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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与呼吸周期的不同组合方式

对心率变异的影响
孙福立

’

李德 明
“

李贵芸
”

内容提要 应用 间期频谱分析方法
,

观察 了不 同调 息形式下 的心率变异特点
。

名 志

愿者的 实验结果表明
,

意念与呼吸周期 的 不 同组合方式能对植物神经功能产生 不 同影响 当

着意于吸气时
,

可在保持植物神经功 能平衡情况下
,

同时增强交感与迷走神 经的活动 而 当着

意于呼气时
,

则能显著降低迷走神经的功能
,

致使明显改变植物神经功能的平衡方向
。

关健词 心率变异 气功调 息 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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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用 R 间期的频谱分析方法
,

初步

观察了不同调息形式下的心率变异特点
“’, 以

及意念对调息作用的影响
‘2) ,

本文拟在此基础

上
,

进一步探讨意念与呼吸周期的不同组合形

式所产生的生理作用
。

资料和方法

1 买验对象 受试者 32 名 (男 12 名
,

女

20 名)
,

平均年龄 51
.
97 士 1

.
45 岁

,

平均受教

育 13
.
56士1

.
88 年; 为一般气功爱好者; 身体

基本健康
,

无严重呼吸与心血管系统疾病
。

2 实验装置与调息指令 由 R M
一
1
50 生

理测量仪
、

T

一

V 变换电路
、

A
/

D 转换装置和

IB M 微型计算机组成心 电信号的测量转换及

采集系统; 以磁带录音机作为调息指令发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气功 研究会阳光基 金资助项 目

1
.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北京 100091)

; 2
.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 3
.
北京气功研究会

器
,

用以给出特定的调息方式
。

表 1 所列 5 种调息方式的呼吸频率均校准

为每分钟 16 次
,

实验时要求被试的意念依 口

令与呼吸周期的不同部分结合
:
调息形式 O 为

意念导引下的均匀呼吸
,

其吸气与呼气的时程

相等
;
调息形式 I 和 n 的意念仅与半个呼吸周

期相结合
,

当用意念导引吸气时
,

呼气凭任自

然; 相反
,

当着意于呼气时
,

则吸气自然
。

调

息形式 m 和 IV 的意念贯注于整个呼吸周期
,

但

吸气与呼气的时程不等
。

表 1 意念与呼吸周期的不同组合

调息形式 调息作用 口令

O 均匀呼吸 l
:
吸呼

:
-

I 着意于吸 l
:
吸 O

:
}

H 着意于呼 l
:
呼 0

:
l

m 吸长呼短 l
,

吸吸呼 0
,

}

N 呼长吸短 l
,

呼呼吸 0
:
l

3 调 息实验 以调 息形式 0 为对照
,

分

别与调息形成 I 一 N 组成 4 种调息实验
,

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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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息实验累计各观测 16 人次
。

实验于每日上

午进行
,

每位受试者任选 2 种调息实验进行观

测
,

两次调息实验间隔不少于 30 m ino

实验时让受试者端坐在测试椅上
;
记录其

标准 n 导联心电信号
;
嘱令按调息形式 O 调整

呼吸
。

待其平稳后
,

用自行编制的采样程序以

0
.
2 5 的样点 间隔对心率信号进行 s m in 的采

样记录
,

作为调息实验对照数据
。

随即改换成

实验调息指令
,

并用 同样方法记录(采用特定

调息方式时的心率)变异数据
。

4 数据处理 由所得实验记录计算被试

者心率信号的平均 R 间期
、

R 间期方差及 R

间期的 自功率谱
。

将归一处理后 的 R 间期功

率谱分为 中频(M F
: 0
.
05 一0

.
15 H z) 和 高频

(H F
:
0
.
15一 0

.
S H z)两个频段

;
分别计算各

频段的平均功率
、

峰值幅度和峰值位置
。

由此

分析不同调息形式下的心率变异特点
。

数据用

F 和 t检验确定各项数据差异的显著性
。

结 果

1 意念导引下均匀呼吸的心率变异特点

意念主动参与下的每分钟 16 次均匀调息不同

于安静状态下的自然呼吸
。

其特点为
:
吸气与

呼气时程相等; R 间期平稳
,

方差变化较小
;

在 R 间期功率谱图上
,

调 息谱峰左移至 0
.
27

H z 左右
,

谱峰高耸
,

能量集中
。

表 2 列出了 4 种调息实验各对照呼吸的心

率变异参数
,

虽然 因个体差异造成 了一定的数

据波动
,

但方差分析 (F < 2
.
4) 表 明

,

各实验

对照组间的心率变异不存在明显差异
。

2 不同调息方式对心率变异指数的影响

有关心率变异频谱分析的研究业已证实
,

计算

各频段的峰值即可无损伤地判断交感与副交感

神经 的功能状态
‘3)

。

将对照呼 吸的平均 R 间

期
、

R 间期方差及中
、

高频段峰值功率等各项

心率变异参数值作为 100
,

求算各调息实验相

应参数的变异指数 〔变异指数 = 1O0( 实验/对

照)〕
。

所得结果见表 3o

由表 3 所列数据可以看出
,

调息实验 I 的

R 间期指数
,

高低频段的功率指数均明显增

高
。

意味着当着意于吸气时能使心率变慢
,

并

使交感和迷走神经功能皆明显增强
。

而调息形

式 11 则仅有高频段的功率指数明显下降
;
表明

着意于吸气能使迷走神经功能降低
。

调息实验

m
、

IV 未见心率变异指数的明显变化
。

3 植物神经功能平衡状况的改变 由于

R 间期功率谱的中频和高频段的峰值分别受交

感与迷走神经的调控
,

因而中频和高频段的能

表 2 4 种调息实验对照呼吸(表 1 中调息形式 0) 的心率变异比较

调息实验 例数
平均 R 间期

(m s)

R 间期方差

(m s
Z)

(了士 S )

平均功率

M F H F

1 16 784士 9 7 8 6 0 士 64 8 1
.
9 5 士 0

.
9 9 D

.
7 1 士 0

.
30

11 1 6 78 6 士 1 15 7 7 2 士 8 0 4 2
.
3 6 士 0

.
6 9 0

.
5 8 士 0

.
2 1

111 16 79 8 土 79 8 62 士 5 3 5 2
.
3 3 士 0

.
9 1 0

.
5 9 士 0

.
28

IV 16 79 0 土 9 6 60 4 土 3 9 9 2
.
2 5 士 0

.
9 7 0

.
6 2 士 0

.
30

F 0
.
9 7 0

.
7 7 1

.
1 3 0

.
8 1

表 3 4 种调息实验的心率变异指数比较 (分士 S )

调息实验 例数 R 间期指数 R 间期方差指数
功率指数

103士 4 .

9 9 士 2

10 1 士 3

10 2 士 3

12 1 土6 9

11 8 士 8 3

10 8 士5 2

1 1 9 士 7 7

巧3士 94
*

1 2 9 土12 1

1 0 4 士6 6

1 1 4 土 76

1 6 4士 1 0 9
.

5 3 士 4 2二

129 土 1 1 0

1 05 士 8 6

�b�h心U�b
月
.工111111

n1lll份

注
:
与对照呼吸(见表 1 中调息形式 0) 相 比较

, .
尸 < 0

.
05

,

二尸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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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值 (M F /H F) 被认为是反映植物神经功能

平衡情况的无创伤性指标
‘4 )

。

调息实 验 I 的 M F /H F 值 (4
.
51士 4 ‘9 7 )

与其对照呼吸状态(3
.
92 士3

.
10 )相比未见明显

变化
,

表明虽然着意于吸气能明显增强交感和

迷走神经的活动
,

但并不破坏原有的功能 平

衡
。

调 息实验 11 的 M F /H F 值 (9
.
13士9

.
2 1 )

较 对 照 呼 吸 (4
.
94 士 3

.
0 5) 明 显 增 大 (尸 <

0
.
05)

,

说明着意于呼气引起的迷走功能降低

明显破坏了与交感功能的平衡
。

调息实验 m
、

W 未见 M F /H F 值的 明显 改变
,

结合表 3 的

结果可以看出
,

当在意念参与下每分钟 16 次

呼吸时
,

单纯改变吸气与吸气的时程不会引起

心率变异诸项参数的明显变化
,

更不会 引起原

有植物神经功能平衡状况的明显改变
。

程
,

这是一种用 比喻方法讲述气功现象的理

论
,

其所使用的概念具有隐含
、

多解和不确定

性
。

这使得许多气功修炼者各执一端
,

互不通

气
;
更使一些研究者即使参阅大量注解也难以

正确把握其实质
,

严重妨碍着气功理论与现代

科学的结合
。

本项研究表明
,

一些古典气功概

念虽然表面看来是隐晦的
,

但实际上有其具体

生理含义
,

能够用现代生理学语言进行描述
。

倘能应用现代科学术语系统地标定古典气功概

念
,

则有望在现代科学与传统气功理论之间建

立起实质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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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第六届全 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会议定于 1996

年 10 月在宜昌市召开
,

现将征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l) 征文内容
:
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及基础理论研究

。

(2 ) 征 文要 求
:
全 文 3000 字

,

摘要 不超过 1000 字
。

( 3 ) 截稿 日期
: 1996 年 5 月 31 日

。

征 文寄至北京友

谊医院科研办公室 杨惠静收 邮编 1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