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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心理不仅包含纷纭复杂、绚丽多姿的正常活动，也包括桀骜莫测、光怪离奇的异常活动。
我们将这些表现各异且程度不等的非正常的心理活动统称为异常心理，研究这些异常心理的科学被称
之为变态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又称为异常心理学或病理心理学（pathological psychology），是心
理学中一门研究异常心理与行为及其规律的分支学科。
变态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心理障碍的表现与分类，探讨其原因与机制，揭示异常心理现象
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规律，并把这些成果应用于异常心理的防治实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微妙，导致心理障碍和心理问题不断上升。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心理困扰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工作和健康的重要因素。
根据WHO的统计，心理障碍占全球疾病的10．5％（中低收入国家）和23．5％（高收入国家）。
在心理疾患如此突出的今天，对异常心理的认识和干预已成为维护人类健康的重大课题，研究变态心
理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变态心理学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极为重要的知识结构，也是健康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心理治疗学和精神病学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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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身疾病是介于躯体疾病与神经症之间的一类疾病。
这个概念由Halliday提出，得到Alexander的倡导。
长期以来，心身疾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是造成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正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
如今几经演变，心理生理障碍成为较常应用的名称。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回顾了心身医学的由来与发展和心身疾病名称的演变。
第二章回顾了早年被奉为经典的几种心身疾病的现状，当年曾受Alexander等心身医学的先驱们研究过
的这些心身疾病仍然是目前医学界关注的热点，由此可见前辈们正确的选择和现代医学与时俱进的发
展。
第三章介绍以心理应激为核心的心理生理学作为心理生理障碍的基础，是想唤起临床工作者运用现代
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Alexander、Mirsky等创立的心理生理学研究方向；这方面，国际上已经先行了
，我国也已经开始。
第四章列出近年来关注的一些心理生理障碍，主要是说明虽然精神病学分类中不使用“心身医学”及
“心身疾病”的概念；但这一领域仍在发展；这一章的内容就是证据。
但限于我们的水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最后，关于“burnout”一词的译法；目前较多译为“倦怠”，也有译为“耗竭”，我们以前曾译过
“心身憔悴”；因为“burnout”的直译是“烧光”；而且心理、生理都有表现，所以现在均改译为“
心身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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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经典心身疾病的现状第一节消化性溃疡一、病因的认识消化性溃疡（pepticulcer）由于其发病机
制的不确定性而被Alexander作为心身疾病研究的对象。
在第一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2005）提到人们对消化性溃疡认识的三次飞跃：①第一次飞跃
是Schwartz教授提出“无酸无溃疡”（noacid noulcer）的概念；⑦第二次飞跃是20世纪80年代Warren
和Marshall教授发现了幽门螺杆菌（HP），并获得诺贝尔奖，也提出“无HP无溃疡”（no HP noulcer
）：③第三次飞跃是着眼于提高“溃疡愈合质量”。
这说明人们一直在努力完善自己的认识。
但就这种发病机制认识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哲学还原论思想的影响；如早期着眼于酸，就有各种制
酸的对策（包括内、外科治疗）；以后又着眼于胃酸和胃蛋白酶等的侵袭作用与十二指肠、胃黏液．
黏膜屏障防御体系之间的平衡失调；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还原论者又强调螺杆菌是溃疡发病的直接原
因。
但20多年来仍未解决复发问题。
因此，又有了第三次飞跃。
这些无疑都是人们认识的飞跃。
不过仍未跳出哲学还原论，仍着眼于单-病因。
从心身医学观点看，如从多因素发病及整体医学的采取心身联合治疗，可能会比单一的药物治疗要好
。
其实Mexander早就观察到的口腔期冲突，必须与X遗传因子结合才能引起十二指肠溃疡。
后来Mirsky等（1952）在一组新生儿的脐带血中发现胃蛋白酶原水平升高，并将它描述为X遗传因子；
从而提出在童年早期的遗传素质导致胃分泌活动增强，而所伴随的表现就是饥饿婴儿对母亲需求的增
加，这种口腔期的挫折加上生物学（遗传）、家庭、社会、文化因素，就营造了发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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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病:心理生理障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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