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对被试者说
“

你前几次感觉都是顶稳定

的
,

都在 格上下开始有感觉 或痛
,

看这次

怎么样
” ,

测试两次
,

如第一次 阖值未提高
,

第二次测试时则加强语言暗示 语词固定
。

被试者 同时期测试了对四项 皮 肤 感 觉

针刺部位和胸部的电触
,

胸部电痛
,

针刺

部位的电反应闹
—

手指开始抽动 的敏感

性的皮肤敏感性综合予测
,

以及以多导生理

仪测定的试针条件下脉搏
、

呼吸
、

及 电波动

的生理予测
。

还由针麻大夫和心理工作者以

调查观察法共同评定被试者对针麻和手术者

的信任态度
。

结果如下

经过暗示
,

电触闭和电痛阂均有很

明显的提高
,

电触平均提高
,

痛阑提

高
。

对痛的暗示感受性高低和痛的敏感

程度有很高的相关
,

即对痛越敏感越易接受

暗示
。

对电触和 电痛的暗示感受性总评和四

项皮肤感觉敏感性评级也呈现这种关系 皮

肤感觉越敏感者
,

越易接受暗示
。

暗示感受性高低和针麻效果之间没

有明显的相关
,

但效果较好的 患

者中
,

暗示感受性高的稍多
。

暗示感受性按过去经验和针麻效果符合

率较高的生理予测没有相关
,

跟和针麻效果

有类似符合率的皮肤敏感性综合予测 即上

述四项皮肤感觉敏感性 有很高的负相关
,

这也表明它和针麻效果很可能是关系不密切

的
。

对手术者
、

针麻的信任程度和暗示

感受性高低有很一致的关系
,

信任者大多数

是易接受暗示者
。

信任程度和针麻效果本身

没有显著相关
,

但效果好者多为对手术者
、

针麻信任者
。

根据上述结果
,

提出的 初步 看 法

是 暗示不是决定针麻效果的主要因素
,

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提高或降低针刺效应的

影响
,

临床上不应忽视这方面因素的作用
。

暗 示
、

安 慰 剂 与 针 刺 镇 痛 的 关 系

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妇产针麻组

一
、

对痛的语言暗示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针刺中对痛的语言暗示对针刺镇痛

的作用 针刺 分钟
,

例痛阖平 均 数 为

克
,

之后在测痛过程中主试者不断地

对受试者说
“

要注意
,

就要痛 了
,

就 要 痛

了
。 ”

对痛进行语言暗示
,

例的痛闭平均数

是 克
,

对痛的语言暗示使针刺中的痛

闭降低了
, ,

差异极其显

著
。

针刺中对痛的语言暗示下的痛闹与

针刺前痛阂的比较 例针刺前痛闺平均数

为 克
,

针刺 分钟后在对痛的语言暗

示下痛闭平均数为 克
,

尽管对痛的语

言暗示使针刺镇痛效果降低
,

但仍可使比针

前痛闭提高了
, ,

差异极

为显著
,

针刺确有镇痛作用不容否定
。

二
、

安慰剂与痛觉
、

针刺镇痛和针麻效

果的关系

在针刺前和针刺 分钟后主试者分别拿

出一个医用的小瓶和棉签
,

告诉被试者这是
“

局麻药
” 。

此后
,

主试者用棉签沾了
“

局麻

药
” ,

涂在测痛部位及其周围
,

并向被试者解

释涂上
“

局麻药
”

会加强针刺镇痛的效果
,

然后再进行测痛
。

安慰剂与针刺前痛阂的关系 例

痛阖平均数为 克
,

耐痛平均数为

克
,

安慰剂条件下痛阂为 克
,

耐痛闭

平均数为 克
,

针前的痛阂和耐痛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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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条件下的痛闭和耐痛阂大体相同
。

安慰剂与针刺镇痛的关系 受试

例针中痛闭平均为 克
,

其后在安慰剂

条件下的痛阖平均是 克
。

例受试者

针中耐痛闽平均为 克
,

其后在安慰剂

条件下耐痛闭平均为 克
。

针刺诱导中

的痛闭和耐痛闭和在安慰剂下痛闭和耐痛闭

大体相同
。

安慰剂与针麻效果的关系 在针刺

分钟后使用安慰剂 例
,

针麻效果优良率
、

级 为
,

三级为
。

与 同期

的
,

例针麻效果比较大体相同
。

痛 信 号 对 痛 反 应 闭 和 电 针 镇 痛 效 应 的 影 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针麻组

本实验试图通过建立痛条件反射以改变

动物中枢神经系统高级部位的机能状态
,

观

察其对痛反应闭 简称痛闽 和针刺镇痛效

应的影响
,

以了解中枢神经系统高级部位在

电针镇痛中的作用
。

实验对象为 克左右的雄性大 白鼠

只
,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只
。

尾部插人两根

针作痛刺激电极
,

用
一

型测痛仪给成串

方波作为痛刺激
,

以引起动物连续两次嘶叫

的电流值作为痛阂
。

条件刺激为 分 的闪

光
,

无条件刺激物为 毫安的方波 电刺激
,

闪光 秒后给电击刺激
,

以闪光后尚未给电

击即产生嘶叫作为阳性条件反应
。

针刺穴位

为相当于人体的双侧
“

足三里
”

和双侧
“

昆

仑
” 。

以 一 型 电麻仪给疏密式脉冲刺激
。

电针持续 分钟
,

停针后立即测痛阖
,

以后

每隔 分钟测痛一次
,

共测 次
。

实验顺序为 建立痛条件反射

个实验日 痛条件反射和痛信号 闪

光 对大 白鼠基础痛阔的 影 响 个 实 验

日 , 电针镇痛效应 个实验 日 ,

痛条件反射消退后闪光对基础痛阂的

影响
。

对照组除不做 项实验外
,

均同实验组
。

实验结果为 实验组动物在痛条件反

射后的痛阂下降
,

和对照组在单纯电击后的

痛阂下降比较
,

不但下降程度较大
,

而且持

续时间较长 实验组动物在痛信号 闪光

后虽未予 电击强化
,

痛闭也有极为显著的下

降
,

而对照组动物在闪光后痛

闭反而有明显提高 , 痛 条件

反射消退后
,

闪光后的痛闭反比基础痛闭略

有升高
,

但差异不显著 , 实验组或对照组

动物在电针后痛阂都有极为明显的提高
,

两

组分别比针前平均提高 和

实验组在先进行巩固条件反射 次试验后给

电针 分钟
,

停针后给闪光
,

并测痛闹
,

停

针后
‘、 ‘ 、 、 产

各重复闪光后测痛闭的

条件下
,

痛闭平均比基础痛阂降低  
。

而对照组动物在针前给予 次电击后
,

给电

针 分钟后
,

也测 次痛闭的条件下
,

痛闭

均值也比单纯针刺有所下降 比 针 前 提 高

降至提高
,

较针前两者差异

不显著
。

在闪光后的痛闭平均较 针 前 升 高
,

比单纯电针时都略有提高
。

以上结果表明
,

痛条件反射及痛信号使

痛反应闭降低
,

而痛信号减弱甚至抵销电针

镇痛效应
。

这提示有关痛的经验及伴随的情

绪等心理因素和痛以及针刺镇痛效应有关
。

是否由于痛信号主要改变了大白鼠的新皮层

及边缘系统的机能状态
,

而导致了痛阂及电

针镇痛效应的改变
,

尚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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