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反馈的临床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物反馈的临床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040114201

10位ISBN编号：7040114208

出版时间：2003-4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郑延平编

页数：312

字数：4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反馈的临床实践>>

内容概要

生物反馈技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治疗方法。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生物反馈的基本理论和原理、仪器设备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全书共分18章，前3章论述了生物反馈治疗的原理、仪器设备、反馈指标、应激管理和放松技术，
第4~17章逐一详尽地讨论了各种相关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生物反馈治疗方法，并对
不同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实施步骤做了具体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参考并付于实践，第18章简述了生物反
馈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具体应用。
书末附有一些对开展临床生物反馈治疗技术有参考价值的心理生理评定量表以及目前因特网上有用的
网站，便于读者更深入了解生物反馈的现状和进展，促进我国生物反馈技术的水平提高和应用。
     本书主要为精神卫生、心理治疗及临床医学工作者提供一本实用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各大专院校相
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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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生物反馈的基本原理　　1.1　生物反馈治疗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生物反馈（biofeedback
）技术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在美国应用于临床，它的发展主要源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工具性条件反射
（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行为医学、应激研究和应激管理策略这些研究领域。
　　生物反馈理论起源于学习理论（1earning theory）。
学习理论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帮助人们去理解、预见和控制人和动物各种行为变化的可能，与强调遗
传决定行为的理论不同，学习理论强调了环境对人的重要性。
特别是这意味着通过环境的影响，包括强化（reinforcement），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行为并且使这
种行为得到维持。
　　“学习”就意味着以经历作为直接结果的一种行为改变。
对于行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performance conditioning）和工具性学习而言，强化是十分必要的手段。
这一过程可以改变许多行为，例如思维、情感和生理反应。
通过学习，就可以得到或者避免一些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枢神经系统通过调节自主肌肉骨骼系统最终来影响操作性条件
反射。
这一观点认为，自主神经系统不受可以觉察的意识控制，也不受有意识的控制得到强化。
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内在的调节能力是一种先天形成的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如果个体能够坚持学习，这种能力和功能就能够通过经典性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得到调
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条件反射形成后，反应就是自发的。
在经典条件反射中，思维能够成为条件反射的激发点，并且消除生理反应。
　　长期以来，自主神经系统和内脏反应的工具性条件反射仅局限于实验室研究，直到近三十年来，
对于人和动物的研究显示操作性的训练能够增加或减少身体的反应。
这些反应包括血管的收缩、血压、唾液分泌、皮肤电反应以及心率、节律的变化等等。
　　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开始研究自主神经系统控制、整合骨骼肌一内脏反应的方式。
他们还特别研究了行为学习以及认知改变策略对内脏活动的影响。
自主神经系统对于工具性条件反射对内脏反应的影响成为了推动临床生物反馈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方面，这一研究进展解决了关于条件反射是否能够引起机体改变的争议。
据此，临床生物反馈技术提出了它能够帮助人们增强对内脏反应感知的作用，包括对血压、心率、血
管收缩扩张的感知。
这些感知使个体能够通过自我管理来调节这些变化。
事实上，一些专家认为生物反馈就是一种内脏反应的工具性条件反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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