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北方地区 的用药情况

可能仍以吩哩嗓类药物为首选
。

合并用药以 氯丙嗓加舒必利
、

氯氮平加舒必

利
、

氧丙嗓加 氯氮平为 主 其中正医合并用药 占

常医 占 两院比较差异显著
。

近年

来抗精神病药使用正向低剂量发展
,

且主张尽可

能单一用药
,

减少合并用药 从以上资料看 常医

在这方面似乎更符合潮流
。

笔者观察到 正医患者一 日三餐进食量明显

多于常医 且兴奋患者亦多于常医 患者的平均体

重可能亦高于常医
。

作者认为 正医氯丙嗦用量显

著高于常医 二与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关
。

在选药方

面
,

氯丙喷似乎对控制急性期兴奋冲动病人起效

更快
。

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很高 巩固治疗非常重

要
。

军队患者住院天数明显高于地方 并非症状缓

解慢
、

治疗不得当
·

而是军队医院重视指战员的治

疗
·

未达到治愈标准一般不予出院 同时更有效地

控制了复发率 减少了精神病患者发生的恶性事

件
·

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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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变态心理学研究中的系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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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学 作为心理学的一门分支 在研究

中坚持系统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

是许多研究工

作获得成功的保障
。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心理是

一错综复杂
、

纵横交错的动态系统
,

在其内部存在

着许多子系统
,

子系统又包括着子系统
。

在变态心

理研究中如何贯彻系统性原则 系统论包括整体

性原则
、

层次性原则
、

联系性原则
、

动态性原则和

可控性原则
。

整体性原则

系统分析的首要原则是整体性
,

即把研究对

象看成是一个由许多要素按一定的相互关系和组

合模式组成的有机整体 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部

分功能的简单相加
,

它依存于各子系统的相互联

系
、

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之中
。

在变态心理学研究

中
,

常常可以看到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整体功能

下降
·

无法执行正常职能
·

这种心理整体功能下

降
,

一般都是由于某个或某几个要素
、

层次结构的

功能出现紊乱引起的
。

这种紊乱与整体功能下降

并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
,

它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

的相互作用而对整体产生影响
。

比如疑病性神经

症病人主要表现为认知上的偏差 影响 了情绪和

行为系统
,

使之发生异常
·

从而使整体心理功能下

降
,

无法适应正常生活
。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

一就在于对出现问题的要素加以认真研究
,

揭示

这种部分的操作如何对整体心理结构产生影响

层次性原则

在变态心理学研究中 层次性有两层含义 一

是把心理看成是具有多方面的层次性
,

有人把心

理分为品性亚系统
、

动力亚系统
、

能力亚系统
、

风

格亚系统
·

各个亚系统又分为更小的子系统
,

如能

力亚系统可进一步分为一般能力
、

特殊能力和创

造力 而一般能力又可分为观察力
、

注意力
、

记忆
力

、

思维力
、

想象力
、

意志力等
。

心理这个大系统

可分为不同层次系统
,

有的系统处在较高层次居

支配地位 而另一些系统处在较低层次居从属地

位
。

二是根据心理层次结构性
,

考察变态心理的结

构
,

根据系统受损伤的程度以及因果系列
,

就可画

出一个变态心理的层次结构图
。

联系性原则

即研究对象的各要素间以 及与外部环境间处



于普遍联系之中
。

这种联系的观点在变态心理学

研究中
·

体现为心理各要素内部的有机联系性以

及促使心理产生变态的内外因关系
。

心理内部各

要素并不是孤立的
·

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

中
。

在心理学史上 割裂心理各要素的有机联系
,

把它们作为独立要素来进行分析的机械唯物主义

倾向曾把心理学引人歧途
。

变态心理学研究应在

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
·

揭示出各种心理疾病的内

部要素运行模式
,

这对于 了解
、

预防
、

治疗疾病都

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由于种种技术条件的限制以

及有关知识的缺乏 常常无法对这种相互联系模

式进行精确的科学描述
·

比如
,

焦虑性神经症病人

的首要特征是情绪上的焦虑
、

不安
、

烦躁和过分担

心等
·

而当前对于焦虑神经症病人的情绪系统
、

认

知系统
、

意志系统和行为系统的精确的相互联系

模式的认识是很不清楚的
。

在考察变态心理产生

时
,

可以发现其影响因素不外乎来自三个方面
,

即

生理上
、

心理上及社会文化方面 这几方面的因素

在变态心理产生中的作用模式各不相同
,

但变态

心理是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前在变态心理研究

中
,

往往强调某单一方面
,

形成了变态心理学的医

学模式
、

心理模式和社会文化模澎豹 ,

为变态心理

学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

但都不能完整地揭示

变态心理产生的原因 其实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世

界上最高级最复杂的运动 —生命运动
,

它的产

生往往都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 而是一因多果
、

多

因一果或多因多果的错综复杂关系
。

动态性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

运动变化是事物根本特

性 这种观点在变态心理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

变

态心理本身就是心理在与环境的不断能量交换过

程中产生出来的
,

它有一个从正常到不正常的发

展过程
。

变态心理与人们天生心理特质
、

所受到的

教养方式
、

教育以及接触到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相

关
,

是人的内部心理特质与外在环境长期相互作

用养成不 良的心理习惯的结果 同样
,

通过各种因

素干预
,

比如改变生活环境
、

调整认知系统
、

训练

新的行为和情绪反应摸式
,

心理也能从不正常到

正常过渡
·

这正是变态心理学研究的最主要 目的

之一
。

可控性原则

心理是一个可控制的系统 心理控制系统可

分为自控系统和他控系统
,

也就是说
·

任何一个人

同时既是控制者又是控制对象 人不仅控制 自己

的心理活动
,

同时也在控制他人的 心理活动 同

样
,

也接受他人的控制 变态心理的产生是因为各

种原因
,

使人的心理控制系统受到损害
,

不正常因

素过分增长而导致的 所有的心理疾病患者都缺

乏对自己心理和行为的控制力
,

变态心理学研究

就是要提供增强这种心理系统可控性的原则和方

法
,

使变态心理在控制系统的调节下走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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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 性科学发展

史 性的胚胎
,

解剖与生理
,

性与内分泌
,

性心理发育
,

性别认同
,

儿童期的异常性别行为
·

正常性交与变异
·

精神分裂症与性心理障碍
,

精神疾病及病态人格与性心理障碍
,

强奸与

性虐待
,

同性恋
,

乱伦
,

其他性变态
,

性与躯体疾病
,

女性的性功能障碍
,

男性的性功能障

碍 婚后无性生活
,

药物与性行为
,

手术对男女性心理影响
,

避孕的心理学效应
,

流产对心

理的影响
,

性障碍的个别心理治疗
,

性障碍的行为疗法
,

夫妻联合性治疗
,

性障碍的集体

心理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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