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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义加工的相关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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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无创伤 的脑功能成像方法研 兄 了正 常中国 人在进 行汉 语 语 义加 工 时所激活的脑 区 根据传

统理 论 语 义加工 与语言 的输 入 通路 无关
,

因此 分别进 仃 了视觉和听觉语 义加工 的脑 功能成像研 究
,

通过寻找两 条通路的公共激活 区域 来确定汉 语 的语 义加工 脑 区 结果显示
,

左侧大脑半球的额下 回
、

颗

仁回 后部 与缘 回 的交界处
、

颗 下 回 后部 及寸交状回 右侧大脑半球的颗 中回
、

颗 巨回 后部 及其相邻的缘

长回 双 侧小脑和枕叶的腹 外侧部 等
,

可 能与汉 语 的语 义加工 有关 研 究结果为进一 去研 究各脑 区在汉

语语 义加工 中的作用提供 了重要参考

关健词 汉语认知 语义加工 大脑 小脑 脑功能成像

自言是 人 ‘ 人之 问交流 的 垂要 土冬 在 人们

常 , 一

舌中起 右 卜常亚要的作川 视觉和 听觉 是语 言

的两条主 要输 入通 路
,

尽管 两条通路 所提供的信 息

种类不同
,

但是
,

通过阅读和听都可 以 确理解语 言

的 内齐 于绝们的大脑 是如何理解语 言的 泣义 的 哪

此脑 区 参 ’。完成 犷语 义加
一

的过程 这 一 ‘ 一

是 认知

神经科学所要解决的币公问题之一 确 定语 义加

相 关脑 区 的位 置不 仪在 认知科学 几工以 币要意 义

在临床应 月方 也具有 亚要价值 例如 在选择

神经外科 手术的 人路时应尽 甘避 卜一此 垂要的脑功

能区
,

台言区便是需 要 币点号虑的功能区之一
旱期关 于大脑 中语 占区 的认 识卞要来 自 对存

在语 言障碍 的脑损伤病 人 的研究 根据灿胡员伤的位

置和语 言阵碍情况 可以推测
、

认语 言 天的位 片 但

是
,

语 言加
一

是
一

种复杂的高级神经活动
,

飞衍要 多个

脑 区 的共 同 参 ‘ 来完成 单个病 人 能 只 是损伤

鱿, ,
的 某个脑 区或 者是相关脑 区 之 间 的连

一

妾区 域
、

所 以 从 单个病 人获得的信息是局 部和有限 的 囚此

根据脑损伤来推测语
, 、

一

区应 该而要 人 卜的
、

各种各样

的病例
,

但合适的病例往往是可遇 而不 ‘丁求的 近此

年 发展起来的脑功能成像技 术为脑功能研究提供 了

有效的手段 研究人 员已经利用月阳力能成像技 术
,

研

究 厂各种语 言加 任 务所激活 的脑 区 台义加 是

其中的 主要研究任 务之 一 根据 ’被 广
一

泛接受 的

认知科学 的观 点
,

在大脑 中存在
·

个不依 赖 输 人

或输出通路的语 义加 网络 囚此
,

己接 比较视听两

条通路语 言任 务的激活脑 区 从 中找 出共 同的激 话

区域
,

是
·

种较好的 了
一

找语 义加
一

脑区的方法 以 前

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大 部分是 单独的视觉或听觉语 义

加 实验 只有少数研究卜时进行 视觉 和听觉语

义加
一

实验 ’ 、

向
,

这此视听语 义加 实验 的结

果 也不完个一致 囚此
,

为 厂确定和语 义加
一

相关的

脑 区
,

还裔要继续进行这 方 的研究

汉
厂

挤是 表意 义字
,

汉字的加 可能 ’。拼 音义字

不
、

对
一

汉 ‘语 义加
一

脑 区 的研究可 以进
·

步拓展

我们对语 义加 脑区的 认识 最近儿年
,

已 陆续 有

此关于汉语 的脑功能成像 方 的研究报道 卜,一 但是

这此研究 采用 的从 本 】都是视觉 刺激
,

就我们所掌

握 的 文献
,

日 ,寸还 没 有发现 同时利用视听通路进行

汉语语 义加 脑功能成像研究的报道 根据传统理

沦 语 义加
一

’ 语 言的输 人通路无关
,

本研究利用功

能核磁共振技 术 分别进行 视觉 和听觉语 义加

的脑功 能成像研究 通过 了
一

找 两 条通路 的公共激活

区域 来确定汉语 的语 义加
一

脑区

方法

本研究共 有 名讲普通话 的正常 ‘ ,
国人作 为被

试
,

男 女 年龄在 一 岁之间 均 为右利 手
,

受

教 育程度均 在大学 本科 以 一 由于汉语 中多 音字很

多
,

为 避兔听觉实验 时一字多 占可能 对语 义加

造 成影 响 实验 材 料 采用 双 字 词 均 为词频 高于

川户的常月 词 有研究 证实不同范畴的同了 在语 义

系统 中可能存在分离现 象 ’‘,
囚此本研究选用动物

范畴 断作 为实验任务 实验 设计采用模块 没计
,

下寸

个实验包括 个对照模块 、 和 个任务模块 、

任 务和对照 交替进行
,

以 对照模块作 为开始 在对照

模块 中
, ’

要求被 试注视视野中间的
“ 十 ”

符号 不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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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判断 在任务模块 中
,

要求被试判断呈现的词是否

为动物名词
,

是则按右键
,

否则按左键
,

按键结果 由

计算机记录
,

如果正确率低于
,

则舍弃本次实验

数据 每一个任务模块包括 个动物名词和 个非

动物名词
,

每个词呈现
,

呈现的顺序为随机排列

视觉实验和听觉实验分别进行 在视觉实验中
,

实验

材料用 计算机通 过 多媒体投影仪投射到毛玻璃上
,

被试通过核磁共振仪射频线圈上 的反光镜观看所呈

现的材料 听觉实验 与视觉实验相似
,

只是在对照模

块 中没有任何 听觉材料
,

听觉词汇 由计算机通过 与

核磁共振仪配套的声音传导系统和专用耳机传递给

被试

成像设备采用 核磁共振成像仪
,

功能图像采集采用 脉冲序列获取 可加权血氧依

赖水平 脑功能图像
, , ,

层

厚
,

间隔
,

共 层 包括全脑
,

图像矩阵

为 为了避免开始扫描时的磁场波动
,

实验任务在核磁扫描 后开始
,

前 的图像在数据

处理时去掉 每个实验共进行
,

获得 个全

脑 的功能 图像 功能 图像数据用
一 ,

扬
, ,

软件进行处理 首先对图像数据进

行格式转换
,

再将功能图像序列进行空间配准
,

并标

准化到 空间 川
,

然后利用半高宽

为 一 的三维高斯函数对标准

化后 的数据做空 间平滑 根据广义线性模型对平滑

后 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利用 比例 因子消除全脑

效应
,

采用 高通和低通滤波消除测量噪声和生理噪

声 然后利用单边 检验逐像素检验任务 与对照状态

的差异
,

尸 蕊 的像素构成统计参数图
,

该图即为

实验任务激活的脑区 最后利用 的 功能定

出视觉 与听觉任务共同激活的脑 区 ’‘,

结果

表 列 出了两种任务共同激活的脑区
,

其中包括

大脑左侧半球额下 回的 区和 区
,

颖上 回 区

后部 与顶下小叶 区交界区域
,

梭状 回 区及相连

的纹外皮层腹侧部
,

区 右侧大脑半球的颖叶
、

顶叶和中央后 回的交界处
, ,

区和
, ,

区
,

纹外皮层腹侧部
,

区 双侧小脑也有激活区 这

些公共激活区叠加到二维立体脑结构 图像上
,

如图

所示

讨论

本研究所发现 的大部分激活脑 区 与以 前的研究

符合得 比较好 在这些共同激活的脑 区中
,

左侧额下

回是传统的语言区 区及其相邻区域 脑损伤 ”

和脑功能成像
·

’ 研究均说明该区域 与语言加 工有密

切关系
,

但是
,

对该区域在语言加工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还存在不 同的认识 传统观点倾 向于左侧额下 回

主要起
“

语言表达
”

或
“

输出
”

的作用
,

这种观点主要来

自于早期的脑损伤病人的结果
,

因为该 区域 主要是

区 损伤引起运动性失语 但是
,

本实验和国外

的一些研究结果 , “一 ”均显示左侧额下 回在没有语 言

表达要求的实验中也被激活 最近
,

有研究认为左侧

视听任务共同激活脑 区

表 视觉和听觉汉语语义加工的共同激活脑区
“

。 分区

卫塑些三上坐包

,、、、气,、气,‘一勺、

勺、、伪气、气,、、、争一,、,、、

一

,、气乙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乙气气
一一一

,

凡
一一

前额 叶

左侧额下 回

右侧额 下回

肠 一于
‘

左 顶下小叶

才顶下小叶

额叶

左侧梭状回

左侧颖 卜回

不侧颗横回

枕叶

左侧纹外区

了侧纹外区

小脑

左侧小脑

了侧小脑
二

,

︺凸污
一一一一

,一勺乙,白气乙
一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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