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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激与疾病》内容简介：人类生活于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必须随时适应环境的改变
才能生存。
应激是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应激成了
疾病发生的普遍机制，《应激与疾病》对应激发生的基础理论、应激的发病机制、应激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目的在于将应激引入临床，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疾病发生机制已得到
了进一步阐明。
《应激与疾病》是医学前沿之作，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开阔了视野和途径，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
学工作者必须更新观点，才能做好疾病的防治工作。
《应激与疾病》作者秉承父训：“人生贵在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故乃拳拳服膺，勤学慎思，
得以有成，庶不辜负父母及祖母养育之恩，并能微尽人生之责，慰已谕人，其望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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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典俊，男，广西玉林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书画研究会研究
员，国画家、父亲唐桂荣为当地名中医，且爱好古诗词书画，受家庭熏陶，自幼亦有同样爱好，少年
时期为父亲抄写处方，经常目击患者之痛楚，故决心学医。
1950年，考入广西医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作为师资，分配至山东医学院(原齐鲁医学院)培养，曾
先后在广州医学院、湖北医学院、北京天坛医院工作。
1964年，在广州工作时，曾在国内首先发现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严重型，由应用含大量维生素D强化
之奶粉喂养引起，因而认识到了维生素D过量对小儿健康的危害。
当时，我国正在大力提倡预防佝偻病，婴幼儿普遍服用鱼肝油及维生素D，发生维生素D过多症及中
毒者甚多，作者曾大力呼吁勿滥用维生素D，以保护儿童健康。
曾发表学术论文46篇，科普作品120多篇，获武汉市科普积极分子奖，曾编著《小儿水、电解质平衡与
液体疗法》、《新生儿体检与先天畸形诊断》二书，合编《心血管疾病》、《内科讲座传染病分册》
二书，曾被江苏省卫生厅、福建省卫生厅聘为科技评审员。
本书是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转变，作者结合几十年的临床医学
知识和经验，阐释了以应激学作为疾病发生的普遍机制的正确性，并根据应激的发病机制提出提高人
体抵抗力在治疗疾病中的重要性。
这是临床医学的一次革命，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本书是医学前沿之作，希望更多专家学者，共
同努力，使应激学与临床疾病结合日臻完善，以造福人类。
作者先父曾以“三立”为训，此书完成尚可慰先父之灵，恕不辜负父母及祖母养育之恩。
本书能对人类健康与长寿有贡献，是作者最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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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情绪反应 1.焦虑 是最常见的心理应激反应，是对面临困难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或担心事件将发生不良后果的心理状态。
主观表现有紧张、害怕，但说不清怕什么，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担心，忧虑，不知如何是好。
 焦虑的客观表现有运动性不安、坐立不宁、不知所措、常搔头、搓手、来回走动、踌躇莫测、胸闷、
失眠等，还有自主神经系统症状，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呼吸加深、出汗、手足颤抖、口干、舌燥
、面红耳赤、尿急、尿频等。
 轻度的焦虑情绪可提高人的警觉水平，能改善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能力，促进人积极主动想方设法
去应对应激原，使之能适应环境。
过度的焦虑则妨碍人准确地认知、分析、考虑和应对面临的挑战，从而难以作出符合实情的判断和处
理。
 2.恐惧 恐惧发生于自身安全和个人价值受到威胁，对身体安全的威胁多来自躯体应激，如患病，遇到
毒蛇猛兽或面临天灾人祸等，如地震、火山、洪水灾害、枪击、屠杀的血腥场面。
个人价值和信念的威胁则来自社会应激原，如人际关系紧张、被人绑架、被勒索、押为人质、树立仇
敌或被起诉、判刑坐牢等，或对产生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流行的恐惧，如前几年非典型肺炎流行时
，许多人有恐惧心理。
 3.抑郁 抑郁是以情绪低落为主的复杂情绪，表现为悲哀、寂寞、孤独、失落和厌世的消极状态，常伴
有失眠、多梦、食欲缺乏、性欲降低、思维迟钝、呆滞、对事物缺乏兴趣等，常由于亲人丧亡、失恋
、失业、事业受挫、慢性疾病引起，或由于追求的目标无法达到而产生失望灰心、丧气的情绪，长期
抑郁是引起心身疾病的常见原因。
 4.愤怒 愤怒可由于在社会环境中受到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待遇引起，如得不到提职、提薪，或受人暗
算、遇害、污蔑，或事业受到他人的破坏，把好事说成坏事，受到委屈而无处申诉，影响到自己的生
存、生活、名誉、地位等，都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对他人产生怨恨和敌意，使人变得冲动甚至发生报
复、攻击或仇杀行为。
 5.悲伤 这类负性事件常由痛苦引起，慢性病缠绵不休的剧烈疼痛是引起患者情绪恶化的主要原因，有
人因疼痛变得悲观、苦闷、失望而产生消极行为，对任何事物均无兴趣、无精打采、不言不语、痛不
欲生，甚至产生自杀念头，有人因疼痛而发生愤怒，对人粗暴、残酷甚至产生攻击行为。
剧烈疼痛不能忍受可使人恐惧。
这些不良情绪可能与交感神经兴奋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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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激与疾病》可供广大医药卫生管理人员、预防和疾控人员、临床各科医护人员、医学生阅读，也
是关心人类健康和长寿的、对广大群众有益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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