入

,

住房 间数
。

ΓΗ 家庭文化背景
,

父亲文化程度
,

母亲文化程度
。

Η

家庭关系感受
Ι
对父亲的畏惧

、

对父亲的喜爱
、

对母亲的畏惧
、

对母亲的喜爱
、

对

父母的服从性
、

父母间的感情
、

父母间的争吵打骂
、

犯错误时受父母的打骂
、

犯错误时父母

的说服教育
,

无缘无故受父母打骂
、

学习上受父母鼓励
、

学习上受父母惩罚
Η

.
Η

其它
Ι
学习环境

、

每周看 电视次数
,

父亲是否抽烟
、

喝酒
。

1二 = 评分法
Ι

碑
Η

客观数值填写法
Ι
表 + 项 +++ + 至 ϑ 及项 目ΛΓ 均用客观数值填写法

。

在回答问卷

前要求孩子们询问家长某些客观数值
。

如家庭经济收入
,

父母年龄等
,

若对某些客观数值

仍不清楚
,

可不作答
。

Λ
Η

等级评分
Ι 表 + 项 目 − 至 ΛΛ 用此法

。

每一项 目分五个等级
。

最好 的 情 况 是 .

分
,

最差的情况是 + 分
。

这样
,

分数越高
,

儿童对这一家庭关系项 目的感受越好
。

父 母 文

化程度也用此法
。

,

大学程度为 . 分 Κ
高中程度为 分 Κ 初中程度为 Γ 分

Κ 小学程度为 Λ 分 Κ

未上学不识字者为 + 分
。

’
‘ ·

Γ
Η

二分法
Ι

根据是
、

否二分法填写项目Λ 及 Λ.
。

即父亲是否抽烟
、

父亲是否喝酒
。

1三= 统计处理
Ι

·
’ ‘

Ι

除项月 Λ
、

Λ .即父亲是否抽烟
,

喝酒用丫处理外
,

其余皆用 Μ考验法
。

Η

二
、

注意行为测试
。

从以 上Λ/ /名被试中
,

随机抽取ΛΓ 名多动症儿童及在性别
、
年龄和学习年级

Ν

)ΙΗ 相 匹配

的正常儿童
。

每一被试按照 自己的最快速度进行 两项注意行为测试
。

共 + 小时
。 ’

+
Η

+/ 。以内的简单加减运算Γ/ 分钟
。 Ν

ΛΗ 图形符号辨别划消测试 攀。分钟
。

每张侧试纸共有
Ι

Λ // /个符号
,

这是 由 + 种不同

图形符号随机排列而成
,

要求被试将一种指定 的符号图形划掉
。

Η

⋯
三

、

尿的收集和肾上腺素的测定
。

对上述0 名被试
,

各采集 Γ 份尿进行肾上腺素含量的测定
。

即注意测 试前 + 小 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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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息状态的尿
Κ 注意测试 + 小时的尿

Κ 注意测试后 + 小时休息状态 的尿
。

在注意测试前后 +

小时的休息状态
,

让被试自由阅读一般趣味不浓的书画
,

被试可以随意挑选和更 换书籍
,

并可小声交谈
。

尿 内的肾上腺素含量用Π Α7 < 9
等人改良过 的萤光法测定 ,70 , 。

啸
, 司吞 寿士 氏臼

, 勺 刁理 尝口 , ,Θ

一
、

多动症儿童与正常儿童家庭环境比较
。

1见表 + =

+
Η

多动症儿童在家庭结构
、

家庭经济状况上 1即兄弟姐妹数
,

本人排行
,

家 庭 人 口
,

父母年龄
,

家庭平均工资收入及住房间数=与正常儿章相比
,

无明显差异
。

Λ
Η

多动症儿童父母文化程度 明显低于正常组
。

父亲文化程 度
Ι Μ 1+

,

+ − = Ρ ϑΗ :
,

∀Θ /
Η

/ + Κ 母亲文化程度
Ι Μ 1+

,

+了−= Ρ −
Η

+ ,
,

∀Θ /
Η

/ / .
。

Γ
Η

多动症儿童组父亲抽烟喝酒者明显多于正常组
。

1抽烟广二 + 0Η −.
,

∀Θ /
Η

//.
,

喝

酒Σ Τ
Ρ + +

Η

Λ −
,

∀Θ /
Η

/ / .=

表 ) 正常与多动症儿童家庭环境与家庭感受调查表

遭二邑Υ
项 目

Υ
正常组平均值

Υ
多动症组平均值

ς
几 Μ1Ε≅一“=

⋯
∀

Λ
·

/ −1+
,

+,−=
/

·

Γ− 1+
,

+, −=

Λ
·

/ Γ 1+
,

+ , −=

/
·

/ +1+
,

+, /=

+
·

Γ −1+
,

+ Λ /=

+
Η

− −1+
,

+ . Λ=

+ +1+
,

+. +=

ϑ
·

/ 1+
,

+− =

−
Η

+,1+
,

+ ϑ, =
Γ

Η

, Λ、+
Η

+− ,=

+
Η

1+
Η

+, Γ=

+
·

1+
Η

+, +=

−
Η

− +1+
,

+, +=

+0
·

, ϑ1+
Η

+,. =
Λ

Η

ϑ +1++, Γ =

+
Η

0 −1+
Η

+ , Γ=

Λ +
·

, 1+
Η

+, / =

Λ
·

+/1+
Η

+, =

+
·

+,1+
,

+−−=

Λ
·

. .1+
,

+, .=

+
·

. Γ1+
Η

+, Γ=

Λ
·

/01+
Η

+, Γ=

/
Η

/ −1+
Η

+0 . =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
。

.
Η

∗
Η

#
Η

∗ .
Η

/
Η

/ +

/
Η

/ / .

/
Η

/ .

/
Η

/ // .

∗
Η

.
Η

/
·

/ .

/
Η

/ // 0

∗
Η

#
Η

∗
Η

.
Η

/
Η

/ // +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
Η

,,0−
,三,一0Φ

ΩΞ,自工:&叨通连,自   !几自∀#勺左 ∃肠‘%甘%甘& ∋(
‘∀二目∋八(口勺左,人而%跪∋∋ 甘%()∗∗‘

∀∀∀∀∀∀∀∀
∀

⋯⋯
,人通月‘%∀)性%)%) )!+)二吸廿通∃
‘

,!+!+

%幼)吮%口

兄弟姐妹数 −个.

本人排行 −第几 .

家庭人 口 −口 .

住房间数

家庭工资平均收入

父亲年龄−岁.
乡

母亲年龄 −岁.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匕程度

对父母的畏惧

刘
·

父亲的喜爱

对母亲的畏惧

对母亲的喜爱

对父母的服从性

父母间的感情

父母间的争吵打骂

犯错误时受父母的打骂

犯错误时父母的说服教育

无缘无故受父母的打骂

学习上受到父母的鼓励

学习上受到父母的惩罚

学习环境的安静

每周看电视次数 −次0 周 .

1 2 3

1
∀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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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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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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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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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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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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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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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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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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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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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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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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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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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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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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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 0总数

2 0 8 ,

1# 0 8 ,

,
∀

4#

斤己八%

, 3 8

2
∀

# 5

7
∀

75

,
∀

4 7

7
∀

4 2

多动症
例数了总数

7 1 0 8 ,

4 , 0 8 ,

9
∀

:

9
∀

6

。1# 捻161,;<121613154#414447

父亲抽烟者

父亲饮酒者

13
∀

26

1 1
·

=>

? #
∀

# # 6

? #
∀

## 3

4,肠

注≅ 9
∀

: 表示 ΑΒ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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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多动症儿童对家庭关系的 良好感受明显差于正常儿童
。

在多动症组
,

+Λ 个家庭关

系项 目的总分为 Γ
Η

+/
,

正常组为 ϑ
Η

. 0
。

两组有明显差异
。

〔Μ 1+
,

+ 0 .= Ζ Λ Λ
Η

了+
,

∀Θ /
Η

/ / / +〕
。

其中
,

多动症儿童明显地惧怕父亲 1Μ 1+
,

+ − ,= 二 ΓΗ ,Λ
,

∀Θ /
Η

/ .〕Κ 对父亲的喜爱 明 显 地少

〔Μ 19
,

9 ; Γ =二 +
Η ,

∀Θ /
Η

/ / / . = Κ 对母亲的喜爱也少
。

〔Μ 1+
,

+ , += Ρ Γ
Η

. +
,

∀Θ /
Η

/ .〕
。

犯错

误时受父母的打骂明显地多 1Μ 1+
,

+ , . =一 Λ+
Η

,
,

∀Θ /
Η

// / +〕Κ 而对父母的服从 明 显 地少

〔Μ 1+
,

+ , .= 二 + 0
Η

, ϑ
,

∀Θ /
Η

/ / / .〕
。

.
Η

两组儿童在学 习环境的安静程度及每周看电视的次数上无明显差异
。

二
、

注意行为测试 1表 Λ =

+
Η

多动症儿童笔算得分明显低 于 正 常 儿 童
。

正常 组 为 . 0 土Λ了Γ
,

多 动 症 组为

Γ Γ0 士+ , +
,

两组经 Χ 考验有明显差异 1∀Θ 。
Η

/ + =
。

两组儿童划消得分多动症儿童虽低于正

常组但无明显差异
。

Λ
Η

多动症儿童 的笔算错误率及划消错误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
。

∀值分别 Θ /
Η

/+ 及

/Η /. =
Η Η

Ι 二
,

Ν

二
’

‘

Ι

Η

价 鱿二
Ν

’

表 Λ 正常与多动症儿童注意行为测试

别
卜

Η

笔
一

篡
Ι 分 笔算错误率拓 划 消 功 率 + 划 消 错 误 率

、工Φ夕[入Φ了吸Ξ
七&曰西乃‘‘产

Η、沙矛‘、

正 常

多动症

. 0士Λ ϑ Γ

− Γ 0士+,+Η 份

+
·

−土Λ
Η

+

Γ
·

−士Λ
·

ϑ井 苦

Λ − / ϑ士0 Λ /

Λ 0 − ,士, Γ −

ϑ
·

Γ士.
·

0

+,
·

/士Λ +
·

Γ 价

与对照组比 ! 考验∀Θ /Η /+
Κ 朴 ∀Θ /

·

/ .

笔算得分 Ζ 笔算总分 一错误得分
笔算错误率Ρ 错误分乙总分 Σ +// 多 、

划消功率
Η

Ρ 同读符号
Η

总数父
’

1应找符号数 一漏划数=位找符号数 十错划数

划消错误率Ζ 漏划数 ∴ 错划数 ]应找符号数 Σ +// 书

三
、

注意与非注意状态下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
。

。一一。 正常组 +
Η

两组儿童总体变化比较
Ι

苏

—
从 多动症组

曦 + /

子
娜谧月啦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匕 ,

前休息 注意状念 后休息

图 + 正常儿童与多动症儿童三状态下尿内

肾上腺紫的分泌量

多动症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注意与非注意状

态时外周肾上腺素分泌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

即注意状态时外周肾上腺素分泌增 加
,

休 息状

态时分泌量减少
。

但正常儿童非注意一注意一

非注意三状态下肾上腺素分泌量 的 变 化 幅度

大
。

1图 + =
。

注意状态与注意测试前后的休息状

态 比较
,

尿内肾上腺素的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

1Χ

考验 ∀值均 Θ /Η / / +=
。

而多动症儿童三状态下

外周肾上腺素分泌量的变化幅度小
。

注意状态

与测试前的休息状态 比
,

∀值小于 /
Η

/ + Κ 而 与 测

试后的休息状态 比
,

则无显著差异
。

1见表 Γ =

Λ
Η

个案分析
Ι

ΛΓ 名正常对照儿童中有Λ+ 名其外周肾上腺

素的分泌模式符合非注意一注意一非注意三状

⊥城懈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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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常与多动症儿童注意及非注意状态下尿内肾上腺素的分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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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Γ

前 休 息

1毫微克] 分=

注 意 状 态

1毫微克]分=

+ ΛΗ 8士ϑΗ /竺竺

+/
·

/士.
Η

0朴

后 休 息

1毫微克] 分=

Η

Λ士Λ
Η

·

,士
·

Λ

.了士Γ
Η

+

ϑ
·

.士Λ
·

8

昭一症对

动

常正多

料 与前休息比 !考验 ∀Θ /
·

//+ Η ∀Θ /
·

/ + △△ 与后休息比 ∀Θ /
·

/ /+

态变化模式
。

而ΛΓ 名多动症儿童 中只有 +Λ 名基本符合这一变化模式
。

这 +Λ 名多 动 症儿

童
,

被看作患
“

轻度注意缺陷障碍
” 。

或
“

无注意缺陷障碍
’, 。

其余 + +名中
,

有 . 名在注意状

态时肾上腺素分泌量等于或低于前休息状态
,

甚至低于前后两个休息状态
,

我们将这些儿

童看作患
“

重度注意缺陷障碍
” 。

另 0 名是后休

息状态肾上腺素分泌量等于或稍 高 于 注 意状

态 Κ
但注意状态时肾上腺素分泌量 比前休 息状

态还是有了增加
,

这些儿童我们看作是患
“

中度

注意缺陷障碍
” 。

见 1图 Λ =

四
、

不同程度注意缺陷障碍的多 动 症儿童

其注意行为及家庭坏境
。

如果依据非注意一注意一非注意三状态下

外周 肾上腺素分泌变化模式来判断多动症严重

程度是可靠的
,

那末
,

不同病情程度的儿童在注

意行为的测试上也必有相应的不同 成 绩
,

表

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

由表 可见
,

轻度注意缺陷障碍的 多 动症

&

<< Ο& 轻度组

&

<<
& 中度姐

Η

一
心 宜度组

曦 Ι Δ

、祝翻粉璐Η闪全

幼味息 注愈壮右 后沫息

图 Λ 不同程度注意缺陷障碍的多动症儿童

三状态下尿内肾上腺素的分泌量

表 多动症儿童不同程度注意缺陷障碍与注意测试成绩

二= 五凌片
误 率

++
Η

+ .
Η

Γ Γ
Η

/

与轻度比 ! 考验∀Θ /Η / .

儿童的注意测试成绩 1包括笔算和 划 消=
,

得分最高
,

错误率最低 Κ 而严重注意缺陷障碍组

的得分最低
,

错误率最高
。

且这两组儿童在两项测试的得分成绩上都有显著差 异 1Χ考验

均为∀ Θ /
Η

/. =
。

中度注意缺掐障碍组在两项测试 的得分及错误率上均居中
。 ’

由于本工作中已经发现多动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家庭情况不同
,

Ν

特别是父母 的 文化

程度
、

父亲抽烟喝酒行为及儿童对家庭感受上有着明显差异
,

因而可以假设这三种不同程

度的多动定儿童也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不利因素
。

表 . 的结果沦证了这二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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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动症儿童的家庭环境
、

注意行为及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模式

表 . 不同程度注意缺陷障碍多动症儿愈与家庭环境

别 ς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 _家庭关系感受总分

·

+ ϑ士/
·

,−

−名−士/
·

− ,

−
·

/士+
Η

/ +

.
Η

. 士/
·

, ,

Γ
Η

. −士/
Η

−

Γ
·

Λ /士/
·

,−

Λ
·

0 Γ士Λ ,, −

+
·

0 /士Λ
·

0 Λ

Γ −
·

Λ /士Γ
·

− Λ朴

父父亲抽烟人数 比率率

111拓===

、Η产、,产、,
产

+Λ00111
一

度度度轻中童

与轻度组比 Χ考验∀Θ /Η /.

由表 . 可知
,

轻度注意缺陷障碍组其父母的文化程度最高
,

中度组次之
,

而 严 重组父

母文化程度最低
。

在家庭关系感受总分上
,

轻度组总分最高
,

中度组次之
,

严重 组 总分最

低
。

且轻度组与严重组在家庭关系感受总分上有明显差异 1∀ Θ /
Η

/ . =
。

在父亲抽烟
、

喝酒

的人数比率上
,

轻度组最低
,

而严重组最高
。

讨 论

一
、

多动症儿童家庭环境的研究发现
,

多动症组父母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正 常 组
,

父

亲抽烟 喝酒者的比率 明显高于正常组
。

多动症儿童对家庭 良好感受的总分也明显低于正

常组
。

多动症儿童受父母的打骂明显地多
,

他们对父母的喜爱 明显减少
,

对父亲的畏惧明

显增加
,

却又 明显地不如正常儿童那样服从父母
。

对这些结果究竟如何解释
,

是家庭的不

良环境诱发了儿童多动症
,

还是 由于儿童的行为障碍造成了父母的不满和缺乏忍耐
,

以致

于打骂孩子
,

而影响了父母与孩子及整个家庭的关系 ⎯ 对于这一问题
,

本文虽然难以作出

简单而绝对的回答
。

但多动症儿童的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及父亲抽烟喝酒习惯不会是儿童

的行为造成的
。

相反
,

父母较低的文化教养及父亲不健康的行为必定对儿童的行 为 发展

有所影响
。

进一步的研究也证明
,

不同程度的多动症儿童有着不 同程 度 的 家 庭 不 利 因

素
。

所处家庭环境越不利
,

患儿的多动症状越严重
。

此外
,

本文对多动症及正常儿童在家

庭环境上有明显差异的项目之间作了等级相关考验
,

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与打 骂 孩
Η

子有

一定相关 19 Ζ :Η ΛΓ ϑ ∗ 二 工ϑ, ∀ Θ /
Η

// .=
。

父母文化程度越低
,

打骂孩子越多
,

所 有 这些

结果都表明家庭环境在儿童多动症病因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而父母的文化教

养
、

行为及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对儿童的行为发展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以前有关多动症的许多生化变化方面的研究
,

多半是研究被试的某一孤立状态
,

Η

结果

也不一致佃
。

本工作是研究儿童非注意一注意一非注意三状态下外周 肾上腺素的动态变

化过程
。

发现正常儿童在注意状态时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水平升高
,

而在前后休 息状态
,

其分泌水平降低
、

而多动症被试中有半数儿童
,

其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偏离了这 一 变化

规律
,

注意状态时尿肾上腺素的含量与前后休息状态时的含量处于同一水平
,

甚或低于前

后休息状态的水平
。

这意味着三状态下外周 肾上腺素的动态含量分析有可能为儿童注意

缺陷障碍的判断提供客观指标
。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

以尿肾上腺素动态分析为依 据 而被

判断为不同轻重程度的多动症儿童
,

确实在注意行为的测试 中表现出相应不同程 度 的注

意行为障碍
。

这提示着尿肾上腺素含量的动态分析及注意行为测试可为多动症的诊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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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客观指标
。

三
、

关于多动症的病因
,

有人 曾假设为自主神经系统中两个相对立的神经系统即由儿

茶酚胺类所调节的交感神经系统与由胆碱类调节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平衡失调
,

多 动 症

儿童是交感神经系统占优势卿
。

本实验的结果似乎部分支持了这一看法
。

即在休息状态

时多动症儿童是交感神经系统占优势
,

因为此时外周肾
Ν

匕腺素的分泌量较正常儿童为高
Κ

但作业状态时
,

交感神经系统的优势性不强
,

因而不能增加足够的肾上腺素来适应内外环

境 的变化
,

提高工作效率
。

从觉醒异常的理论来考虑
,

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 两种相对

立的看法“幻
,

一种认为多动症儿童长期处于生理性的过度觉醒状态
,

另一种则认为处 于

慢性低度觉醒状态
。

根据本实验的结果
,

似乎多动症儿童在休息状态时
,

对外界无关刺激

过度敏感
,

此时外周肾上腺素的分泌量较正常儿童高
,

处于高度觉醒状态
,

而在注意 状 态

时
,

则对有关刺激不敏感
,

外周肾上腺素分泌量较正常儿童低
,

处于低度觉醒状 态
。

因 而

多动症
“

觉醒异常
”

的实质不能单纯地看作为过度觉醒
,

也不能单纯地看作为低度觉醒
,

而

是表现为一种
“

反相觉醒
” 。

多动症的严重程度可能与这种
“

反相觉醒
”

的状态 和 程 度 有

关
。 “

反相觉醒
”

的表现越明显
,

多动症越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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