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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现代人体质

大不如前

荷兰研究人员发现，现代
人体质大不如前，比父辈更容
易罹患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
等疾病，40岁时健康状况相当
于父辈的55岁。

新陈代谢状况下降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和环境
研究所的赫尔本·胡尔塞格带领
研究小组分析了6000多名“杜廷
赫姆队列研究”参与者的健康数
据。这项队列研究始于1987年，
研究对象按照年龄被分成20岁、
30岁、40岁和50岁四代人。

在之后的25年间，研究人员
随访研究对象的新陈代谢健康
状况，记录他们的体重、血压、总
胆固醇水平和俗称“好胆固醇”
的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随后分析
一代人的健康风险因素是否异
于上一代人，形成代际转变。

研究人员在由《欧洲预防心
脏病学杂志》发表的报告中写
到，超重、肥胖和高血压的普遍
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这一点
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但总体而
言，年青一代的健康风险因素普
遍率高于上一代人。

健康状况一代不如一代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援引报
告内容报道，在30多岁的男性
中，40%属于超重人群，11年后下
一代人进入而立之年，超重男性
比例升至52%。从统计学角度而
言，这已经构成显著的代际转
变。女性研究对象中，超重普遍
率的代际转变只发生在最年轻
的两代人中，20岁人群进入而立
之年时超重比例是上一代人的
两倍。

研究结果还显示，除最年轻
的两代男性，相邻两代男女研究
对象都出现高血压普遍率代际
转变。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结果显
示“晚出生的一代成年人(新陈
代谢健康 )比他们的前辈更糟
糕”，新陈代谢健康风险因素普
遍率可能继续上升。

肥胖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

研究人员说，解释这些变化
的证据并不明确，但研究显示，
在年轻人中，长期静坐等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加剧。

胡尔塞格说，这项研究对
公共卫生的意义在于显示肥
胖人群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

“举例而言，研究对象中最年
青的一代平均 4 0岁时的肥胖
普遍率与最年长一代平均 5 5

岁时的肥胖普遍率相当，”他
说，“这意味着最年青一代比
最年长一代‘早衰15年’，而且
肥胖时间更长久。”

胡尔塞格说，这项研究强调
了保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性，鼓励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加强体育活
动，注意均衡饮食。

(据《东方早报》)

心理专家分析“复旦大学投毒案”和“南京大学生失控杀人案”

心理缺陷
让人“小刺激大反应”

在最近发生的这两起校园悲
剧中，大学生为何会因小事而情
绪失控，涉嫌杀害同学？犯罪心理
学认为，“应激性犯罪”主要是由
外界刺激和内心心理缺陷促成
的。

应激状态下

瞬间犯罪了

据媒体报道，4月16日21时许，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金城学院学生
蒋某自习归来，未带宿舍钥匙便
敲门求助，正在打游戏的室友袁
某本想过一会儿再开门,听到蒋某
的不文明骂声后，便不予理睬。蒋
某以为宿舍没人，取钥匙回来，进
宿舍后发现袁某在内，遂生气发
生争吵，厮打中，蒋某用手扣住了
较瘦弱的袁某的头，袁某拿起水
果刀吓唬蒋某，蒋某不理，袁某情
绪失控，当下挥刀怒捅，致蒋某失
血过多而死亡。袁某的同学说他
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都很好，平
时和同学相处十分融洽。

据媒体报道，在成都的一个
路口，33岁的农民工小李与素不相
识的一个女子发生了口角。吵骂
越来越激烈，小李大怒动手，活活
打死了这个女子。人们本以为小
李是“当地一霸”，结果发现，他口
碑极好，忠厚、老实，孝敬父母，从
不与人争吵。他的杀人举动，让父
母和邻居都感到不可思议。

2009年6月23日下午5点多，南
京某中学13岁的小蔡同学和小李
同学在自行车棚里闹起了矛盾。
小李同学因个子矮小，一时情急，
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很短的水果
刀”刺向了蔡同学，致其身亡。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
任张纯说，因行为人“失常和失
控”而发生的案子，被犯罪心理学
称为“偶发性的应激犯罪”，属于
情绪性动机犯罪(又称感情冲动型
犯罪)中的一种。

其特点是———
应激：
行为人在应激状态下(受到出

乎意料的挫折或打击，如袁某的
头被死死摁住)，极为愤怒、惊恐和
无助，蓄积了极为巨大的负面情
绪。

爆发：
犯罪人为摆脱这种应激状

态，情绪强烈地爆发了，因情绪极
为亢奋，出手力量很大，结果十分
惨重。

张纯说，比如，南京大学生袁
某因瘦小被死死摁住，中学生小
李也是因瘦小在打架中处于下
风，但他们却竟都是一刀致人死
命。

后悔：
“偶发性应激犯罪人”又称

“瞬间犯罪人”。
“瞬间犯罪人”情绪性犯罪的

过程，是情绪释放的过程。因其平
时并不想侵害他人或社会，因此，
待情绪平静下来后，立刻痛悔不
已。

比如，媒体报道说，“随后，袁
某也吓坏了，赶紧叫来同学，并拨
打了120。在送校医院治疗未果之
后，眼见蒋某伤势严重，袁某再次
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协助将蒋某
送往同仁医院。”

应激状态下

大脑一片空白

为何平时忠厚、老实，从不与
人争吵的人，在应激状态下会出
手杀人？

犯罪心理学认为有其生物学
的基础。

科学家发现，面对应激事件
时，人脑会立刻评估当前刺激，
并与过去经验进行比较，一系列
应激激素 (皮质类固醇激素是其
中最主要的一种 )随之释放；同
时，大脑的边缘系统会与皮质类
固醇激素协调行动，调节下丘脑
室旁核的活动，并对情绪施加影
响；面对压力，杏仁核结构和功
能的变化也会导致相应的情绪
变化，帮助我们远离应激产生的
有害情绪。

但是，张纯说，如果一个人应
激事件激发的强烈情绪，超出了
其“情绪调节系统”所能承受的阈
值，就会让其调解失灵。

研究发现，人在受到外界突
发的强烈刺激时，产生情绪上的
激烈冲动，失控的情绪造成机体
活动受到严重障碍，致使大脑一
片空白。如果刺激超过了所能承
受的阈值，失控情绪过于强烈，大
脑思维难以恢复，令其思维狭窄，
自控能力减弱，理智分析受到抑
制，情绪就暂时性地处于失控状
态。

应激性犯罪，因是情绪失控
性的爆发，因此，一般是手段简
单，方式直接，以杀、打的方式，不
计后果地，一了百了地，十分冲动
地发泄自己的情绪。

心理缺陷

导致小刺激大反应

调查发现，应激性犯罪行为
人大都在个性心理上存在很大的
缺陷。

张纯说，这类人的意志薄弱，
抗挫折能力较差，面对困难时，不
积极寻求出路，而是一味怨天尤

人、悲观失望，习惯性地将困难扩
大化。

据知，成都的农民工小李家
境比较差，他曾经为做生意赔上
了所有修车的收入。之后，当生活
刚有起色时，6岁的儿子与老母亲
又都患上了重病，医药费耗尽了
大部分收入，儿子和老母亲的病
成了小李沉重的负担。那段时间，
他总是情绪不高，下班回家就把
自己关在屋里一个人看电视。

犯罪心理学中有个“挫折攻
击”理论，其理论认为：如果经受
挫折，往往反应特别敏感、强烈。
挫折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
原因。

成都农民工小李在路口的
“小刺激，大反应”，应该和他生活
中严重受挫密切相关。

犯罪心理学中还有个“自卑
与补偿”的理论，其理论认为：每
个人都可因自己身体状况、家庭
出身、生活条件、工作性质等产生
自卑心理。如果有“偏激狭隘的认
识水平”或“消极的情绪品质”，很
可能会将其“自卑心理”放大。

心理学家还认为：有自卑心
理的人，常寻求补偿方式。如，有
的人会以自负的形式掩饰自卑
等。当他们以冲动、好斗来作为补
偿的方式时，其行为就表现出较
强的攻击性。

袁某和小李均是因为比较冲
动，情急之下挥刀捅人的。

张纯说，上述三个个案，均是
“小刺激大反应”的应激模式。从
心理学的角度说，“强势的低调，
弱势的高调”。心理弱势的一方，
往往会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
更容易“被激发出”大的反应。

“小刺激大反应”的应激模
式，偏离了社会常规，是心理不健
康的表现。

挫折教育

要从娃娃抓起

如何预防应激性犯罪？必须
重视“挫折教育”，心理专家认为，
只能从娃娃开始提升“抗挫能
力”。

张纯说，从生理学的角度讲，
抗压阈值高的人，大脑情绪调节
系统的功能强，面对应激事件，大
脑空白了，但能很快恢复理智。

如何进行挫折教育？
张纯认为，应该从小分四个

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第一阶段：培养孩子的信任

感。
适用年龄：0～1岁，低幼阶段。
孩子的挫折教育在出生后就

应该开始。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
家长格外照顾与养育，让孩子对

家人及环境产生信任感，进而产
生安全感。

第二阶段：培养孩子的生活
自理能力。

适用年龄：1～3岁，幼儿阶段。
当孩子可以站立、行走了，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他自己
独立去完成，不要总是抱着或者
帮他迈步等。孩子动作发展的同
时，也是心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
程。

孩子稍大后，可以让他试着
料理自己的生活，在自理的过程
中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并迁移到
以后的生活和交往中去。

第三阶段：培养孩子心理的
独立性。

适用年龄：3～5岁，幼儿园阶
段。

只要是孩子有兴趣的事情就
鼓励他独立去做。

第四阶段：培养孩子解决问
题的能力。

适用年龄：5～6岁，学前阶段。
培养他的求知欲、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少孩子总
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就是他
在思考问题的表现，此时，家长应
该耐心解答，即使是自己回答不
出来的问题，也不要怕丢面子，可
以和孩子一起查阅书籍、进行试
验来探讨。

心理学家发现，那些童年时
期父子关系良好的男性，应对当
前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时，比
较不易情绪化；双亲对孩子的关
心和爱护，使得孩子具备更多处
理人际关系的经验和技能，这一
优点，会从童年一直延续至成年
时期。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抗挫折
能力强的人，也就是心理调节能
力强的人。

成都农民工小李的妻子说：
“他不会释放自己，什么事都压在
心里，不会自我调节，他下班回家
很少与家人交流，回家不高兴就
说明他今天生意不好，于是就把
自己关在屋里一个人看电视！”

张纯认为，小李就是个不善
于心理调节的人，将生活中遇挫
产生的负面情绪压在心里，这样
的人，一旦遇到了外界给予的“导
火索”——— 应激事件(小李遇到的
是吵架这么点的小事)，多年累积
的负面情绪便会如火药筒一样

“爆炸”了。
所以，在现代社会，人们一定

要学会疏解不良情绪。如果自己
无法疏解，就要学会寻求社会支
持系统(亲人、朋友、同事等)的支
持；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则需要接
受专业的帮助了。

(据《扬子晚报》)

4月16日，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金城学

院发生一起悲剧：两名同学发生口角，24

岁的袁某涉嫌用水果刀捅伤同学蒋某，

蒋某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4月19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

罪提请逮捕复旦大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

林某。

在最近发生的这两起校园悲剧中，

大学生为何会因小事而情绪失控，涉嫌

杀害同学？犯罪心理学认为，“应激性犯

罪”主要是由外界刺激和内心心理缺陷

促成的。

什么样的心理缺陷会让他们如此

“小刺激，大反应”？这和“挫折教育”的缺

失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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