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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体系统 中
,

生理节律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这种生理节律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正在不断地广泛地为人们所 认识
。

在过去十年里
,
对月经周期节律的实验研究证实了一些

生理变化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这些行为包括基本的感知觉过程
,
认知及社会性行为

。

对在感觉机能中的月经周期节律变化的研究涉及到视觉
、

嗅觉
、

听觉
、

味觉和触觉
。

本文 旨在于综合对这五种感觉机能中月经周期变化的研究
, 以证明发生在感觉机能中月经

周期变化的程度
。

视觉

表 中列出了在视觉闭值上月经周期的明显变化的研究结果

表 与月经周期相联的视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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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研究中
,

研究者计算基础体温升

高的公式是 行经第一天 ? 平均月经期间一≅ 天
。

试验日期连续七天
,
从基础体温升高前

的三天开始
。

每天在同样时间进行试验
。

其结果表明
,

在基础体温升高的那天微光视觉感

受性有所增高
。

而控制组的五名被试则没有这种变化
。

在% #! 1 ∋ ( 0等人 + , 4 5 / 的实验中对四名正常妇女 +实验组/ 和四名服用避孕药的妇

女及四名男性 +控制 组 / 进行实验
。

按月经周期的四个阶段记录资料
。

计算公式是 第一

天 Α 月经开始的那天
。

第一阶段为 至 Β天
,

第二阶段为 4至≅ 天
,

第三阶段为Χ 至 55 天
,

第四阶段为 5Δ 至 Δ. 天
。

实验结果表明 在行经期感受性最低 Ε 而在排卵期及其后感受性增

高
。

控制组则无明显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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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将月经分成五个阶

段 行经期 以至Χ天/ Ε 卵泡期 +Β至 Δ天/ Ε 排卵期 + ≅至 Χ天/ Ε 排卵后期 + 4 至5

天/ 和行经前期 +在行经开始前 ;至Δ天 /
。

每名被试在周期的第 天
,

第 4天
,

第 ≅ 天
,

第



5 天 和第 5 −天进行测试
。

被试经暗适应及光适应后进行测试
。

结果表明
,

只有暗适应的被

试在排卵期视觉感受性增高
。

在视觉的月经周期节律的研究中一般都发现视觉阂值在排卵期表现出较低
。

嗅觉

关于在月经周期中嗅感受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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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中所用的刺激
、

心理生理过程和测验条件都不同
。

但一般来说在月经周期的中间对一定化合物的嗅感受性增高
,

而在行经期内则降低
。

他们

的研究结果列于表5
。

表 5 与月经周期相联的噢觉变化

Ι∗2 ! Η ( ∗∀ +5 . ≅ Χ / “量的测定
”

埃萨内脂 在月经周期中间感受性增高

Μ ∗ ( 9 #( + , 4 ≅ / 辨别阂值

毗吮

在卵泡期敏度提高
,

在排卵后期敏度

降低
。

6 ∗五( ∗#0 ∗∀
和Λ

∋ ;3 + , Χ Χ / 辨别闭值 柠檬栓 敏度在行经期降低

Φ ;∃ Γ∗ ∀Η
,

 ∀ ∗& ∗ ∀Η ∋和Ι∗ ϑ Κ

+ , Δ Χ /

辨别阂值

汽油
,

咖啡
,

樟脑

行经期开始前5 ≅至 5− 小时感受性提高

Ν ∋ ∋ 0
,

Ν ∗ ! ∀Κ和Φ ( Η ∗(

+ , 4 Β /

辨别闭值 埃萨内脂 在月经周期的中间感受性提高

% ∋ ΟΚ
,

6( Κ0 ∗ ∀ ,

Μ : Η Η #( ∃
和

Ι ∋ & ∀ Κ + , − /

辨别闭值 糠攀荃 感受性峰值出现在月经的后半期
,

周

期中间和排卵后期的中间

2 ! #∀
,

 ∋ : 33! ∀0
,

Φ ( Η ∗ (

和2 ∋ ∀ Ο ∋ ( + ,4 − /

辨别Π绷值

香豆素
,

樟属植物
,

等

感受性在排卵期比在行经期高些

听觉

关于听觉的一些研究发现听力正常的妇女的听觉闭值因月经周期而波动
。

现 将这些研

究结果概述如下

表 Δ 与月经周期相联的听觉变化

研 究 者 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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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听起

来为中音 Θ之上 的Ρ +被试有优

异的定音力/

在正弦曲线上出现前排卵期和前行经

期两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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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正好出现在行经期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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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有另一个较小的峰值

Μ ∗ ( 9 #( + , 4理 辨别阂值 在 卵泡期敏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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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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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

在对丙硫氧咤咤
、

奎宁
、

盐的辨别阑值和对不同浓度的糖溶液的喜爱主观等级评定的

研究中亦发现了月经周期变化
。

这些研究简述如下

表 ≅ 与月经相联的味觉变化

研 究 者 测 量

Ν ;! ( ϑ #;;∗和ς ! Ω ;! ( + , Β Χ / 辨别 阂值 丙硫氧喀淀
、

奎宁 在行经期有更高的感受 性

Μ ∗ ( 9 #且 + , 4 ≅ / 辨别 闭值 氯化钠 乡Ω泡期敏度提高
,

排卵后期敏度降低

人 ! ∀ ∋ ( + , 4 Χ / 糖溶液的主观喜爱度 在排勇后期的中期不太喜欢糖溶液

Λ
∀ #Η 7 Ο和Θ ∀ ∋& + , 4 Δ / 塘溶液的主观喜爱度 在排卵后期的中期不太喜欢糖溶液

触觉

痛觉 月经周期变化与痛刺激团值的关系的研究
,

包括对角膜的幅射热
、

对前臂的

幅射热
、

对乳房的针刺刺激
、

对前臂的针刺刺激以及对指尖的电击的反感阀值等仿面
。

这些研究列表于下

表 ≅ 与月经周期相联的痛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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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 ∋ ∋ Ψς ! ∃#! ( + ,− . / 对前臂的幅射热阂值的操作特

征曲线分析

在排卵期感受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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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 ∗ ∗ #等 + , 45 / 前臂内侧面针刺痛阑值 卵泡期的阑值较排卵后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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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晕
、

乳房反映组

织的阑值

从这些研究结果可见
,

痛觉闭值的月经周期变化是不一样的
。

这种情况在下面将要讨

论的其它触觉阂值的研究中亦有出现
。

如果说在各研究中有什么一致性的话
,

我们可以说在

月多周期的行经期之前比行经期和行经期之后有较低的感受性的倾向 +尽管Μ ∗ ∀ ∀ ∗
(+ , Δ Δ

年 /的两点闭实验和 Ν ∋∋ ;9 !∃ #! ( + , − .年 /的痛觉实验所发现的相反的情况亦是真实的 /
。

温度觉 , Β Β年ς ∴ ( ∃7 ! 3∋ 报告过皮肤温度 已对 Δ Β
]

Θ适应 了的妇女的冷刺激差 别阂

值在排卵后期比在卵泡期小
。

两点闲 Μ ∗∀ ∀ ∗ ( + , Δ Δ / 报告过在行经期之前中指的两点触觉阂值比在行经期之

后低些
。

在 Μ ∗ ( 9# (
+= , 4 ≅ / 的实验中

,

手掌的感受性在卵泡期提高而在排卵后期降低
。

这些研究运用了控制组来与正常月经周期的妇女进行比较
。

控制组成员包括 服用避

孕药的妇女  ! ∀ #等∃ % & ∃ , ∋ ( ! ) ∗ ) ) +等∃% , −. / 0 怀孕期妇女 1 ! ! 2等 ∃ % , 3 / ∋ ( ! ) ∗ ) ) + 等

∃ % , 4 , 5 ! 6 + 7 8 ! 7 和 89 ! ( ∀ ∃% , , . / : 青春期之前的男孩和女 孩
, 5 ! 6 + 7 8 ! 7 和 ; 9 ! ( ∀ ∃% , , . /

<绝经期妇女 ∋(! ! ∗= = +等∃% , −.
。

对控制组的研究结果是有趣的
。  !∀ #等人在服用避孕

药的妇女身上也发现 了与周期相关的感觉变化
。

而 5 !6 +78 !7 等人只在正常月经周期妇女身
上发现触觉感受性的变化

,
在他们研究的其它组并没有发现这些变化

。

综上所述
,

在视觉
、

嗅觉
、

听觉
、

味觉和触觉中感受性的月经周期变化是存在的
。

根

据以上研究结果的分析
,

在进一步的研究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

第一
,

在以上的研究中
,

对月经周期感受性测定的观察点似乎是少了些
。

感受性测量

在频率上的间距太宽
, 以至在有些研究中表现 出在周期中出现两个主要峰值

。

应该注意到
,

在月经周期研究中
,

足够的频率测量和仔细地描述结果是特别重要的
。

第二
,
在这些研究中所用的周期阶段的划分是不一致的

。

? !! ≅Α ∗8 +∗ 7 ∃ % & Β . 是从

月经刚来的那天往前数 / ? ≅∗ 7 Χ + ≅≅) 和Δ ∗ Ε ≅∗ 7 ∃ % 3Φ . 是从月经刚来的那天往后数 / Γ ∗ + (

等 ∃ % , Φ . 和Η ∗ ( ( + 8等 ∃% Φ Β . 则根据体温
。

只有Γ ∗ +(等 ∃ % , & . 和 ! ∀#等 ∃分Φ ∃. 的

研究采用了对感受性进行测量的同一天亦进行月经周期的主要荷尔蒙的血清水平的放射免

疫检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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