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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身医学是应用“心身相关”原理，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发展迅速，已广泛引起我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它强调“心身统一”的整体观，摒弃过去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偏离人性的、狭隘的、片面的医学观
。
要求在医疗过程中必须从整体、综合以及多元化的角度来认识健康和疾病，并将此方法应用于临床、
教学及科研。
    本教材汇集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临床专家的医疗经验,着重从临床角度出发,目的是让学生牢
牢掌握“心身相关”理论，并灵活运用于医疗实践。
在编写过程中，努力遵循科学性、思想性、先进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力求做到：体系规范，内容充实
，条理清楚，适用性强，便于掌握。
此教材适用于医学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临床各科医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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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和社会和谐的观点    一个完整的个体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还是一个社会的人。
他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沐浴在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中。
从两人社会的夫妻关系到与子女构筑的核心型家庭关系，以及家人、亲人，继而再扩大到同事、邻居
、集体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也同样对其个体的心、身健康产生影响，个体必须和其交往的人保持和
谐的关系。
另外，由于周围自然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同时在研究个体的心、身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时，要充分考虑
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这一观点和医学中的系统思想是类似的，即把人当作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来看待。
个体的人既是整体，也是整体的一部分。
    (三)认知和自我评价作用的观点    社会因素能影响健康或导致疾病，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因素的性质和
意义，还取决于个体对来自社会因素的刺激的认知和评价，有时后者占主导地位。
例如，工作上发生重大失误、高考落榜、婚变等不幸事件，对某些人来说，可引起极大悲伤，甚至绝
望，从而一蹶不振，成为重大精神创伤而损害健康；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能从中吸取教训，重整旗
鼓，成为奋发图强的动力。
可见，社会因素都必须通过心理的中介作用，才能引起心身方面的反应，这些社会因素也必须成为心
理刺激后才能对健康或疾病发生影响。
    (四)主动适应与调节的观点    个体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对外界事物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反应模式，
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个性(人格)特征。
这些模式和特点使个体在与周围的人和事物的交往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其中，心理的主动适应和调节是使个体行为与外界保持相对和谐一致的主要因素，是个体保持健康和
抵御疾病的重要力量。
    健康和疾病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体。
从疾病最严重状态到健康最顶峰状态是一个连续的生命过程，它处于经常变化而非绝对静止状态，并
呈现不同层次的适应水平。
如果个体与环境保持正常的适应，就意味着正常的健康，如果适应良好，就健康良好，反之，则陷入
疾病的状态。
    上述四个观点说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要使一个人自身各个系统器官的生理活
动和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保持高度的适应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来实现的。
个体在生理上、心理上和对外界社会三者之间能够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就意味着健康，如果三者
之中任何一方出了问题，破坏了平衡就意味着产生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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