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术部位 胸部 电感受性 手术

部位痛闭
。

前两项的刺激电极为直径 厘米

和 厘米的园银片
,

刺激器为改 装 的 北 京
一 型 电麻仪

,

在线路中串联了一个改装

的微安表
,

以记录刺激电流
。

后两项的刺激

电极为直径 毫米的银针或白金针
,

外套直

径 毫米涂满导 电糊的塑料管接触皮肤
,

参

考电极为直径 厘米的园银片
,

刺激器为单

脉冲方波刺激器
。

结果表明
,

除针刺部位电反应闭外
,

其

他三项感觉的敏感程度都和针麻效果有明显

关系
,

即过分敏感者效果较差
,

不敏感者效

果较好
。

综合四项感觉敏感结果和针麻效果

对照
,

以相差不到一个等级作为符合计
,

符

合率约达
,

经统计分析
,

两者间有极显

著的相关
,

即皮肤感觉敏感者针麻效果较差
。

四项皮肤感觉综合敏感性看来可作针麻效果

予测的参考
。

皮肤敏感性综合予测结果和同一患者身

上进行的
、

在试针条件下脉搏
、

呼吸
、

皮电

三指标波动情况的生理予测结果对照
,

两者

间有很显著的一致关系
,

即试针条件下三指

标波动大者多为皮肤感觉较敏感者
。

这一结

果表明
,

皮肤感觉综合敏感情况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对针刺刺激的敏感情况
。

对所得结果进行 了讨论
。

提出了皮肤感

觉过敏可能是神经系统机能弱化 的 一 种 表

现
,

是影响针刺效应的机能状态 的一个重要

方面的看法
。

针刺部位和手术部位电感受性

都和针麻效果有关
,

提示传导这种非痛刺激

的粗纤维及其有关中枢的机能特点在针刺麻

醉中可能有重要作用
。

痛觉敏感性与针麻效

果有关也可以从细纤维及其机能特点在针麻

中的作用来理解
。

辨别反应
、

时间估计以及情绪状态同针麻效果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针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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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研究作为神经系统高级部位机能

的某些心理活动特点跟针麻效果的关系
,

试

图以此探索神经系统高级部位
,

主要是大脑

皮质在针麻中的作用
。

此外
,

还探讨这种心

理机能和情绪状态是否有关
,

它们和针麻效

果的联系如何
。

选择我们过去工作中看到对

表征高级神经活动机能状态有一定意义的辨

别反应和时间估计两项心理实验作为研究对

象
。

工作在 年至 年间进行
,

对象为针麻

肺切除患者
。

进行了两批辨别反应实验

和 例 和三批时间估计实验
、

和

例
。

辨别反应实验方法为 用红
、

绿
、

黄三

种灯光刺激
,

随机排列
,

每种 个
。

要求病

人分别以左手
、

右手
、

双手按压反应键进行

反应
,

尽量正确和迅速
。

以百分秒表纪录反

应时间
,

同时记录反应的正误
。

时间估计实

验则由实验者按压百分秒上按键 一 定 时 间

随机变动于 至 百分秒之间 作为刺

激
,

要求病人随即也按压该百分秒表同样长

的时间
,

采用
“

数数
”

作为估计的拐棍
。

记

下刺激延续时间和反应延续时间 均以百分

秒计算
,

以两者的差数和刺激时间的百分

比率作为时间估计的偏畸量
。

刺激连续进行

次 年和 年入手术室复测时 或 次

年和 年
,

实验室内
。

情绪状态观察

在人手术室后至进针前进行
。

方法为对患者

表情
、

动作和语言活动三方面表现作出观察

记录
,

由心理工作者和针麻医师共同作出评

定
,

方法同前
。

结果表明

当临床条件比较稳定时 穴位
、

手

术者
、

主动用药情况等
,

辨别反应 一批

一 一



例 或时间估计 两批
,

和 例 结果

都和针麻效果具有显著的关系
,

而在临床条

件较不稳定时
,

这种关系便没有看到
。

当临床条件较稳定时
,

辨别反应和

针麻效果的关系表现在
,

效果较好者辨别反

应的反应时间较短
,

反应时的离散度较小
,

错

误较少
。

时间估计和针麻效果的关系则表现

在
,

效果较好者时间估计较为谁确
。

两项实

验观察的都是较复杂的心理过程
,

表征着人

的高级神经活动机能状态
,

主要是皮质机能

状态
,

结果表明
,

在其他条件丫致时
,

皮质机

能状态特点在针麻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

比较了 例人手术室时间估计和术

前实验室内时间估计的测试结果
,

并和病人

人手术室至临进针前情绪状态进行了对照研

究
。

结果看到
,

镇静者全部是人手术室时间

估计向较准确方向变化的
,

而紧张者大多数

是时间估计变得不堆确的
,

两者关系很显著
。

情绪状态是否紧张和针麻效果关系也是极显

著的
,

即紧张者效果较差
。

这项结果表明
,

情绪状态除了和植物神经系统机能状态等有

关外
,

还和皮质机能状态有关
。

某些心理因素对痛觉
、

针刺镇痛和针麻效果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妇产针麻组

一
、

某些心理因素对痛觉的作用

注意
、

痛的记忆
、

思惟
、

听音乐心理状

态对痛觉的作用见表
。

表 某些心理因素 注意
、

痛的记忆
、

思惟
、

听音乐心理状态

对 痛 觉 的 作 用

注 意 痛的记忆 思 惟 听音乐心理状态

八曰,上胜一 !

月

人 数

对照条件痛闭平均数

实验条件痛阂平均数

考 验

克

克

 克

 克

,

情绪状态对痛觉的作用 被试者情绪镇

静的 名
,

针前痛闭平均为 克
,

情绪

紧张的 名
,

针前痛阂平均为 克
,

,

差异显著
。

例情绪状态与耐痛阖的

关系
, ,

例情绪状态与痛区 间

的关系
, ,

例情绪状态与痛反 应

的关系
, ,

差异均显著
。

二
、

某些心理因素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思惟对针刺镇痛的作用 例被试

者在针刺条件下痛闭平均数是 克
,

在

针刺时 口算条件下的痛阂平 均 数 是

克
, ,

差异极显著
。

听革命音乐的心理状态对针刺镇痛

的作用 名被试者在针刺条件下痛闽平均

数为 克
,

在针刺时听音乐的条件下
,

痛

阂平均数为 克
, ,

差异极显著
。

情绪状态对针麻镇痛的作用 被试

者嗜绪镇静的 例
,

针刺中耐痛平 均 数 为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