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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文
·

心理应激
、

人格神经质差异与微循环变化特征
吴任钢

叔

李心天料 赵学英料

摘 要 本文以心算实验对高
、

低神经质维度的人群组构成心理应激刺激
,

结果发现高神经质维

度组在心理应激刺激后 甲璧微循环 (简称 N F M )C 血管管径收缩幅度和持续时间均大于和长于低神经质

维度组
,

N F M c 血液流速变慢时间前者明显短于后者
,

提示心理应激
、

人格神经质维度和微循环 (简称

M )C 三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

关键词 心理应激 人格神经质维度 甲裳微循环 (N F M c)

心理因素对微循环 ( M )C 系统影响的研究
.

国

外已有文章报导
,

指出经常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

下工作的人
,

甲璧微循环 ( N F M )C 渗出和红细胞聚

集现象明显多 于非精神紧张下工作的人川
,

轻度高

血压患者在心理应激刺激后指脉搏动幅度明显高于

正常人川
。

焦虑症患者 N F M c 血管扭曲的比例大于

正常人组川
。

近年来的研究还显示
,

有些疾病的发生

发展
.

一方面与心理因素有关
,

另一方面 M C 障碍在

其中是重要的病因或环节比
” 〕

。

以往对人格类型的研究表明
,

高
、

低神经质维度

的人在心理应激刺激后表现出皮电
、

肌电
、

心率和血

压等生理反应的差异性困
。

本文以心算实验做为心

理应激刺激
,

记录被试在应激刺激前后的 N F M C 变

化
,

探讨心理因素对 M c 的影响
,

同时分析 M c 的变

化与人格神经质维度差异的关系
,

探讨高
、

低神经质

对 M c 的影响程度和途径
。

指标为基础值
。

室温 20 一 25 C
。

观察指标共 3 个大

项
,

即 N F M C 形态
、

流态和管拌周围状态
,

内含 16

个小项
。

根据 田牛教授等制定的 N F M c 加权积分法

对每一小项检查结果赋予不同的积分值
,

以 N F M c

形态
、

流态和管拌周围状态三个分项积分值和综合

积分值表示
。

表 1 被试神经质维度情况

项 目

NEP

年龄

人数

高 N 分组

6 0
.

5士 3
.

1

5 0
.

1士 2
.

6

5 2
.

2士 3
.

0

4 1
.

3士 2
.

7

2 8
.

3士 3
.

2

3 0 (男 16 人
、

女 14 人 )

低 N 分组

3 9
.

6士 3
.

3

5 1
.

2士 2
.

8

5 1
.

6士 3
.

5

4 3
.

2士 3
.

4

2 7
.

2士 3
.

3

3 0 ( 男 1 5 人
、

女 1 5 人 )

对象和方法

一
、

对象
:

选择 60 名健康男女被试
.

均为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
,

根据艾森克人格间卷 (E P Q ) 测试结

果
,

并按照龚耀先教授编著的艾森克个性间卷手册

由原始分换算成标准分
,

将被试分为高 N 分组和低

N 分组各 30 人
,

两组间年龄
、

E
、

P
、

L 分均无显著

性差异
。

见表 l
。

几
、

方法
:

1
.

被试进入实验室安静休息 30 分钟
,

然后填叮

S T IA ( )S 焦虑 自评量表
,

后用 s T w 50 刑 N F M c 撇微

镜电视录像系统记录 下被试左手无名指 N F M C 务项

注
:

表内值为均数士 标准差

2
.

心算实验
:

被试连续进行 两位数的借位减法

运算 3 次
,

每次运算 6 分钟
,

休息 3 分钟
.

共 27 分

钟
,

结束时记录 卜运算成绩
。

实验开始前指 导语
:

“

该实验是测验人的运算能力
,

尽量又快又准
。 ”

运算

过程中
,

定期催促被试
,

要求加快运算速度和提高正

确率
。

运算结束后
,

再次填写 S T IA ( )S 焦虑自评量

表
,

连续动态观察被试 N F M C 30 分钟
,

如有拌周渗出

者连续观察 60 分钟
。

3
.

采用 t 一检验和相关统计分析
,

资料用微机处

理
。

结 果

一
、

两组被试 N F M C 基础值和 心算应激刺激后

最高值见表 2
。

、 北京医科大学 医学心理教研 室
、 ,

北京医科大学精神 R生研究所中西医结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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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高 N 分和低 N 分组 N F M c 基础值和心算后最高值
, t一

检验

高高高 N 分组组 低 N 分组组

AAAAA 基础值 B 最高值 A 一B
·

A 一 B差值值 A’ 基础值 B’ 最高值 A , 一
lB

·

A ` 一
lB 差值值

综综合积分分 2
.

3士 0
.

3 5
.

4士 0
.

3 P < 0
.

0 1 3
.

2士 0
.

222 2
.

1士 0
.

2 4
.

1士 0
.

3 P < 0
.

0 1 2
。

l 士 0
.

333

形形态积分分 0
.

8士 0
.

2 1
.

8士 0
.

3 P < 0
.

0 1 1
.

0士 0
.

222 0
.

7士 0
.

2 1
.

1士 0
.

Z P < 0
.

0 1 0
.

5士 0
.

222

流流态积分分 0
.

9土 0
.

2 1
.

7士 0
.

Z P < 0
.

0 1 0
.

8士 0
.

222 0
.

8士 0
.

2 1
.

2士 0
.

Z P < 0
。

0 1 0
.

4士 0
.

222

拌拌周状态积分分 0
.

6士 0
.

2 1
.

9士 0
.

3 P < 0
.

0 1 1
.

3士 0
.

222 0
.

6士 0
.

1 1
.

8士 0
.

Z P < 0
.

0 1 1
.

2士 0
.

222

和内含的焦虑因素分
、

非焦虑因素分— 主观感觉

分均高于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P < 0
.

01 )
.

2
.

0

}

高N 分组

低N分组
形态积

_

0
.

5

分

T △ 5 1 0 1 5 2 0 2 5 3 0

钟 )
。

2
。

0

图 1 两组 N F M c 形态积分恢复至基础值时间 (单位
:

分

△
:

基础值
。

流
。 ·

高N分组

低 N分组

态

积 l
分

0
。

5

T △ 5 1 0 1 5 2 0 2 5 3 0

图 2
:

两组 N F M c 流态积分恢复至基础值时间

分钟 )
。

△
:

基础值
。

表 3 两组被试在心算实验前后盯 AI ( )S 分

l高 N 分组 l低 N 分组 .

(单位
:

P 值

P ) 0
.

0 5

P < 0
.

0 ]

P < 0
.

0 1

P < 0
.

0 1

O自甘了
`
住时̀士士士士

月才nJ
S
,J一勺了g丹0工b几jjJ],勺口 曰曰̀ōb叹d士士士士

内O月,nj7
八6
`
l

`
19

氏jl匀,̀勺石

1
.

心算开始前
,

高 N 分组 N F M C 基础值综合积

分
、

形态
、

流态和拌周状态积分与低 N 分组比较均无

差异 (均 P > 0
.

0 5)
。

2
.

心算后高 N 分组 N F M C 综合

积分
、

形态和流态积分的最高积分值显著高于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均 P < 0
.

0 1 )
,

拌周状态最高积分
,

两组间无差异 (P > 0
.

05)
。

N F M C 最高积分与基础值

差值幅度
,

高 N 分组综合积分
,

形态和流态积分高于

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均 P < 0
.

01 )
.

拌周状态最高

积分与基础值差值幅度
,

两组间无差异 (P > 0
.

05)
。

两组被试的 N F M C 最高积分
,

包括综合积分和 3 个

分项积分均明显高于各自的基础值
,

差异显著 (均 f

( 0
.

0 ] )
。

二
、

心算结束后
,

高
、

低 N 分组被试的 N F M C 形

态和流态积分在 30 分钟内以不 同的速度升高并恢

复至基础水平
。

见图 1
、

图 2
。

.l 高 N 分组 N F M C 形态和流态积分从心算结

束时记录变化到恢复至基础值水平所需时间长于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P < 0
.

0 5 )
,

两项积分由最高值降

至基础值时间
,

高 N 分组长于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 P < .0 0 1 )
,

两项积分由心算结束时达到最高值所需

时 间
,

高 N 分组短于低 N 分组
,

差异显著 (P <

0
.

01 )
。

2
.

低 N 分组在心算结束后第 5 分钟时的

N F M c 形态和流态积分低于基础值
,

差异显著 (P <

.0 05 )
。

以后又逐渐升高
。

三
、

心算结束后
,

高 N 分组 N F M C 管拌周围渗出

占被试 43
.

2 %
,

低 N 分组占 39
.

6 %
,

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

所有渗出的被试观察 60 分钟仍未完全

吸收
。

高 N 分组红细胞聚集占被试 71
.

3 % (轻度

4 6
.

8 %
,

中度 2 J
.

5 % )
,

低 N 分组占 d 0
.

6 %
, ,

只有

轻度
,

两组间差异显著 ( P < 0
.

01 )
。

四
:

心算成绩与主观体验
:

高
、

低 N 分组心算成

绩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 5 )
。

S T AI ( )S 量表分变化

见表 3
。

心算之前
,

ST AI ( s) 量表分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心算结束时高 N 分组 sT ^ l ( s ) 量表分

心算前 sT AI ( s) 基础值

心算后 sT A I ( s) 总分

焦虑因素分

非焦虑因素分

五
、

相关分析结果
:

高
、

低 N 分组被试的 N F M C

最高综合积分分别与他们的 sT A I ( s )量表分中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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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呈正相关 ( r l= 0
.

7一
,

P < 0
.

0 0 1
。 r ,

= 0
.

6 3
,

P <

0
.

00 5)
,

与他们的 ST IA ( s) 量表分中非焦虑因素分不

相关
。

讨 论

被试在平静休息状态下
,

高 N 分组 N F M C 综合

积分和各分项积分虽都高于低 N 分组
,

但无统计学

差异
,

且两组间 s T A I ( )S 分亦无差异
,

说明两组人

的 N F M c 基础值基本属同 一水平
,

不受某些内分泌

激素基础水平差异的影响川
。

在心算构成的心理应

激刺激后
,

所有被试的 N F M C 均出现明显变化
,

镜 F

可见微血管输入
、

拾出枝管径变窄
,

血流速度减慢
,

部分被试红细胞聚集
,

管拌周围有渗出等
。

以 N FM C

加权积分法换算结果
,

高 N 分组的 N F M c 综合积分
、

形态和流态积分最高值显著高于低 N 分组
,

最高值

与基础值差值幅度高于低 N 分组 N F M C 形态和流态

积分达到最高值所需时间高 N 分组短于低 N 分组
,

由最高值恢复至基础值时间则长于低 N 分组
。

显示

了高
、

低神经质维度对被试在心理应激刺激后 的

NF M c 变化的不同影响
。

这种差异被认为主要来 自

被试心算实验紧张
、

焦虑程度和主观体验的差异
,

应

激刺激后高 N 分组 s T AI ( )S 显著高于低 N 分组
,

其

中焦虑因素分和主观感觉分均显著高于后者
,

表明

同样的刺激在高神经质维度的人引起较强烈的心理

反应和相应的 M c 反应
。

并且
,

M c 反应在回复至基

础水平的速度上
,

高神经质维度的人也慢于低神经

质维度的人
。

相关分析结果
:

被试的 N F M C 变化与焦

虑因素分呈正相关
,

与非焦虑因素分一主观感觉分

不相关
,

说明在应激过程中
,

M C 变化直接受情绪焦

虑程度的影响
,

不受主观感觉的影响
,

后者对 M C 可

能起间接性影响
。

正是高神经质维度的人在应激刺

激后产生比低神维质维度的人更强烈的情绪焦虑反

应
,

才有比后者更明显的 M c 变化
。

低 N 分组许多被

试在进行完心算后的约 5 分钟内
,

微血管径暂时变

宽
,

血液流速加快
,

此时记录到的 N F M c 形态和流态

积分低于基础值
,

5 分钟后微血管径又变窄
,

血流速

度减慢
,

N F M C 形态和流态积分开始升高
,

笔者尚不

能做出满意的解释
。

尽管高 N 分组在微血管收缩程度和持续时间 上

都强于和长于低 N 分组
,

但两组被试 N F M c 渗出所

占比例及程度基本一致
,

表明高
、

低神经质维度的人

对应激反应的微血管通透性变化无差异
,

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差异可能会显示出来
。

高 N 分组红细胞聚

集现象占比例多于低 N 分组
,

且程度严重
,

表明高
、

低神经质维度的人在应激刺激后血液流变存在差

异
.

而这种差异更不利于高神经质维度的人
。

以临床诊断标准判断
,

心理应激使两组被试的

N F M c 变化幅度都高于生理变动范围
,

如长期保持

这
一

状态
,

就会使 M C 系统功能障碍
,

引起组织损

伤
。

另外
.

M C 系统做为维持血压的重要的前阻力血

管
,

一旦出现功能障碍
,

就会引起高血压等疾患圈
。

所以无论高或低神经质维度的人如果经历了一个过

度心理应激过程都可能通过 M c 变化— 这个中介

途径给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

该实验首次报导了心理应激
,

人格神经质差异

和 M C 三者间存在的关系
,

还应增加人格内外倾变

化的影响
,

增加对诸如球结膜
、

唇粘膜 M c 的观察
,

使更为准确地反映心理因素对人体 M C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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