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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
,
人们就注意到

:
疾病的发生与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

。

随着现代医学与心理学

的发展
,

人们对这个间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
,

应激能够影响内分泌和免疫功

能
,

但产生这种效应的内部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

本文以雄性B A L B/ C小鼠之间的攻击行为作

为心理 一社会应激模式
,

检验应激条件下动物错皮质激素 (内分泌指标 )与1g G 杭体水平 (体

液免疫功能指标 )的变化情况
。
另外采用地塞米松作为工具药抑制糖皮质激素的分泌

,

看看

小鼠在应激条件下免疫功能又有何变化
。

实验以隔离方法引发小鼠的攻击行为
,

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中糖皮质激素的浓度
, 以此

作为应激引起的内分泌变化指标
。

用小牛血清免疫小鼠
,

使动物产生对小牛血清蛋白的抗体

反应
,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E LIs A )检测小鼠产生抗体的活性差别作为体液 免痊 功能 指

标
。

实验结果表明
:
参加攻击行为的小鼠血液糖皮质激素的浓度上升

,
Ig G 抗体水平下降

。

处于屈服地位的小鼠与支配地位的小鼠相比
,

糖皮质激素含量上升更为显著
,

抗体活性的抑

制程度更大
。

抗体水平的改变与糖皮质激素浓度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

地塞米松注射能抑制

动物体内糖皮质激素的分泌
,

但因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糖皮质激素
,
对错皮质激素受体有很

强的亲和力
,
因此应激组与非应激组抗体活性均被抑制

,

这说明不管内源性的或外源性的错

皮质激素对机体免疫功能都有抑制作用
,
对于搪皮质激素影响免疫功能的机理何题还需做进

一步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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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P的一次刺激包括依次出现的预备信号短纯音
、

一个提示字
、

一个操作字
,

令被试者

用操作字联想出另一个字以组成词
,

并口述之
。

每一次的提示字与操作字是音同形似的一对

字
,

以尽可能地排除操作字认知中形
、

音因素而突出义的作用
,

全部实验依联想性质分为具

体与抽象二项
,

每项实验呈现 1 20 对字
,

其操作字分为认识与不认识二类
,

各 60 对
,

被试者

为青年1 6名
,

脑电记录点为Fz ,
C z ,

Pz ,
P 3 一T 。中点

,

P一T 。
中点

。

主要观察到
:

( 1 ) 操

作字与提示字引起的E R P出现了显著差异
,

主要在于操作字引起了较大的 P3 和正慢波
。

提

万5母



示字P蜘后肢 (升肢 )发育完善
,

恢复到了PZ起始水平
,
而操作字PZ的后肢未者恢复至起始

水平
,

就被P3的出现扭转了方向一E E G 转而向下 (正 )
,

直至形成P3 波峰
,

且未待P 3后肢

升足
,

E E G 方向再次被扭转而向下 (正 )偏转
,

直至达到峰顶
,

然后向上 (负 )偏转
,

从而

形成一个明显的正慢波
,

它于不认识的操作字呈现后约? 00 m s达到峰顶
,
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

因在于
,
在本实验条件下它们启动了不同的认知过程

,
主要与词义联想相关

。

( 2 )认 识 的

操作字引起的PZ一N Z波群潜伏期短于不认识的操作字引起的这个波群的潜伏明
.

关于PZ一N Z

与作为认知高级阶段的语义的相关性
,
目前尚无定论

,

本实验结果支持PZ一N Z波与语义认知

相关的观点
。

(3 )不认识的操作字所产生的正慢波波幅显著大于认识的操作字所产生 的 正

慢波
,

前者的潜伏期也显著长于后者
。

在本实验中
,

当遇到不认识的操作字时
,

被试者的任

务不是停止汉字认知活动
,

而是要根据提示字所赋予的发音及字形去猜想词义
,

这种认知活

动较在认识的操作字时加工的信息量大
,

加工完成得迟
,

这可能是造成正慢波波幅升高
、

潜

伏期延长的原因 ( 4 ) P3的变化与正慢波有所不同
,

认识的操作字所产生的P 3波幅有大于不

认识的操作字者的趋势
。

这意味着P3与正慢波反映的加工内容不同
。

根据D o n g b in 等的研究

结果
,

P3反映表象更新
,

在本实验中
,

若操作字是认识者
,

则容易进入工作记忆
,

构成表象

更新
,

出现P3
,

若操作字是不认识者
,

在短暂的呈现时刻难以记忆其字形
,
难以进入工作记

忆
,

未能构成表象更新
,

致使P 3波幅降低
。

此推测有待继续实验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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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假设 (C如。 ,
1 982 )的核心观点是

,

人的图形知觉有一个功能层次
,

较之局部几何性质的知觉
, 由空间 (物理 ) 连通性决定的拓扑性质的知觉发生在视觉过程的

初期
。

这个观点获得了大量行为实验结果的支持
。

本文是通过事件相关电压 ( E R P“ )的研

究
,
来探讨拓扑性质初期知觉的间题

。

实验的刺激图形由四个象限组成
, 其中三个象限中的组成线段及其排列结构完全相同

,

:
线段所形成角的朝向 ( 5 1 )

,
线 段 的朝 向

( 5 2 )
,

封闭性 ( 5 3 )及该象限不含任何图形 ( 5 4 )
。

5 1和 5 2中
,

象限之间的图形差别为

局部几何性质
,

而 5 3中
,

图形的差别为拓扑性质
。

5 4作为实验的对照
,

其差异 (有或无 ) 也

是一种拓扑性质
。

13 名受试参加了实验
,

其任务是报告哪一个象限跟其余象限不同
,

以测量

受试分辨不同图形几何性质差别的能力
,

并同步记录了拍导脑电
,

以及进行地形图分析等多

种处理
。

E R P s 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N Z 波 (平均峰潜伏期范围为 2 41 一32 1 m “ , 以下同 )和 P3 波

(3 5 0一4 4 6 m s )
, P3 表现为以顶区为中心的分布

,

N Z 则表现出变动中的中央区和枕区的两

个中心
,

中央区的 N Z潜伏期长短顺序为
: 5 1 < 5 2 < 5 3< 5 4

,

枕区的P3潜伏期长短顺序为
:

孰< 5 2< S3
,

而 5 4和5 3之间股有显著差异
.

此外
,

还有枕区分布的

和N z波 ( 1 3 7一x 8 6 m s
)

,

以及额与前额区分布的 PZ 波 ( 1 9 8 , 2 5 0 m s )

P一波 ( 1 0 3一1 4 om s
)

。

与其它三种己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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