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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应激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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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应激医学包括极端恶劣生存环境'精神超负

荷紧张及过高作业强度等在内的多种军事应激因素

所致机体生理'病理性损伤!可使军人失去作战能力!

直接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和免疫系统是维持机体环境稳定的三大系统$ 目前!

国外应激损伤防治方法的主要趋势在于保健食品和

抗应激药品的使用$ 有学者已根据对应激相关活性

因子的认识!研制减缓应激损伤的免疫类制剂$ 但有

关军事应激条件下机体免疫功能变化及意义的系统

研究较少!现综合报道如下$

一%军事应激对军人心理和免疫内分泌系统的影

响

军事演习可对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

可引起内分泌激素水平的改变
/%0

$ 有研究报道!选

取参加军事演习部队指战员 %(* 名!采用放射免疫方

法"<45#检测参演前后血清白介素 4XN('4XN*'4X

N-'肿瘤坏死因子 "UBS#'血清皮质醇和醛固酮水

平!应用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76RU#进行心理状

态调查!将血清学检测结果与军人心理应激自评结果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参加军事演习后!血清

4XN( 降低!4XN*'4XN-'UBS升高!与军事演习前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76RU分值
"

+& 的官兵 4XN( 降低

和 4XN*'4XN-'UBS升高更明显+军事演习后血清皮

质醇和醛固酮均升高!与军事演习前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76RU分值
"

+& 的官兵皮质醇和醛固酮升高更明

显$ 应激反应是机体受到应激原刺激而作出的全身

适应性应答!借以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 应激反应

时!既有神经系统的活动!又有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

显著变化$ 免疫系统的巨噬细胞和 U'0淋巴细胞有

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受体!应激激素可以通过各自受

体的介导!对免疫功能起调节作用!构成复杂的免疫

调节网络
/(0

$ 免疫变化是应激反应的主要效应之

一!应激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以抑制为主
/)0

$ 5PU#'

内啡肽'P<#已被证明可由免疫细胞合成$ 这一现

象提示!免疫应答的产物可以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

统$ 应激时生理的变化必然伴随相应的心理变化!而

心理状态的变化也必然对生理功能调节产生正性或

负性的影响$ 了解在军事应激条件下激素水平和免

疫功能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调节!对

保障部队指战员的心理健康和提高战斗力具有重要

意义$ 有必要选择适宜的心理训练和体能训练来提

高官兵的免疫能力和心理应激能力$

二%急性军事心理应激对不同焦虑特质新兵免疫

功能的影响

心理神经免疫学的发展为研究应激致病的中介

机制开辟了新的领域$ 有研究报道
/O0

!以(状态 N特

质焦虑问卷" 6U54#)将某部新兵分成高'低焦虑组$

用红细胞免疫黏附酵母菌功能测定方法和双色免疫

荧光法流式细胞仪!测定被试者基础期"新兵打靶考

核前 O 天#'应激期" 靶考核当时#'恢复期"打靶后 ,

天#的红细胞 P

)

d 受体花环率 "<0PNP

)

d<<# 及

P.O

]

'P.-

]

定量$ 其结果显示高'低焦虑组被试者

的 <0PNP

)

d<<!基础期与应激期及恢复期呈显著性

差异$ 而应激期与恢复期差异不显著+高焦虑组 ) 个

时期的 <0PNP

)

d<<均低于低焦虑组!尤以恢复期

两组间差异显著$ 高焦虑组被试者 ) 个时期的

P.O

]

定 量' P.O

]

FP.-

]

比 值 均 低 于 低 焦 虑 组$

P.-

]

定量高于低焦虑组+高焦虑组被试者应激期

P.O

]

显著下降'P.O

]

FP.-

]

比值与恢复期有显著差

异!而低焦虑组仅应激期 P.O

]

定量与恢复期有显著

差异$ 因此!由打靶考核引起的心理应激对新兵红'

白细胞免疫功能均有影响!尤以对红细胞天然免疫黏

附功能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 焦虑人格特质是急性

心理应激致个体免疫功能改变的影响因素之一!心理

应激对高焦虑特质个体的影响强于低焦虑特质个体!

该结果可能是部分个体好发心身疾病的潜在原因之

一$ 个体面临紧张性应激的免疫学改变!是受生理'

生化改变的影响还是个体人格特质'负性情绪体验等

心理因素所致一直有所争议$ 面对同一应激源!高'

低焦虑个体不仅各免疫指标存在差异!说明急性军事

应激不仅可直接影响个体免疫功能!还可通过个性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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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负性情绪体验等间接影响其免疫功能变化的程度

和性质$ 深入研究急性应激状态下不同人格特质个

体红'白细胞免疫功能改变的相关及其调控因子是进

一步研究急性应激反应可能机制的方向和趋势$

三%新兵集训对女兵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影响

有文献报道了集训对女兵新兵神经内分泌'免疫

功能的影响
/,0

$ 着重观察了女兵新兵集训期!神经

内分泌激素"血清皮质醇'胰岛素'促甲状腺激素#和

体液免疫 "4[5'4[Q'4[9#及补体 P)'PO 变化情况$

研究发现!新兵集训后女兵血清皮质醇 "P$<#较集

训前显著升高+新兵集训后女兵血清胰岛素'促甲状

腺激素'4[5及 4[Q均低于新兵集训前+新兵集训前

后血清 4[9'P)'PO 水平无明显变化$ 其结论为强化

训练对女兵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 糖皮质激素"QP#是一种重要的应激激素!而血

清 P$<是人体主要的 QP!因此 P$<是反映机体应

激水平的主要指标$ 当外界的应激原使身体产生一

定水平的应激后!P$<水平就会升高!进而激发其他

的应激系统!使机体尽快适应及抵御外界刺激!更好

地保护自身$ 新训后 P$<升高说明高强度负荷训练

对女兵造成了一定的刺激!产生明显的中枢效应$ 免

疫球蛋白是介导体液免疫的主要效应分子!在机体防

御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含量代表体液免疫的水

平!更体现 0细胞的功能情况!对血清 4[含量的测定

可达到测定机体体液免疫功能的目的$ 女兵新兵集

训后 4[5'4[Q水平显著降低!表明高强度训练使机体

免疫力发生抑制$ 一方面由于 QP对免疫应答有抑

制作用!4B6 能促进免疫应答$ 所以!QP升高和 4B6

降低均可使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浆 QP浓度的变化主

要与运动训练时间有关!长时间高强度运动会导致

QP升高!从而抑制机体免疫力$ 补体是机体免疫防

御系统重要组成成分!具有与抗原刺激无关!有自我

调控维持含量的能力!是免疫反应中含量最稳定的免

疫物质!且不随机体特异性免疫建立与增强而升高$

生理情况下!血清大多数补体成分是以无活性的酶前

体形式存在的!只有在某些活化物的作用下或在特定

的表面上!补体各成分才依次活化!发挥其生物学效

应$ 女兵新兵集训后血清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改变

及免疫球蛋白水平降低!提示超强度训练对女兵神经

内分泌'免疫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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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技术发展对医疗服务模式的影响

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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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临床医疗诊断与治疗技术是以现代科学技

术为基础!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高新医疗技术已经渗透到了临

床医疗服务各个领域!对医院的临床医疗服务行为与

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 然而!不管医疗服务模

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医院仍然是医疗保健服务的主要

提供者$ 医院仍然集中地拥有绝大部分现代化的高

新技术设备!能够系统地提供如重症监护'器官移植

以及肿瘤治疗等比较复杂的医疗保健服务!也真正地

体现了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但是!

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也正是这一发展趋势!导

致了医院在临床医疗服务过程中越来越追求技术至

上的发展理念!造成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

响
/)!O0

$ 因此!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正确评价与合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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