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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宇宙随着时间膨胀和大自然随着时间演化一样，表征生命体征的生物医学信号同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

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化着。因此，常用具有时间概念的时间序列信号来描述与分析。很久以来，借助各种传感

器和电子测量仪器获取各种类型的生理时间序列信号，对其进行传统的方法分析与处理，同时认为生理系统为

平稳的线性系统，进行时域、频域、时频变换分析以及统计学处理。人体（或高级动物）的生理系统是自然界中最

复杂的系统。在对人体生物医学信号进行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时，对时间属性的研究即是对时间复杂度参数（如

熵值等）的研究。熵在增大，所有活体系都在耗散，现在研究的是远离平衡、非线性耗散系统中，时间上不可逆的

动态演化。显然，在人们熟知的“生物钟”周期中，机体的生理状态每时每刻都不同，不同周期里的状态也各不相

同，则通过非线性动力学分析表征生命体征的复杂度参数也各不相同。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的非性线分析除

了混沌分析、幂律分析、多重分形、熵分析等方法外，近期有学者对时间序列进行时间不可逆性分析，以期进一步

揭示生命活动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本质。自然变更、生物进化、社会发展等都是无序的、不可逆的过程，研究其

不可逆性正在引起空间、时间和动力学概念上的巨大变化。因此，序列的时间不可逆性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非

线性动力学系统的新思路。

关键词：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线性分析；非线性动力学分析；不可逆分析；复杂度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Ｒ３１８．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０５０１０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０２，６１２７１０７９）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５；修订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０２

犜犻犿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犐狋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狅狀犅犻狅犿犲犱犻犮犪犾犛犻犵狀犪犾犜犻犿犲犛犲狉犻犲狊

犖犻狀犵犡犻狀犫犪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ｓｔｈｅｃｏｓｍｉｃ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ｖ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ｓ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ｗｈｉｌｅｉｔ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ｅｄｔｉｍ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ｍ．Ｖａ

ｒｉｏｕ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ｖｅｄ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ｍｏｔｉｏｎ

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ｎｌｙ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ｎａｔｕｒ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ｏ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ｈｅｉｒ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ｉ．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ｓ

ｔｈ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ｌｌｌ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ｒｅｉｎ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ｙｉｓｔｈｅｉｒｒｅ

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ｉ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ｉｓｆａｒｆｒｏｍ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ｔｈｅ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ｂｉｏｃｌｏｃｋ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ｅｓｉｎ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ｖａｒｙｉｎ

ｅｖｅｒｙｍｏ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ａｏｓ，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ｓ，ｎｅｗｌ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ｓｂｅ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ｖｉ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ｅｄａｎｄ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ｏｓ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ｕｓｅｓ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ｕｓａｎｅｗｉｄｅａ

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ｒｒｅｖｅｒｓ

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引　　言

地球上一切生命都遵循一定的时空规律运动

着，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的非线性过程。多种生

命物种经过亿万年的演变与进化，由于各物种有差

异度，适应生存环境的调控能力有不同，能适应的

就生存至今，不能适应的就被淘汰而灭种。整个人

体可以看成一个在时间空间自我组织的复杂单元，

因此，当今的人类在搏击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一

般都能适应四季、溯望对机体气血运动的影响，习

性完全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从人的一生依稀可见

时间的进化性、对称性和退化性的缩影［１］。在一个

受精卵发育成人的过程中，体内组织逐渐从简单向

繁多精密发展。人的心脏在妊娠开始后２２天左右

就开始了第一次跳动，并开始为胚胎供血，从此小

生命就形成。那时候就开始同母体一起运生于宇

宙时空中，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影响，直至胎儿分

娩时，有了第一次呼吸，则一个具有高度复杂结构

的非线性系统———幼小的生命体（新生宝宝）就诞

生了。该新生宝宝脱离了母体，在宇宙空间中通过

喂养，自然长大成人，与自然界同呼吸共命运地生

活和工作。因此，人类生命体的演化全过程与胎儿

生命形成１０个月的过程都经历了复杂的时空变

化，所以机体的运行节律同“时间”紧密相关。一般

新生儿从母体脱离到成年（约２０～３５岁），人体器

官逐步向功能完善发展。从成年到４０岁左右，人

体各器官的功能基本保持不变。此后，人体各器官

的功能逐渐衰老。从而近年具有很强时间性的时

间生物学、时间治疗学、时间诊断学、时间医药学、

时间工效学、时间生物医学工程学等学说相继形

成［２］。

表征生命体征的生物医学信号同样有很强的

时间属性，目前常用具有时间概念的时间序列信号

描述与分析之，即将生物医学信号变换成时间序列

进行分析。尤其在对生物医学信号进行非线性动

力学分析时，对时间属性的研究即是对时间复杂度

参数（如熵值等）的研究。显然，机体在人们熟知的

“生物钟”周期中，其生理状态每时每刻都不同，不

同周期也各不相同，因此通过非线性分析表征生命

体征的复杂度参数也各不相同。

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的分析有线性分析和

非线性分析［３］，非性线分析除了混沌分析、幂律分

析、多重分形、熵分析等分析方法外，近期有学者对

时间序列进行时间不可逆性分析，以期进一步揭示

生命活动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本质。

１　生理活动及其信号的时间属性

受时空规律运动影响的人类机体，在组织、结

构和功能上极端复杂，反映其生命活动现象的生物

电、生物磁、生物声、生物光等生物物理信息，以及

在人体肌体中如呼吸、体温、血压、脉搏等许多生理

活动的信息，若要将其引导出来并获取之，必须通

过一定的装置变非电量的变化为电量变化，即转变

成电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加以显示或记录［４］。

某些生理过程本身就伴随着电变化，如心脏的

由于情绪激动而产生的心电，神经和肌肉组织的兴

奋产生的动作电位（脑电、肌电）等，只要用一对电

极就可以将其离子电流变化引导出，转变为电子电

流变化。对于其他“非电”的生物信息及生理活动，

要用被称为传感器（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的装置将其引导

出来。传感器就是将一种能量形式转化为另一种

０３５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第２８卷



能量形式的敏感装置。例如有一种测量血压的压

力传感器，是将压力变化转换成一层薄膜的位移变

化，再将膜的位移变化转换成电量；传声器是可将

生物声转换成电量的传感器；超导量子干涉仪（或

ＳＱＵＩＤ梯度仪）是可将微弱的人体磁信号提取出

来转换成电信号的传感器。在体表将心电、脑电等

引导出来的电极，广义地看也可称其为传感器，因

为它可将离子电流变化转换成可测量的电子电流

变化［４］。

生命体活动大小（或强度）随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由置于机体上的生物医学传感器转换成的

微弱电信号经过放大即可显示或纪录其随时间的

变化，由此描画出的图线即为生物医学信号波形。

生物医学信号波形代表了生命活动现象变化的大

小，不同的波形对应不同的生命体征参数。表征生

命体征的参数通常用与时间间隔直接相关的心率、

脉搏、呼吸等参数，正常人在安静状态下，心率为

６０～１００次／分钟、脉博为７０～８０次／分钟。一般

情况下，心率与脉博是一致的，但在心房颤动、频发

性早搏等心律失常时，脉博会少于心率，称为短绌

脉。成人的呼吸正常值为平静呼吸时１２～２０次／

分钟，呼吸次数与脉博次数的比例为１∶４
［５］。心

率常用ＲＲ间期（相邻两个Ｒ波顶点之间的时间间

隔）换算而得，心率变异（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ＲＶ）信号为每相邻两个 ＲＲ间期的差值（不均

等），它是一个离散的时间序列，又称为ＲＲ间期序

列［６］。在现代分析中，习惯上将瞬时心率信号和

ＲＲ间期信号统称为 ＨＲＶ。脉率与呼吸率同样有

变异信号。将表征生命体征的信号波形大小变换

成数字量值（Ａ／Ｄ），也可以形成离散的时间序列。

经Ａ／Ｄ变换的生物医学信号数字量值必然与时空

变化和自身机体生理状态（随时间变化）的非稳态

变化密切相关。

人体的生理活动状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

期性（非稳态），常称其为 “生物钟”。人体内存在

着一个２３天为周期的体力盛衰期、２８天为周期的

情绪波动期以及３３天为周期的人类智力波动期。

这些就是人体的３个生物钟
［７］。

生物钟是生物体随时间（昼夜、四季等）做周期

性变化的生理现象，它们由环境作用于生物种族，

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受中枢神经制

约。人的这３种生物钟是互相影响、密切关联的。

生物钟的每个周期，首先由周期日开始，进入高潮

期，高潮期结束，进入临界日，经过临界日，进入低

潮期，低潮期结束，再由周期日开始，进行往复式的

循环。

人体生物节律理论认为，这些循环从人出生的

时刻开始，就分别按各自的周期循环变化，首先进

入高潮期，然后经过临界日变换为低潮期，按非稳

态似周期性的规律持续不断地变化，一直到生命结

束为止。当这些循环处于高潮期，人们的行为处于

最佳状态，体力旺盛、情绪高昂、智力开阔；当循环

处于低潮期，体力衰减、耐力下降、情绪低落、心神

不宁、反应迟钝、智力抑制、工作效率低。特别是临

界期，体内生理变化剧烈，各器官协调机能下降，容

易发生错误行为，甚至导致疾病产生。

总之，生理活动及其信号有着很强的时间属

性，它每时每刻在做不重复的变化。一个健康的生

理系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复杂度极高的耗散系

统［８］。

２　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线性分析

方法

对于一个生理学系统，由于其极端复杂，尽管

人们已了解有关它的不少知识，但未知的东西还很

多，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受多少个独立变量的控制，

难以对其动力学行为建立有效的模型。很久以来，

只能借助各种传感器和电子测量仪器来获取各种

类型的生理时间序列信号，对其进行传统的方法分

析与处理。传统的分析方法是假定所研究的系统

可近似为线性系统，系统对线性的偏离当作微扰处

理。习惯上将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简化和抽象，建

立起理想的线性模型。总之，传统分析方法认为生

理系统为平稳的线性系统。由此，可采用计算机技

术、先进的信号处理方法对生理系统获得的生理模

拟信号进行时域、频域、时频变换分析以及统计学

处理。

小波变换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时频变换”方法，

是一种线性运算。它可将时频两域结合起来进行

分析，对信号进行不同尺度的分解，形成信号的时

间频率幅值的三维频谱图，有利于分析其问题的

本质。例如高频心电图（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ｏ

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ＨＦＥＣＧ）三维频谱图
［９］，其形貌愈复

杂，大小峰形成的坡度愈大（指向频率轴向延伸愈

长），即ＨＦＥＣＧ的高频成分愈丰富，则说明心脏患

有较重的疾病（见图１
［９］）。为了定量描述之，从三

维频谱中可定出多个三维波形的特征参数，实现

ＨＦＥＣＧ信息多参数的定量分析，以较为准确地诊

断心脏的正常与否及其疾病的轻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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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位心脏病患者的 ＨＦＥＣＧ三维频谱图
［９］

３　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人工神经

网络分析方法

人脑中的神经网络是一种高度并行的非线性

信息处理系统，其并行性不仅体现在结构和信息储

存上，而且体现在信息处理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人

脑采用了信息存储与信息处理一体化的群体协同

并行处理方式，信息的处理受原有存储信息的影

响，处理后的信息又留记在神经元中成为记忆。这

种信息处理存储的构建模式是广泛分布在大量神

经元上同时进行的，因而呈现出来的整体信息处理

能力不仅能快速完成各种极复杂的信息识别和处

理任务，而且能产生高度复杂而奇妙的效果。

人工神经网络［１０］是借鉴生物神经网络发展起

来的新型智能信息处理系统。由于其结构上“仿

造”了人脑的生物神经系统，因而其功能上也具有

了某种智能特点。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被广泛应

用于自适应信号处理和非线性信号处理中，还可用

于模式鉴别和数据压缩等。

人工神经网络虽然可视作非线性处理的方法，

但无论从被研究的数据序列的物理含义还是从方

法的具体分析过程方面来看，它与非线性系统中的

分析法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例如：通过小波变换

对 ＨＦＥＣＧ进行时频分析得到了７个高频分量参

量，经对这７个特征参数的统计分析发现，其中任

何一个单独的特征参数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代表

整体的临界值来区别病人和正常人的频谱，但这７

个特征参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它们在一

个由７个特征参数构成的七维空间中综合地影响

并决定了 ＨＦＥＣＧ高频三维频谱的性质。因此用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见图２
［１１］）可找到一个七维的

曲面，这个曲面将空间分为两个部分：有病和健康。

通过实践证明，该方法用于临床诊断，正确率大于

８０％
［１１］。对于该具体对象的分析，既属于模式识

别，又属于非线性处理。

图２　输入层为７个神经元的ＢＰ算法神经网络结构
［１１］

４　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非线性分

析方法

如前所述，人体（或高级动物）的生理系统是自

然界中最复杂的系统［１２］。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

明，有生命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本质上是非线性

的，要揭开其秘密，不能对其进行线性近似及相应

的分析方法，否则不可能认识到生命活动过程中与

非线性有关的现象。非线性系统的突出点是构成

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系统的输出

不正比于输入，叠加原理不成立［３］。要研究和了解

之，必须将其简化为一些子系统，如可分为神经系

统（其中又分为各种感觉神经系统、运动神经系统、

２３５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第２８卷



植物神经系统等）、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体液调节

系统、各种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等等。其中每一

系统都具有很复杂的结构和内部的相互作用，无论

从分子水平看还是从细胞水平和组织器官水平看

都是如此，它们之中均存在着非线性现象，因此非

常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探索新的方法。作为非线

性特性分析新方法探索，这里仅限于循环系统，以

此可触类旁通。

心脏是循环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是由多个振

子耦合而成的复杂震荡系统，它给循环系统运行提

供动力（心脏的循环系统单从结构上看极其复杂，

大小血管交叉纵横，密布于整个机体，人体的血管

总长度超过９．６×１０４ｋｍ，可绕地球两圈多
［１３］）。

在正常情况下，窦房结的电振起着支配作用，所以

通常健康人的心律是窦性心律。心脏搏动在体表

形成的电信号变化称为心电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

ｇｒａｍ，ＥＣＧ）信号。除了在用关联维犇２
［１４］、多重

分形特性参数对 ＥＣＧ 和 ＥＥＧ 进行非线性分

析［１５，１６］、短时（５００个ＲＲ间期数据点）ＨＲＶ非线

性分析研究［１７］以及短时（１～２ｓ）ＨＦＥＣＧ非线性

参数［１８］的探索上均取得了满意的结果［３］外，近期

又有了一些新的研究进展。

４．１　非线性参数值的频率特性分析

作者最近研究发现，研究获得的非线性参数值

与被分析信号数据的采样频率有关，有时获得的结

果会相反，不符合物理学与生理学解释。以熵

（Ｅｎｔｒｏｐｙ）值为例，熵是一个表明系统混沌程度的

状态量，也是离散随机事件的出现概率，熵在生态

学中则是表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从熵的定义中

可以看出，病患者和健康者生理状态的熵值，前者

应比后者低，因为病患者生理状态的多样性要低于

健康者，即病患者生理活动能力低于健康人或者说

病患者生理状态复杂度低于健康人。由此可以推

论老年人生理状态的熵值要低于年轻人。但当数

据的采样率高于或低于某个值，则在比较分析非线

性参数值时出现与常理相反的现象。

对心电信号波形大小进行采样后获得的数据

序列进行非线性分析，其参数值与采样频率有

关［１９，１５］。现对３组心电信号 ＨＲＶ的ＲＲ间期数

据序列（其平均间期视作采样间隔，以此可变换成

采样频率，对其进行重采样）进行基本尺度熵

（Ｂａｓｅｓｃａ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ＢＥ）参数的非线性分析
［２０］，

研究其与重采样频率有何关联特性。

将采集获得的 ＨＲＶ数据的ＲＲ间期平均值

变换成采样频率，记作犉，引入频率尺度因子ν。

将该ＲＲ间期数据量除以ν（ν＝１，２，…，犽），即依

次取１／犽数据，可视作其采样频率在变化（即重采

样），每变化一次计算一次ＢＥ参数的值，这样可获

得ＢＥ值随着频率尺度因子ν的改变而变化的关系

曲线，如图３所示。

这里研究的３组数据来自 ＭＩＴＢＩＨ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ｈｙｓｉｏｎｅｔ．ｏｒｇ／ｐｈｙｓｉｏｂａｎｋ／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中的ｎｓｒ，ｎｓｒ２，ｃｈｆ和ｃｈｆ２，其中包括４６例健

康老年人（平均年龄６５．８７±３．９７），２６例健康年轻

人（平均年龄３４．６７±７．３７），４４例充血性心力衰竭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患者（平均年龄

５５．５９±１１．３１）。计算ＢＥ值，根据前人经验选取

的参数为犿＝４，符号化尺度因子α＝０．１，原始序列

总长度犖＝２００００，频率尺度ν从１～２０变化。上

述３类数据的平均值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可看到，在频率尺度因子ν大约为３

以下时，健康年轻人的ＢＥ值低于健康老年人，健

康老年人低于充血性心脏病人。而当ν值增加至

大约５以后，才出现符合物理学和生理学意义解释

的ＢＥ熵值：健康年轻人＞健康老年人＞充血性心

脏病人。

图３　心跳间隔序列的非线性分析

４．２　心率变异性犔狅狉犲狀狕差值散点图分析

Ｌｏｒｅｎｚ散点图，也称为庞加莱散点图，是定性

和定量研究混沌现象的经典方法之一，也是心电检

测领域应用最多的混沌研究方法之一。用于

ＨＲＶ分析的标准Ｌｏｒｅｎｚ散点图以ＲＲ间期序列

中的相邻两点为坐标用散点标记出逐拍心跳，大量

的散点形成一个相对密集的散点区域，其不同形态

反映了不同的 ＨＲＶ信息
［２１］。在标准Ｌｏｒｅｎｚ散点

图的基础上，衍生出另一类散点图，称为Ｌｏｒｅｎｚ差

值散点图或修正的Ｌｏｒｅｎｚ散点图，其以 ＲＲ间期

的一阶差分序列的相邻两点为坐标，在二维平面中

标记出散点。Ｌｏｒｅｎｚ差值散点图可划分为４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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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别为Ｉ（＋，＋），ＩＩ（－，＋），ＩＩＩ（－，－）和

ＩＶ（＋，－），反映了连续 ＲＲ 间期的不同变化

模［２２］。近期文献［２３］对此提出了新的定量参

数———区域分布熵，可用于综合描述Ｌｏｒｅｎｚ差值

散点图的区域分布特性，并且可对散点图的４个象

限分别进行计算。

如图４所示
［２３］的Ｌｏｒｅｎｚ差值散点图，以原点

为中心，作犖 个同心圆，其半径为

狉犽＝狉ｍａｘ／犖犽　１≤犽≤犖 （１）

式中：狉ｍａｘ为分析区域的最大半径；犽，犖 均为整数。

这些同心圆将散点图区域划分为犖 个子区域。对

于每个象限来说，相当于划分了犖 个扇环形子区

域。统计落在每个子区域的散点数，并计算其占分

析区域内总散点数的比例作为近似的分布概率

狆１，狆２，…，狆犖。最后由Ｓｈａｎｎｏｎ信息熵的定义计

算散点图的区域分布熵

ＤＥ＝－∑
犖

犻＝１

狆犻ｌｏｇ狆犻 （２）

式中，当狆犻＝１／犖 时，ＤＥ取得最大值ｌｏｇ（犖）。可

以认为，ＤＥ反映了心跳间隔一阶差分序列在散点

图中的分布特性，ＤＥ越大，表明散点在区域中的

分布越均匀，ＤＥ越小，则越趋向于特定的分布。

图４　基于Ｌｏｒｅｎｚ差值散点图的区域分布熵计算示意

图［２３］

研究的数据来自于 ＭＩＴＢＩＨ ＮｏｒｍａｌＳｉｎｕｓ

Ｒｈｙｔｈｍ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ｎｓｒｄ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ｉｎｕｓＲｈｙｔｈｍ

Ｒ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Ｄａｔａｂｓｅ（ｎｓｒ２ｄｂ），ＢＩＤＭＣＣｏｎｇｅｓ

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ｈｆｄｂ）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ｈｆ２ｄｂ）四个

数据库。其中包括２６例健康年轻人（平均年龄为

３４．６７±７．３７岁），４６例健康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６５．８７±３．９７岁），４４例 ＣＨＦ患者（平均年龄为

５５．５９±１１．３１岁）。对上述健康年轻人、健康老年

人及ＣＨＦ患者３类数据分别绘制Ｌｏｒｅｎｚ差值散

点图，并对各象限进行区域分布熵 ＤＥ的分析计

算。采用的数据长度为犖＝５０００，为便于比较，分

析区域的最大半径狉ｍａｘ取相同值。４个象限的分布

熵误差棒图如图５所示
［２３］。

图５　年轻人、老年人和ＣＨＦ患者区域分布熵计算结果图
［２３］

各象限区域分布熵的均值大小关系为：健康年

轻人＞健康老年人＞ＣＨＦ患者。健康年轻人的

ＤＥ最大，表明其ＲＲ间期的一阶差分序列的分布

更分散，ＨＲＶ数据在散点图中呈现更丰富的分布

模式，由此才能对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作出尽可能

精确的反应；“健康”老年人的ＤＥ均值明显下降，

反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自主神经调节功能逐

渐下降，心率变异性降低；ＣＨＦ患者的ＤＥ均值最

低，反映其 ＨＲＶ散点数据更集中于某些特定模

式，调控复杂度降低，即自主神经对心脏调节能力

明显减弱。对３类人群的区域分布熵分析结果差

异最显著的是第Ｉ象限（狋检验结果狆０．０５），分

布在第Ｉ象限内的点代表ＲＲ间期的连续增长，反

映了瞬时心率的减慢，与迷走神经兴奋相关联。在

该区域内，ＣＨＦ患者、健康老年人和健康年轻人的

区域分布熵所体现的差异最大，意味着迷走神经调

控张力上存在较显著差异。这与目前被普遍接受

的结论———ＣＨＦ患者迷走神经受损，导致心脏迷

走神经张力明显下降相吻合。可以认为，第Ｉ象限

的显著差异突出体现了老年人和ＣＨＦ患者迷走

神经功能减退或受损的状况。因此，该方法更好地

凸显了散点图差异中的本质区别。此外，经实验验

证，该方法对 ＨＲＶ数据长度的要求并不严格，在

较短的数据长度下即可获得与长数据相类似的分

析效果。因此，该方法可应用于 ＨＲＶ数据的短时

分析，更易于被临床应用所接受，从而具有一定的

实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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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序列的时间不

可逆性分析方法

至今，科学家已知道时间具有两重性：可逆性

和不可逆性。可逆性时间源自牛顿力学（牛顿第二

定律的表述方程经时间反演变化，即－狋替代狋后

保持不变），按照这种时间观，现在、过去、未来是无

区别的，不存在时间之矢，如昼夜交替、四季更换都

认为时间是一种基本上不断循环的现象。时间不

可逆性是在１９世纪中期开尔文（英国）等发现了热

力学第二定律后科学家才逐渐明白的。热力学第

二定律指出，自然界中的一切宏观自发过程都具有

不可逆性，热量只能自发地从物体高温端流向低温

端，物质是自动从高密度区域扩散到低密度区域，

而不是相反。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

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不同时刻的价值

与结构不相同。热力学第二定律确认了时间不是

一个无关紧要的参数，而是一种与物理系统相联系

的内部属性的概念，即揭示了一种“退化”的非可逆

性时间［２４］。

自然变更、生物进化、社会发展等都经过了无

序的、不可逆的过程，研究其不可逆性正在引起空

间、时间和动力学概念上的巨大变化。追问人体生

理功能和机理，了解生命现象的生理基础，研究分

析表征生命体征生物医学信号序列的时间不可逆

性，以期揭示“自我”更深层次不为人知的奥秘。

健康的生命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系统，

时时刻刻都与外界进行着能量、物质交换，因此，如

果不辅以能量的逆向交换，即便是将时间逆转，生

命活动的过程也是不可逆的。随着年龄的老化和

疾病的出现，生物医学信号序列的时间不可逆性会

降低甚至消失。这就是将时间不可逆分析引入到

生物医学信号分析中的物理背景。

５．１　序列的时间不可逆性分析方法

统计学中，称一个时间序列是可逆的，当且仅

当它被时间逆转后，其统计特性不发生改变［２５２９］。

反之，若存在某统计量，在序列逆转前后其值不同，

则说该序列是时间不可逆的。

严格地说，在使用某统计量来判定一个时间序

列具有时间不可逆性时，该统计量在序列逆转前后

的差值必须显著不同于０。也有一些统计量，其本

身的计算过程中暗含了序列逆转前后的差异，因

此，使用这些统计量来判定序列具有时间不可逆性

的条件就相应地变更为其值显著不同于０。在时

间不可逆性的判定过程中，经常被使用的显著性检

验方法为替代数据法［２７２９］。

替代数据法是目前判定时间序列是否具有不

可逆性的常用方法［３０３２］。该方法在有关生理时间

序列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心电信号、脑电信

号等领域中的非线性研究［３３３８］。在应用替代数据

法来检验原始序列是否具有时间不可逆性时，一般

由替代数据生成算法、零假设和检验零假设三部分

构成：

（１）替代数据生成算法

以适当的方式把观测数据打乱（随机化），但又

保持与原有数据相同的一些性质，称这样经过随机

化处理得到的数据是原数据的替代数据（Ｓｕｒｒｏ

ｇａｔｅｄａｔａ）。替代数据法的关键是构造可靠的替代

数据。目前替代数据常用的构造方法主要有：打乱

排列次序法和打乱相位法［３０，３１］。

（２）零假设（Ｎｕｌ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假设原始序列是时间可逆序列，拒绝零假设意

味着该时间序列不能用一个线性高斯随机过程的

静态可逆变换来描述，那么它就是时间不可逆的。

如果零假设成立，这时原数据和替代数据有着相同

的一些性质，两者的时间不可逆性测度值应很接

近，没有显著差异；如果零假设不成立，这时原数据

和替代数据性质不同，两者的时间不可逆性测度值

应有较大的差别。

（３）检验零假设

为了提高拒绝零假设的置信度，一般要对一组

原始数据产生多组替代数据。至于到底需要多少

组替代数据，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等人
［３０］认为，为了达到至

少９５％的置信度，对于单边检验，至少需要１９组

替代数据，而对于双边检验，则至少需要３９组替代

数据。分别计算原始时间序列的某时间不可逆性

测度值χｏｒｉｇ和所有的狀组替代数据组的不可逆性

测度值χｓｕｒｒ，一般有如下两种方法来判断是否拒绝

原假设：

①应用非参数检验方法
［２７］来判断是否拒绝零

假设。对于单边检验，如果χｏｒｉｇ统计量大于χｓｕｒｒ分

布的９５％分位数，可以拒绝原假设；而对于双边检

验，如果χｏｒｉｇ大于χｓｕｒｒ分布的９７．５％分位数或者小

于χｓｕｒｒ分布的２．５％分位数，可以拒绝原假设。拒

绝原假设就表明原始数据与替代数据有明显差别，

原时间序列以９５％的置信水平为不可逆的时间序

列；反之，则不能拒绝原假设，原序列没有被检测出

具有时间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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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第二种检验方法中，双边检验需要建立如

式（３）所示的判据，而单边检验则需根据情况建立

如式（４）或式（５）所示的判据

狕ｓｃｏｒｅ＝ χｏｒｉｇ－〈χｓｕｒｒ〉／σｓｕｒｒ （３）

狕ｓｃｏｒｅ＝（χｏｒｉｇ－〈χｓｕｒｒ〉）／σｓｕｒｒ （４）

狕ｓｃｏｒｅ＝－（χｏｒｉｇ－〈χｓｕｒｒ〉）／σｓｕｒｒ （５）

式中：〈χｓｕｒｒ〉代表多组替代数据某不可逆性指标的

均值；σｓｕｒｒ为这些替代数据某不可逆性指标的标准

差。Ｒｏｍｂｏｕｔｓ等人
［３９］指出，对于双边检验，若

狕ｓｃｏｒｅ≥１．９６，而对于单边检验，若狕ｓｃｏｒｅ≥１．６４，则意

味着可以在显著水平α＝０．０５下拒绝原假设，表明

χｏｒｉｇ和其替代数据有显著差别，原序列以９５％ 的

置信度为时间不可逆序列；反之，则不能拒绝原假

设，原序列没有被检测出具有时间不可逆性。

５．２　犎犚犞序列的时间不可逆性分析

依据上述不可逆性分析方法，２００５年 Ｃｏｓｔａ

等人在ＰＲＬ上发表文章
［８］，认为健康的生理系统

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系统，时间不可逆性是这

种系统的一个本质特征。Ｃｏｓｔａ等人先分别计算

了ＲＲ间期增量序列中大于０成分与小于０成分

的多尺度香农熵值，然后以其差值作为序列的时间

不可逆性指标，分析了健康年轻人、健康老年人、

ＣＨＦ患者及房颤（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患者的

ＨＲＶ，指出随着年龄的老化和疾病的出现，ＨＲＶ

的时间不可逆性降低甚至消失。２００６年Ｇｕｚｉｋ等

人发现生理信号的ＲＲ间期散点图相对于４５°主对

角线是不对称的［２９］，这一点暗示着心率增加的过

程和心率减慢的过程有可能是不对称的。因此，他

们定义算子，对从５０个健康人的５ｍｉｎＥＣＧ记录

中获得的ＲＲ间期散点图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心率不可逆性明显存在于健康人的ＲＲ间期散

点图中，主对角线上方的区域大于下方的区域，意

味着在短程的 ＨＲＶ中，相比心率的增加，心率减

慢更占主导位置。在其随后的实验中进一步证实

了这一点［４０］。２００７年Ｃａｍｍａｒｏｔａ等人
［４１］采用符

号集｛－１，０，１｝，对长时 ＨＲＶ的差分序列进行三

元编码，考察符号序列中３个连续的－１出现的概

率与３个连续的１出现的概率，若两者显著不同，

则可认为原始的 ＨＲＶ 是时间不可逆的。Ｃａｍ

ｍａｒｏｔａ在其实验中考察了来自１９个健康人的

２４ｈＨｏｌｔｅｒ记录，结果表明：一般来说，健康的

ＨＲＶ序列是时间不可逆的
［４１］。

近期基于多尺度思想，作者提出用（Ｐｍ％，

Ｇｍ％）平面分析法来直观地展示时间序列的不可

逆性，称其为多尺度时间不可逆性（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ＳＴＩ）分析法
［４２］。通过数值

仿真，可以确认该方法在重构具有时间延迟特性的

动力系统的时间不可逆性时会更可靠，而心脏动力

系统就是这么一个带有多级延迟、多级反馈控制模

式的系统；当将（Ｐｍ％，Ｇｍ％）平面法应用于健康

人的ＨＲＶ分析中时，替代数据检验的结果证明

“健康人的ＲＲ间期序列普遍具有时间不可逆性”，

这为“健康人的心率变异性是非线性的”这一论点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另外，基于高维相空间重构的

思想，对 ＨＲＶ数据在相空间重构图中提出向多个

二维平面投影，在每个投影平面上进行高维时间不

可逆性分析，揭示出年龄的老化对健康人 ＨＲＶ的

时间不可逆性的影响［４３］。

６　结束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要揭开本质是非

线性的有生命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的秘密，不能只

对其进行线性近似及相应的分析方法，还必须用非

线性动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否则不可能认识到生

命活动过程中与非线性有关的现象。时间不可逆

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非线性检验方法，在 ＨＲＶ的

非线性动力学分析中已经开始展示出其独特的一

面。

参考文献：

［１］　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Ｍ］．江

涛，向守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２２２６３．

ＣｏｖｅｎｅｙＰ，ＨｉｇｈｆｉｅｌｄＲ．Ａｒｒｏｗｏｆｔｉｍｅ［Ｍ］．Ｊｉａｎｇ

Ｔａｏ，ＸｉａｎｇＳｈｏｕｐ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５：２２２

２６３．

［２］　王正荣．时间生物学［Ｊ］．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１９９３，１０：２６３２６９．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ｒｏ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Ｊ］．ＪＢｉｏｍｅｄＥｎｇ，

１９９３，１０：２６３２６９．

［３］　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ＢｉａｎＣｈｕ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６（５１）：

３８５３９３．

［４］　宁新宝．生物医学电子学［Ｍ］．长沙：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８８．

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Ｍ］．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６３５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第２８卷



１９８８．

［５］　蒋正尧．人体生理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Ｊ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Ｈｕｍａ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６］　楚东雨，宁新宝．心率变异性的自回归模型功率谱分

析［Ｊ］．数据采集与处理，２０００，１５（２）：２５９２６２．

ＣｈｕＤｏｎｇｙｕ，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ＰＳ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Ｒ 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０，１５（２）：２５９２６２．

［７］　冼励坚．生物节律与时间医学［Ｍ］．郑州：郑州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

ＸｉａｎＬｉｊｉａ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ｔｉｍ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８］　ＣｏｓｔａＭ，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ＡＬ，ＰｅｎｇＣＫ．Ｂｒｏｋｅｎａｓｙｍ

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ｒｔｂｅａｔ：Ｌｏｓｓｏｆ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２００５，

９５：１９８１０２．

［９］　宁新宝，张道斌，阎文秦，等．小波变换用于心电信号

高频成分的分析［Ｊ］．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２，３８（１）：７１３．

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Ｄａｏｂｉｎ，ＹａｎＷｅｎｑｉｎ，ｅｔａｌ．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ｓｉｇｎ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３８（１）：

７１３．

［１０］焦李成．神经网络系统理论［Ｍ］．西安：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ＪｉａｏＬｉｃｈ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ｙｓｔｅｍ［Ｍ］．

Ｘｉ′ａｎ：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１］宁新宝，黄晓林，徐寅林，等．神经网络分析方法用于

心脏病诊断的研究［Ｊ］．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２００４，

２１（２）：２８４２８７．

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ＸｕＹｉｎｌｉｎ，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ｐａｔｈｙ［Ｊ］．ＪＢｉｏｍｅｄＥｎｇ，２００４，２１（２）：

２８４２８７．

［１２］刘秉正．生命过程中的混沌［Ｍ］．长春：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ＬｉｕＢ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ｈａｏ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ｉｆｅ［Ｍ］．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１３］天天．不可思议的研究成果（四）［Ｊ］．青年科学，２００６

（１２）：５４．

Ｔｉａｎ Ｔｉａｎ．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Ｖ）［Ｊ］．

Ｙｏｕ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２）：５４．

［１４］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ｏｕ，Ｎｉｎｇ Ｘｉｎｂａｏ，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ｔ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１２ｌｅａｄＥＣ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Ｊ］．ＩＥＥ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９（５）：１１０１１５．

［１５］ＷａｎｇＪｕｎ，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ＭａＱｉａｎｌｉ，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１２ｌｅａ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０５（７１）：０６２９０２．

［１６］ＷａｎｇＷｅｉ，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１６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Ｅ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４８（１６）：１７００１７０３．

［１７］ＬｉＪ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ｓｃａｌｅｅｎ

ｔｒｏｐｙ［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０６（７３）：０５２９０２．

［１８］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ＸｕＹｉｎｌｉｎ，Ｗ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ＨＦＥＣ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ｗａｖｅｍｏｄｅ［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２００５（３４６）：４７５４８３．

［１９］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ＨｅＡｉｊｕｎ，Ｌｉｕ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Ｃ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ｍ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５４（６）：５４４５５２．

［２０］ＬｉＪ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Ｔｈｅｂａｓｅｓｃａ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ｉｇｎａ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５，５０（１２）：１２６９１２７３．

［２１］ＣａｍｍＡＪ，ＢｉｇｇｅｒＪＴ，ＣｅｒｕｔｔｉＳ，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９３（５）：１０４３１０６５．

［２２］ＨａｎｒａｔｔｙＣＧ，ＳｉｌｋｅＢ，ＲｉｄｄｅｌｌＪ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ｂｅｔａ（２）ａｄｒｅ

ｎｏｃｅｐｔｏｒａｇｏｎｉｓｔａｎｄ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ｕｓ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ａｔ

ｔｅｒｐｌｏｔ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４７（２）：１５７１６６．

［２３］霍铖宇，庄建军，宁新宝，等．基于Ｐｏｉｎｃａｒｅ差值散点

图的心率变异性分析方法研究［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２，

６１（１９）：１９０５０６．

ＨｕｏＣｈｅｎｇｙｕ，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ｅ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Ｐｌｏｔ［Ｊ］．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Ｓｉｎ，２０１２，６１（１９）：

１９０５０６．

［２４］李文拯，郭佩铭．科学未解之谜［Ｍ］．长春：吉林文史

出版社，２００６．

Ｌｉ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ＧｕｏＰｅｉｍｉｎｇ．Ｕｎｓｏｌｖｅｄ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２５］ＷｅｉｓｓＧ．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ＪＡｐｐｌＰｒｏｂ，１９７５，１２：８３１８３６．

［２６］ＤｉｋｓＣ，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ｅｎＪＣｖａｎ，ＴａｋｅｎｓＦ，ｅｔａｌ．Ｒｅ

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Ｊ］．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Ａ，１９９５，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８．

［２７］ＰｏｒｔａＡ，ＣａｓａｌｉＫＲ，ＣａｓａｌｉＡＧ，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ｈｅａｒｔｐｅｒｉｏｄ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

７３５第５期 宁新宝：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属性及其分析研究的进展



ＲｅｇｕｌＩｎｔｅｇｒＣｏｍｐ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８，２９５：５５０５５７．

［２８］ ＤａｗＣＳ，ＦｉｎｎｅｙＣＥＡ，ＫｅｎｎｅｌＭＢ．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Ｊ］．

ＰｈｙｓＲｅｖＥ，２０００，６２：１９１２１９２１．

［２９］ＧｕｚｉｋＰ，ＰｉｓｋｏｒｓｋｉＪ，Ｋｒａｕｚｅ１Ｔ，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ｂｙ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ｒＲ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Ｊ］．Ｂｉ

ｏｍｅｄＴｅｃｈ，２００６，５１：２７２２７５．

［３０］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Ｔ，ＳｃｈｍｉｔｚＡ．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Ｊ］．

ＰｈｙｓＤ，２０００，１４２：３４６３８２．

［３１］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Ｔ，Ｓｃｈｍｉｔｚ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ｄａｔａ

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ｔｅｓｔｓ［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１９９６，７７（４）：

６３５６３８．

［３２］ＴｈｅｉｌｅｒＪ，ＥｕｂａｎｋＳ，ＬｏｎｇｔｉｎＡ，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ｄａｔａ［Ｊ］．ＰｈｙｓＤ，１９９２，５８：７７９４．

［３３］ＧｕｚｚｅｔｔｉＳ，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ｉＭ Ｇ，ＣｏｇｌｉａｔｉＣ，ｅｔａｌ．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ａｏｔｉｃ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３１：４４１

４４６．

［３４］ＯｃａｋＨ．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ｉｎ

ＥＥＧ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９，３６：２０２７２０３６．

［３５］ＦａｅｓＬ，ＰｏｒｔａＡ，ＮｏｌｌｏＧ．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ｄａｔａ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Ｅ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Ｃ］∥３１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ＥＭＢＳ．

［Ｓ．ｌ．］：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６２８０６２８３．

［３６］ＬｉＣ，ＤｉｎｇＧ Ｈ，ＷｕＧＱ，ｅｔａｌ．Ｂ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ｄａｔａｒｅｖｅａｌ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ｏｓｉｎ

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３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ＥＭＢＳ．［Ｓ．ｌ．］：ＩＥＥＥ，２０１０：

２８０４２８０６．

［３７］ＦａｅｓＬ，ＺｈａｏＨ，ＣｈｏｎＫ Ｈ，ｅｔａｌ．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ｄａｔａ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ｉｎ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

５６（３）：６８５６９５．

［３８］王立媛，刘玉萍，肖青，等．胎儿心率信号的替代数

据分析［Ｊ］．长春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０（１）：７２７６．

ＷａｎｇＬｉｙｕａｎ，ＬｉｕＹｕｐｉ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ｆ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０（１）：７２７６．

［３９］ＲｏｍｂｏｕｔｓＳＡＲＢ，ＫｅｕｎｅｎＲＷ Ｍ，ＳｔａｍＣＪ．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ＥＧ［Ｊ］．ＰｈｙｓＬｅｔｔＡ，１９９５，２０２：３５２３５８．

［４０］ＰｉｓｋｏｒｓｋｉＪ，ＧｕｚｉｋＰ．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ｐｌｏｔ

ｏｆＲ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ｓ

［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Ｍｅａｓ，２００７，２８：２８７３００．

［４１］ＣａｍｍａｒｏｔａＣ，ＲｏｇｏｒａＥ．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ｒｔｂｅａｔ［Ｊ］．Ｃｈａ

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０７，３２：１６４９１６５４．

［４２］Ｈｏｕ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Ｂｉａｎ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ｒｔｂｅａｔ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

ｓｃａｌｅ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２０１０，

３８９：７５４７６０．

［４３］Ｈｏｕ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Ｎｉ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

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ｂ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３：６３３６３７．

作者简介：宁新宝（１９４１），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生物医学电子学，Ｅｍａｉｌ：ｘｂｎｉｎｇ＠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８３５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第２８卷



９３５第５期 宁新宝：生物医学信号时间属性及其分析研究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