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睡眠的个体发生和发展

李德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睡眠现象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研究课题
。

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很重要的
,

因为
,

这不仅是对

睡眠个体发生和发展的描述
,

而且涉及到睡眠与脑的发育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

同时还涉及到

对睡眠功能和机理的探讨 本文对有关人类睡眠个体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作一些介绍和探讨

一
、

人类睡眠的个体发生和婴儿的睡眠

业已知道
,

与睡眠在种族演化上发生很早的现象相似
,

人类睡眠的个体 发 生也 在很早

的时候出现
。

研究表明
,

人类胎儿在妊娠 一 周出现明显的觉醒和 睡 眠 状 态
,

而 在 此

之前胎儿处 于一种原始的未区分的状态 见 〕
。

已有报告
,

胎 儿 在 妊 娠 一 周 出 现

快眼动相 睡眠
,

在 一 周出现慢波睡眠 见 〕
。

婴儿自身调节的觉醒一睡眠行为与昼夜节律无关
,

每昼夜觉醒一睡眠周期为 一 次
,

没

有集中在 白天或夜间的倾向 例如
,

出生后三天的婴儿在白天和夜间的睡眠时 间都 是 肠

左右
。

一 岁时
,

每昼夜觉醒一睡眠周期减少为 一 次
,

随后再减少至二个不相等的周

期 午睡和夜间睡眠 在 正常的现代文化条件下
,

觉醒行为逐渐集中到白天时间
。

婴儿的睡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睡眠与眼动
、

体动相联系
,

呼吸不规律
,

并出现自

发的吮 吸动作
,

称作活 动 相 睡 眠
,

即 睡眠 另一种睡眠没有眼动和体动 特 征
,

呼

吸规律
,

称作安静相睡眠
,

即慢波睡眠
。

新生儿双相睡眠周期平均 一 分钟
,

其中

睡眠占 一 呱 平均 肠 一 周龄的婴儿 睡眠占总睡眠的 帕 婴儿的 睡

眠与成年人不 同
,

成年人入睡后必须经过 一 分钟的慢波睡眠后方可进入第一 次

睡眠
,

而在婴儿可以从觉醒状态直接进入 睡眠
。

婴儿约到一月龄
,

在慢波睡 眠阶 段

可由 首次记录到梭形波 约到三月龄出现入睡后先进入慢波阶段的成人睡眠样式 见

〕 〕

二
、

睡眠的个体发展

从婴幼儿到成年期
,

总睡眠时间和 睡眠时间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

其 生 命早

期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 正常成年人一夜约需睡眠 一 小 时
,

其 中 睡眠 约为

分钟
,

占总睡眠的 一 肠
。

成年人睡眠时间相对稳定
,

到老年睡眠时间再度减少
。

艾姆斯 报告从幼儿到青年期间
,

夜间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

见图
。

哈特曼 报告了从一周龄婴儿到 岁老人
,

小时内觉 醒
、

慢波睡眠和 睡眠时间的相对变化 见图
。

威廉斯 等 报告从 婴

儿期到青春期
,

夜间 睡眠出现次数和时间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见表
,

他 们 还

发现这种变化在男性至 岁左右趋于稳定
,

到老年期再度减少
,

而女性在 岁以后则未见

到进一步减少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在生长发育期间
,

夜间睡眠时间
、

睡眠出现的次



数和时间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

这些指标与年龄呈现一种负的函数关系

产货之

定留瞪疖穿啼定娜、

年龄 〔周岁

图 夜间睡眠时间随年龄变化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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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波睡眠和 睡眠时间随年龄发生的变化

表 一 岁夜间 睡眠出现次数和时间 分 的变化 男女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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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波睡眠与年龄的关系
,

以慢波第 期睡眠的变化最为有趣
。

范伯格 的

研究了儿童 岁
、

成年 岁 和老年 岁 三个年龄组的睡眠
,

发现儿童夜 间 慢 波

第 期睡眠比例很高
,

以入睡到出现第 次 睡眠之前的慢波睡眠时间及其所包括的第

期睡眠为指标
,

观察到的结果表示于图
。

由图 可 以看出
,

出现第 次 睡 眠 之前 的



慢波睡眠时间及其第 期睡眠时间均是儿童组显著高于成年组和老年组
,

并随年龄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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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年龄的关系

减少
。

与此结果相一致
,

威兼斯等 也

观察到中年和老年人慢波第 期睡眠减少

〕
。

此外
,

有作者报告老年男人

睡眠和慢波第 期的减少均较同龄女人显

著
,

因而提出是否与
“

女性较男性长寿
”

现

象相关〔〕
。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
,

脑 电图研究

领域相继出现各种新的分析方法
,

这为进

一步探讨睡眠问题 提 供了 可能
。

史密斯

 正是借助于 计算 机分析

技 术
,

报 告了 睡眠 各频 段活动与

年龄的函数关系
。

他们 以夜间睡 眠

平均出现各频段活动的时间为指标
,

对

个年龄组作了比较
。

个年龄组分别是 一
, 、

一
、

一 和 一 岁
。

分

析结果表示于图
,

该 图表明 活动 一

次 秒 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此趋势主要表现在从 儿童 到 少 年和从中年到老年两段 年 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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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夜间睡 眠 和 日平均活动量 秒 分 和 梭形波平均次

数 次 分 与年龄的关系

范 围
,

中段年龄范围变化不大 刀活动 次以上 秒 不因年龄增长而发生显著变化

梭形波 活动表现出非连续性的变化
,

以 一 岁组最高
,

而 一 岁组最低
。

此外
,

他们还 观 察 到 活 动 一 次 秒 随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减少
。

睡眠 每小时各频

段活动呈现时间及其变化趋势
,

个年龄组的划分与上述相同
。

分析结 果 表 明 活动在

一 岁组整夜显著高于其它各年龄组
,

每小时在 分钟以上
,

在 一 岁组最低
,

每小

时均不到 分钟 刀 活动在 前半夜与后半夜呈现不 同的变化趋势
,

前半夜有随年龄增长而

增加的趋势
,

而后半夜则相反 活动在 一 岁组整夜呈现高水平活动 每小时在 一 分

钟范围
,

其余 个年龄组有随睡眠时间的延续而减少的趋势 梭形波与年龄无明显的相关

变化
,

这与西斯弗斯坦
 和利维  报告的结果相一致

。

综上所述
,

人类睡眠的个体发展不仅表现为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变化趋势
,



而且还表现在睡眠时相的变化方面
,

睡眠和慢波第 期睡眠在婴幼儿和儿童期所占的

比例很高
,

到成年和老年期明显减少
。

此外
,

研究初步表明
,

从 频段分配 的变 化 来

看
,

婴幼儿期睡 眠 以 活动占 绝对优势
,

随年龄 的增长而减少 而 活动呈现相反的发展

趋势
,

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

老年人睡眠期间 活动比例最高
。

三
、

初步的讨论

睡眠和慢波第 期睡眠随年龄发生明显变化的结果
,

暗示它们在脑的发育 和 衰

老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

关于 睡眠的功能
,

目前尚未了解清楚
。

一种假说认为它与脑的生长发育有 密 切

关系
。

主要证据来自对人和各种动物出生时脑发育程度与其所需 睡眠时间之间 相 关

性的比较研究
。

已知人和猫在出生时脑的发育还很不成熟
,

尚不能自我保护
,

研 究 发 现 其

睡眠时间都较长 相反
,

羊和豚 鼠在出生时脑的发育基本完善
,

生出来 便能 行 走
,

感觉系统很快也就能执行功能
,

它们相应的 睡眠时间也较短
。

由此 认 为
,

睡

眠对婴幼儿脑的生长有重要作用 见 」
,

等 同时
,

证据还来自于对发育早期脑的

高速生长与 睡眠的高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关于发育早期脑高速生长的研究正 引起 人

们很大兴趣
,

业 已证明胎儿从妊娠中期到出生后两周岁期间脑的生长速度特 别 快 称 作 成

长迸发
“ ” ,

这段时间脑的生长情况对于往后的发育至关重要
,

任何营养
,

激素或其它因素的轻微不平衡都将导致正常发育模式永久性的变形
。

动物个体发育早期相应

存在脑的高速生长期
,

但其时间因种而异 见仁〕
。

个体发育早期脑的高速生长与高比例的

睡眠相联系
,

则暗示 睡 眠与 脑的生长发育之间的可能关系 见〔 〕
。

另一种假

说认为 睡眠对于认知过程起一定作用
。

研究表明
,

 睡眠可能与新信息的 编 码

有关
,

与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的储存有关
。

因而推断
,

婴幼儿和儿童需要学习的新内容

很多
,

自然就需要更多的 R E M 睡眠
,

而老年人需要学习的新内容很少
,

则 R E M 睡眠减

少 (见仁8〕
、

仁5〕等)
。

关于慢波第 4 期睡眠的功能
,

研究表明
,

脑垂体前叶生长素
、

催乳素和黄体素(青春期)

的分泌与慢波睡眠相关
,

并证明生长素的分泌高峰在慢波第 3 和 4 期睡眠
。

在觉醒期间除了

低血糖
、

运动和心理应激外
,

人体生长素维持相对低的恒定水平
,

入睡后生长素的分 泌很快

增加
,

其高峰期与第一次慢波第 3和 4 期睡眠的出现相吻合
。

剥夺睡眠的研究同样暗示生长

素的分泌与入睡和慢波第 3 和 4 期 睡眠 皮层 0活动相关 (见〔7〕)
。

婴幼儿和儿童慢波第 4 期

睡眠呈现的比例很高
,

以及 E E G 频段分析证明婴幼儿睡眠时皮层电活动以 0节律占绝对优

势
,

这些都表明慢波第 4期睡眠可能与生长素的高水平分泌有密切关系
。

同时
,

已发现老年人

睡眠期间生长素的分泌显著减少
,

并认为可能和老年人慢波第 4 期呈现的减少有关(见〔1〕)
.

目前
,

计算机分析 E E G 技术发展很快
,

已应用于觉醒和睡眠 E E G 的研究方面
,

我

们期待看到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对睡眠个体发生和发展进一步研究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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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辛丸酮 ( tc

stos te ro n e )和 催乳激素(P
rol ac ti n) 是与男子性欲关系特别密切的两

个激 素
,

关于它们作 用的最近研究评论表明
:
在这一领域 内仍有许多二作有待 研 究

.
现 己 搞

清
,

血桨雄性激素水平韭不是成人性欲的可 靠指标
。

一个复杂的 因子似乎是糖一脂类功能紊乱
。

现在认 为
,

糖尿 病患者的阳英很可能不 是由于雄性激素缺乏
,

而是源于外周小动脉或种经学的

问题
。

催乳激素对脑的影响及其作用(经 s a 一还原晦或通过对下丘脑多巴胺更新的影响)仍需

进一 步研究
。

饭设催乳激素对脑 内雄性激素代谢 的作用属实
,

它书提示
:
某些心理性的性阵碍

可能是 由大脑内雌激素过多引起的
;由此又 可以推浏

:
雌嵌素领顽荆可能具有治疗价位

。

但是
,

欲达 到这一 步还需做大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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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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