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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焦虑症临床研究

钟 华 ,蓝光心 ,华春兰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 341 000)

摘 要:目的:探讨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在焦虑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将人组病人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

组使用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进行脑电生物反馈疗法(每次 26 而n ,每周 3巧次 ,连续 4 周)合并帕罗西汀 (2 O m 岁d)

治疗; 对照组单独使用帕罗西汀 (20 m 洲 ) 治疗 �两组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30 d 分别进行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SC Lg O) �焦虑自评量表(sA 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 S) 评分 �结果:经 4 周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 �恐怖 �

敌对性因子 �SAS 和 SD S 减分比对照组更显著护狡0.05 或 0.0 1)�结论: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合并帕罗西汀优于单独

使用帕罗西汀治疗焦虑症 ,是治疗焦虑症的一种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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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焦虑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 ,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

健康 , 是精神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 在人群中患病率为

1.48输 �目前对焦虑症的治疗大多采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

生物反馈疗法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行为疗法 �国内对肌

电 �皮电生物反馈较熟悉 ,但脑电生物反馈应用较少 ,尤其是

用于焦虑症的治疗鲜见报道�为了进一步探讨最有效的治疗

焦虑症的方法 , 本文使用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合并帕罗西汀与

单独使用帕罗西汀治疗焦虑症进行临床对照研究 ,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80 例均为 200 6 年 2一11 月在我院门诊治疗的患

者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 CM D 3) 焦虑

症诊断标准的病人�随机分为两组 ,单号为研究组:脑电生物

反馈疗法合并帕罗西汀 日量 20 m g ,其中男 19 例 ,女 21 例 ,

平均年龄(26 .3 0 土6. 60) 岁 ,病程(1.60 封 .32) 年 ;双号为对照

组:单用帕罗西汀日量 20 m g ,其中男 17 例 ,女 23 例 ,平均年

龄 (24.60土5.30)岁 ,病程 (1.52土1.28)年 �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

龄 �病程均无显著性差异 �

1 2 研 究方法

1.2.1 研究组使用大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 (广州润杰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生产)进行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合并帕罗西汀治疗 ,

脑电生物反馈疗法进行脑电a 波和 SM 侧e 反馈训练 �脑电生

物反馈治疗电极放置在按照国际 10 一20 系统电极放置法所

设置的rP I �Cz ,以 10一20 系统的月(左耳垂) �A 2( 右耳垂)为
参考电极 ,FPt 为接地电极l1] �各导联皮肤电阻小于 s kfl ,滤波

范围0. 5一60 H : ,时间常数 0.1 :�对 a 波进行的训练 ,首先采

集受试者脑电活动 3而n ,观察脑电生物反馈参数大体变化范

围 ,然后告知受试者 !现在进行治疗 ,请您使用学到的松弛训

练的方法放松您自己 ,如果放松程度好的话 ,您可以听到优美

的音乐声 �如果音乐声停下来了 ,请不必紧张 ,您只需要进一

步松弛下来 , 就会再次听到音乐声 �这段治疗需要花费您

15 而n ,如果在这中间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请告诉我 ,我们

可以立即停止 �∀设定训练目标线为 10 ,然后根据患者放松水

平进行调整 , 保证反馈音乐时间占整个训练时间的 60 % -

80 % �针对 SM柑0 的训练首先采集受试者脑电活动 3 而n ,观

察脑电生物反馈参数大体变化范围 ,然后告知受试者 !现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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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疗 ,请您集中注意力观察动画的变化 ,如果注意力集中的

好 ,画面中的飞镖就会不断向前飞行 ,直至击中靶心 �在您集

中注意力的同时 ,请保持放松 ,如果您过度紧张飞镖也不会前

进 ,这段练习有 s m in 时间 �∀设定SM 柑e 目标线为0. 2 �每周

3一5 次 ,每次 26 m in ,连续 4 周 �对照组单用帕罗西汀 20 m 洲
治疗 4 周 �

1 2. 2 两组患者在入组前及治疗后第 30 d 分别进行 90 项症

状 自评量表 (SCL90) 和焦虑 自评量表 (SA S ) �抑郁 自评量表

(SD S )评分 �

1.2. 3 不能耐受药物治疗者 ,或并发严重躯体疾病 ,或脑电生

物反馈疗法连续 3周少于 ro 次者均为脱落 ,脱落者不在本研

究范围内 �

1.3 统计方法 所得资料采用 t检验统计分析 �

2 结 果

 2.1 SC L90 评分比较 入组时两组患者 SCL9 0 的各项因子

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乃 0. 05 ) �经 4 周治疗后 ,研究

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 �恐怖 �敌对性因子减分比对照组更显著

(P< 0.05)(见表 1)�

 2. 2 SA S �SDS 评分比较 人组时两组患者的 SAS �SD S 评分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乃 0. 05 )�经 4 周治疗后 ,研究组

的 SA S �SD S 减分比对照组更显著(P< 0.05 )(见表 2 )�

表 1 两组治疗后 SC L90 测试结果比较 (x 士�)

分组 n 阳性 项 目数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偏执

勺..,1nU,�气一�气�#..遥#且,�内�2,山l#1.42内今�一�曰研究组

对照组

 4 0 3 3 .4 0土13 .5 5

 4 0 3 6 .4 0士1 2 .7 7

躯体化

.5 4 士0 .4 4

.6 2士0 .6 1

1,4 6土0 .4 0

 1.6 1士0 .6 0
.2 2士0 .4 9
4 9土0石5

敌对性

.1 4士0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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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士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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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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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 士0 一4 0

 1 .0 2

0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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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5 2

1 3 8

0 .17

 1.2 2 士0 .

 1.3 1士0 .

0 .8 8

0 .3 8

 2 .10

0 .∃片

焦虑

 1 .2 4土0 .

 1 .5 1士0 .

 2 .2 5

 0 .0 3

 2 .06

O .U 4

恐怖

 1.2 3士0 .

 1.4 8 士0 .

 2 .19

 0 .0 3

0 .5 4

0 .5 9

 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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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后的 SA S �SDS 评分 比较

分组 n SA S

(x 士3)

S D S

O了24 3.8 0 000士5 .7 2

4 9.7 3士7 .64

8 5士5 .

.2 5士8 .

脑电波活动 ; 亦增加 e 脑 电波活动 � 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将正

常属于无意识的生理活动置于意识的控制下 ,通过反复有意

识的练习 ,形成一种固定的 ,随意的习得行为 ,当达到这种境

地后 ,放松就成了生活中习惯了的反应模式 ,从而改变了病人

原有的习惯反应 ,防止疾病的发生或改变疾病的过程 ,能更好

的适应环境121 �脑电生物反馈的作用机制在于监控 �觉察人体

内的 !生物控制回路 ∀(下视丘一垂体一激素轴一躯体反应一
对体内变化的直接观察一激活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导致认知

和情感的反应一下视丘户 �本组研究针对 a 波及 SM 份e 的训

练显示在治疗 so d 后 ,研究组 SCL9 0 中焦虑 �抑郁 �恐怖 �敌

对性等因子的减分比对照组更明显(P< 0. 05 ) ,表明药物合并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比单一药物更有效的缓解焦虑 � 紧张 �恐
怖 �敌对性等不 良情绪 �治疗后 4 周 SA S 减分研究组比对照

组更显著 ,进一步说明药物合并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较单一药

物治疗效果好 �本研究表明 :脑电生物反馈疗法合并帕罗西

汀治疗焦虑症比单一帕罗西汀治疗效果更好 , 是治疗焦虑症

的一种有效方法 �

#UZ4�I�0044研究组

对照组

 t 3 .9 3 3.4 3

< 0 . < 0 .0 1

3 讨 论

焦虑症有着复杂的病因学和发病机理 , 很难用单一的理

论模式表述l2] �焦虑症不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单元 ,是包括病

因 �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 �病理和预后颇不一致的一大类疾病 �
脑电图研究发现在焦虑反应时病人可出现 a 节律减少及快

活动占优势的脑电t31 � 19 62 年 ,K am iya 发现人可自身调节脑

电 a 波的节律 , 随后 19 69 年 ,M ill er. N 提出了自主神经系统

的操作条件反射学说 ,奠定了脑电生物反馈的理论基础141 � 目

前所进行的脑电生物反馈训练 , 不外乎是对几种脑电节律进

行单独或组合的练习 �众所周知 ,人的大脑存在 a �日�0 �6 四
种脑电活动 ,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 ,人脑会出现不同的脑电活

动现象 �神经心理研究证实 , 脑电波中 8一12 H z 的 a 波段是

成人在清醒 �闭 目 �放松时状态下的主要活动节律 ,在放松过

程中 ,脑电 �成分有序化增加 ,而焦虑者则很少出现 a 波 �正

常人在清醒时睁眼以 日节律 (12 ~63 .5 H :)为主 ,其中 ,人们又

把节律 在 13 一巧 H z 之间 的低频 日波称为感觉运动节律

(SM R )�在疲惫 �困倦时人脑中会出现较多的 e(4一 7. 5 H z)节

律 ,Suet su gi 等 (2 000 )[51发现额中线区域 0 波活动的出现反映

了人类在焦虑时有放松的情绪 , 认为它可能与广泛性焦虑症

状的改善有密切联系 �

正是由于脑电的不同节律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因
此 ,针对不同脑电节律进行训练 ,可以使受试者学会自主控制

脑电节律 , 从而掌握调节自身情绪的方法 �有研究发现脑电

反馈减轻精神紧张问,当个体在沉思状态下表现 出了~ 种高

波幅的 a 脑电波活动时 ,同时会表现出一种深度的精神和躯

体放松状态 �因此 ,脑电反馈的目的在于增加焦虑障碍患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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