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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竞技比赛中，运动员各种心理活动都是通过心理状态来体现，其中尤以赛前心理状态最为重要
。
因此，寻求合适的方法来反映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应用价值。
　　目前，简单生理学指标的测量和赛前问卷测量方法是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但都有着这些技术本身
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国内开创的一种新的脑功能成像技术——脑波超慢涨落分析技术（SET）具有无创性特点，它能通过
扫描脑组织的生物电活动——脑波的涨落来直接地、有效地反映脑内多种神经递质的活动，具有其他
技术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并在正常人脑功能测查、临床、航天、教育等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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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东旭等人（1994）以20~30岁、50~60岁以及60~70岁三个年龄组的正常人作为被试，每组20人，
男女各半，采用SET技术，对其12导联脑电波进行了记录和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S系总谱中优势频率的年龄特征表现为，随年龄增长，S1和S7的优势逐渐上升，S17逐
渐下降。
（2）S谱优势频率的空间结构的年龄特征为左额区的变化最为显著。
（3）左前右后轴（左额区、左中央区、右顶区和右颞区）及其周围脑区间关系的年龄变化也很显著
。
（4）S谱功率分布的年龄特征表现为，随年龄增长，脑区功率分布总的趋势是最大功率前移，平均功
率分布全脑分布一致，总的结果是左前脑的变化最为明显。
　　刘昌、李德明（1996）对120名20~79岁的正常人脑波涨落图的分析表明：（1）从20-50岁，S系谱
线活动向低频方向集中，60岁以后又向高频方向有所移动。
（2）S谱空间分布的年龄特征表现为，60岁以前，SI在额区的活动随年龄增长明显增强，60岁以后，
这种S1活动的额化现象逐渐减弱。
（3）随年龄增长，平均功率分布的额低枕高梯度逐渐减小，功率活动的优势脑区逐渐前移。
上述S谱系时空模式随年龄的变化反映了大脑功能的衰退，表现为S3系、S4系、S5系以及S11系在脑区
，特别是在左前脑的活动，随年龄增长而减弱；S1随年龄增长在全脑范围内的活动增强，并出现额化
现象。
　　曹河圻和沃建中（2000）的研究发现，儿童脑电超慢涨落的优势功率的分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大脑功能的成熟状态。
在6-12岁期间，儿童左脑的发展比右脑要快，并且更有规律性。
　　（4）SET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成果　　孙福立等人（1986）采用脑波超慢涨落对气功练习者在人静
时的状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意念导引能够增强额叶特别是左额的脑电活动；平均功率比的观察结果
证明，大脑不但左右两半球不对称而且还存在着左前右后的优势脑轴。
意念导引明显增大了优势脑轴的活动，所列数据表明入静态后左额兴奋性增高。
考虑到左额在意识活动中的作用，可以推论意念导引是一个积极的思维活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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