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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10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表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共约4．5亿各类精
神和脑部疾病患者，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某种精神障碍，精神卫生已经成为
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化，使健康的标准更加全面完善。
正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所指出的那样：“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
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
可见，心理健康已是人类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机制不断深化。
在各类人群中，由于升学、工作、学习、就业、人际关系、婚恋、家庭、离退休、疾病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所出现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已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前，如何使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健康地生活，保持心理健康，已成为心理卫生的中心任务
。
　　为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和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对各年龄段的人群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已
十分迫切。
为此，我们撰写了“心理健康与咨询丛书”。
该丛书按不同年龄段分《儿童心理健康与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咨询》、《中老年心理健康与
咨询》及《心理测验》共4册。
该丛书是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年龄人群撰写的。
适应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
　　该丛书由林仲贤、武连江主编。
参加丛书编写的人员有：林仲贤、武连江教授，丁锦红、王净副教授及韩布新副研究员。
由林仲贤、武连江负责编写《儿童心理健康与咨询》，丁锦红、王净负责编写《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咨
询》，韩布新负责编写《中老年心理健康与咨询》，林仲贤、武连江、丁锦红负责编写《心理测验》
。
丛书内容丰富，密切结合我国实际，并注意吸收了当前国外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同时凝聚了作者有关
的科研成果。
 　　该丛书内容包括：（1）儿童、青少年及中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2）超常儿童及低常儿童
的心理特点；（3）儿童的智力开发及早期教育； （4）儿童智力测验；（5）心理咨询基本知识；（6
）儿童、青少年及中老年人心理咨询特点；（7）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人心理问题及心　　理障碍
的防治；（8）心理测验的类型与应用等。
　　该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增慧研究员、吴振云研究员、李德明研究员
，北京大学韩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郭德俊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孙沛博士、罗劲博士及李娟
博士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提供有关资料，并对书稿一些内容进行了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
此我们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该丛书出版得到中国林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出版社原副社长任景阳，编辑室主任严丽对丛书的书稿进行了细心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与建议，
为提高丛书的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丛书肯定还有一些疏漏与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林仲贤武连江　　2001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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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向各年龄段的人们普及心理知识和解答心理问题，林仲贤、武连江教授，丁锦红、王净副教
授和韩布新副研究员等共同撰写了这套“心理健康与咨询丛书”。
丛书分为儿童、青少年和中老年心理健康与咨询以及心理测验四个分册，内容广泛、阐述简明。
作者均系我国当代心理学专家，丛书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书中吸收了当今国内外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也凝聚了作者们的科研成果，引用案例大部分来自我国现
实生活，具有中国特色。
　　该丛书适合各年龄段群体，特别是学校师生学生家长及中老年朋友阅读，也可作为心理健康与咨
询人员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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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体重和胸围均随增龄持续增加，到5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趋于稳定，并在成年后期
表现微弱的减小趋势。
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趋势与身高类似。
　　2．3．2成年人的身体机能特点　　成年人在20～24岁时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均值最大。
此时男性平均值要比女性的大1158．6毫升。
肺活量到25岁以后呈下降趋势。
65～69岁之间老人的平均肺活量要比20～24岁年轻人的下降35．5%（男）和31．4%（女）。
城市人的肺活量要略好于农村人的。
反映心功能的台阶指数，农村人要明显好于城市人。
　　2．3．3身体素质　　反映肌力的握力和背力城乡差异较小，且一直到39岁都维持较高水平；40岁
以后呈下降趋势。
弹跳力、柔韧性和平衡性素质，25岁以后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柔韧性和平衡性素质下降趋势明显。
比如，65～69岁年龄老人的坐位体前曲的测试值要比20～24岁年轻人的低85．8%和39．3%。
柔韧性素质女性优于男性；其他素质男性优于女性。
成年人的弹跳力、柔韧性和平衡性素质等城市人优于农村人。
　　2．3．4调查发现的问题　　我国目前20～69岁人群中，25～4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比例最小，只占20～69岁总人数的18．6%～21．5%（男性）和14．3%～23%（女性）。
这一年龄段在人体健康状况发展中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也是工作出成果、出效益的黄金年龄段，应
引起广大中年朋友的高度重视。
　　成年人40～41岁这两年是人体健康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两年之内体脂率分别增加2．8～6（男性
）和4．3%（女性），比18～40岁22年问增加的总量（男性2．8%、女性3%）还要高。
过了这两年之后，体脂率增加的很少。
　　成年人4l～45岁年龄段的患病率由前一年龄段的9．9%猛增至20．9%，再次表明40岁左右是保持
人体健康的关键期。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教育，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特别要重视中年人的体
质状况。
医疗保健和其他有关部门应重点关心他们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各项健康指标的变化情况。
　　2．4衰老理论　　对于人到中年以后身体功能渐呈老化现象的原因，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观点（老化损耗论）认为是因生活劳苦、体能过度损耗所致：因此只要生活调理适当，避免过度
劳累，将可延迟老化的出现。
另一种观点（老化结构论）认为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因为在人体内存在老化因子，只要达到
相当年龄，老化现象自然出现。
　　前面所描述的身体变化已经困扰人类几千年了。
人类也一直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部分原因是好奇，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找到答案，人们就有可能去阻止、延缓、推迟甚至逆转衰老的进
程。
对衰老理论的探讨已有2000余年。
有人将衰老归因于体液的改变。
这一改变从年轻的时候即开始并且逐渐地引起身体变干、变硬。
培根（Bager．Bacon）是第一位提出衰老损耗理论（衰老是身体各系统逐渐废用的结果）的人。
他认为良好的基因可以减慢衰老的进程。
达尔文（C．Darwin，1809～1882）把衰老归结于神经和肌肉组织兴奋性的减弱。
科学家仍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衰老。
很多衰老的理论已经被提出，有一些看起来很有前途，但还没有一个理　　论能够赢得大家的广泛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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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衰老的原因，医学界有多种见解。
现代的衰老理论都很复杂，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下面仅就三种类型的理论（遗传学细胞理论、非遗传学细胞理论和生理系统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2．4．1遗传学细胞理论　　不同物种的最长寿命各不相同。
人的最大年龄记录是120岁。
其它动物的最长寿命分别为：马46岁，猫28岁，狗20岁，黑鼠5岁，蜉蝣仅1岁。
父母和祖父母长寿者的平均年龄要比那些父母在50岁以前就去世的人长6岁。
人类的细胞在培养基上仅能分裂50次，之后即会老化、死亡。
从老动物身上取下的细胞再生能力则更为有限。
这些细胞的分化次数仅是那些从小动物身上取下细胞的一半。
　　这些发现表明，细胞衰老的进程是由基因决定的。
按照这种观点，与年龄相关的事件如青春发育期、绝经期等，与寿命长短一样是由一种或多种决定细
胞衰老速度的特殊基因控制的。
这些（个）基因决定各有机物寿命的长短。
-这就好像在正常细胞里有一个‘‘机械钟”，由它控制细胞生理功能的发挥以及细胞的复制、延续和
发展。
物种的生存寿命与其细胞的分化能力存在直接的联系。
换句话说，是物种的基因推动与年龄相关的各种变化。
遗传学细胞理论把老化归因于两种复杂的分子。
一种是脱氧核糖核酸（I）NA），它控制维持生命的细胞里面蛋白质的形成；另一种是核糖核酸
（RNA），它负责把遗传信息从DNA分子传递到合成蛋白质的具体细胞。
与此相关的衰老理论有如下两种。
　　（1）DNA破坏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衰老源于DNA分子自身的破坏。
这种破坏可能是受射线照射引起的，也可能是由细胞分子的有害变异引起的。
尽管早期的研究看起来支持DNA破坏理论，但最近的研究却发现变异和射线只影响正在分化的细胞，
而衰老这一生理变化主要是由于细胞不能再分化造成的。
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显著生理改变可以用变异产生得太缓慢来解释。
由于大部分细胞都有适当的修复机镧，所以DNA分子的破坏通常是可以修复的。
基于以上原因，DNA自身破坏在衰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受到较多的质疑。
　　（2）错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问题出在遗传信息从DNA分子到组装蛋白质细胞的传递过程上。
信息传递是在RNA的帮助下完成的。
由于RNA是连续不断生成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错误　　很容易发生在它身上，而DNA分子是高
度稳定的。
它在细胞中终其一生都不发生变化。
照这种说法，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错误会产生出不具备完全相同属性的酶或蛋白质。
这导致它们不能维持生命的正常功能，因此细胞会逐渐衰老、死亡。
　　错误理论还不能详细描述信息传递中假设的错误编码。
事实上，遗传信息传递过程本身也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
不过，由于科技的进步，现在研究人员已能够较精确地测定变异的速度。
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如某些癌症与变异有关。
总之，错误理论有发展潜力，很可能成为将来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2．4．2非遗传学细胞理论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用培养基进行的体外实验是不适合于研究衰老机
制的。
因为衰老发生在活体组织内部，所以固有生物钟的概念也是不正确的。
相反，这些理论倒揭示出身体细胞的逐渐破坏造成衰老并不是由一种内部的生物钟决定的。
用一辆汽车来做比方：随着使用时问的增加，渐渐地会发生机器的工作效率下降、金属器件损坏、铁
锈侵入内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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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变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测的，但并不是按内部的或其他任一类时问表来发生的。
相反，物质损耗在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个放在车库很少用的车肯定会比停在街上的每年驾驶2万
公里的车用得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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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理健康与咨询丛书”。
按不同年龄段分《儿童心理健康与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咨询》、《中老年心理健康与咨询》
及《心理测验》共4册。
该丛书是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年龄人群撰写的。
适应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
 本书为其中一册，阐述了中老年心理健康与咨询问题，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书中吸收了当今国内外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也凝聚了作者们的科研成果，引用案例大部分来自我国现
实生活，具有中国特色。
适合中老年朋友阅读，也可作为心理健康与咨询人员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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