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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功能是人脑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心理机能, 包括感
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语言等各种能力。认知功能对于人
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极为重要。伴随人的一生, 各种认知能
力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衰退的毕生发展过程。认知功能年老
化是老年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近 20 年来取得较大进
展。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展和加速, 认知功能年老化
的研究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1　认知功能的年老化特点
111　一般智力的年老化　对智力研究的历史很长, 且定义不
统一。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W ech sler 对智力下了较全面的定
义, 即智力是个人有目的地行动、合理地思维和有效地处理环
境的综合的或整体的总能力。Ho rn 和Cattell (1970) 提出液态
智力和晶态智力的观点。液态智力指在新情景中加工新信息的
能力 (注意力、知觉能力、近事记忆力、思维敏捷性等) , 主要与
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晶态智力指已习得的心理
能力 (知识、词汇、词语流畅性等) , 主要与知识、文化和经验有
关系。国际上通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作为测量智力的工具,

其作业测验部分可反映液态智力, 语言测验部分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晶态智力。当前国外的研究多以推理能力代表液态智力。
液态智力到成年时达到高峰, 然后随增龄减退较早、较快, 到老
年减退明显; 晶态智力到成年后仍保持较好, 到 70 岁后才缓慢
减退。
112　加工速度的年老减慢　长期以来, 在考查认知功能时较
多注重测验的成绩, 而较少注意完成测验的速度。事实上, 速度
减慢是老年人基本的行为特征, 因此, 完成测验的速度对于评
价认知功能有重要意义。Salthouse (1985) 综合大量研究资料,

发现几乎所有测验都在速度上存在年龄差异, 进而提出“普遍
减慢假说”。该假说认为, 中枢加工速度的年老减慢是整个信息
加工系统的变化, 而不是局限于某些特定阶段的变化。具体地
说, 加工速度的年老减慢表现在对信息的搜索、编码、储存和提
取各个加工过程速度的减慢, 以及老年人对信息加工的程度较
浅和对信息组织程度较低等。大量研究证明, 加工速度随年老
显著减慢, 它是评价认知功能年龄差异的一项重要指标。
113　记忆年老化　记忆是一种最重要的认知能力, 也是在老
年心理学中研究得最多和最深入的一个领域。日常生活和实验
研究都观察到老年人的记忆能力低于青年人, 而且, 记忆减退
在临床上是老年性痴呆和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的行为学诊断指
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关于记忆年老化的研究同时在“加工
过程”和“加工系统”两种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由年
老化引起的记忆减退在记忆的不同加工过程和不同的记忆系
统中出现分离现象。

11311　记忆加工过程的年老化特点　记忆加工理论将记忆的
加工分为三个过程, 即对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老年人
倾向于以较自动化、概括化的方式编码, 缺乏丰富具体的特异
性信息, 同时, 老年人对信息编码的速度降低。因此, 老年人对
信息编码的质量和效率都较青年人有所降低。对成年人进行的
词表自由回忆和再认测验结果表明, 回忆成绩随增龄明显降
低, 而再认成绩随增龄下降不大, 甚至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再认
成绩相等〔1〕。对于老年人来说, 再认比自由回忆容易得多。这是
由于自由回忆是无线索的自主生成过程, 而再认是由外部线索
引发和驱动的提取过程。自由回忆比再认需要更多的认知努
力, 这给老年人带来困难。因此, 年老化对记忆加工过程的影响
主要在编码和提取过程。
11312　不同记忆系统的年老化差异　根据对信息的编码、加
工和储存的特点, 将记忆划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
忆三个记忆阶段 (或系统)。感觉记忆是对进入感觉器官的信息
瞬时储存。感觉记忆中的部分信息经注意进入短时记忆系统被
短时保存。Baddeley (1974)在研究短时记忆的基础上, 提出了工
作记忆的概念。工作记忆指在短时保存信息的同时, 并进行相
应的加工。短时记忆中的部分信息经复述和进一步的加工后,
进入长时记忆系统被长时保存。长时记忆包括程序性记忆、语
义记忆和情节记忆。程序性记忆是应用已有的知识或技能完成
程序性的活动, 是个体发展过程中最早发展的一个记忆系统。
语义记忆是对世界的一般知识的储存。情节记忆是个体对经历
过的事件的长时记忆, 是个体发展过程中成熟最晚的、最高级
的一个记忆系统, 也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记忆系
统。研究证明: 感觉记忆的年龄差异很小; 单纯的短时记忆任务
的年龄差异也很小; 工作记忆的年龄差异显著〔2〕; 程序性记忆
一般无显著的年龄差异; 语义记忆也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

到高龄时才出现减退; 与其他记忆系统相比, 情节记忆的年龄
差异最显著, 情节记忆对年老化最敏感〔3〕。
11313　记忆年老化研究的新取向　以往一百多年关于记忆的
研究, 主要都是在实验室进行的, 其结论的实用性受到了一定
的质疑。近 20 年来, 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记忆内容逐渐成为
记忆研究的热点, 如前瞻性记忆、自传体记忆、动作记忆和证人
证言记忆等。前瞻性记忆是相对于回溯性记忆而言的, 是两个
不同时间方向的记忆。前瞻性记忆分为两类: 基于事件的前瞻
性记忆和基于时间的前瞻性记忆。基于事件的前瞻性记忆指意
向的执行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 有外部线索的提示; 基于时间
的前瞻性记忆指意向的执行在某个时间或某段时间, 更多依靠
自我内在的激发。研究表明, 基于时间的前瞻性记忆年龄差异
显著。

2　认知年老化机制的探讨
211　认知年老化的主要理论　研究者们对认知年老化的机制
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 比较成熟的有各种形式的加工资源理
论。近年来, 额叶衰退假说也逐渐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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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1　加工资源理论　加工资源理论认为: 认知加工是否成
功进行是受数量有限的加工资源所限制的, 而加工资源直接受
年龄的影响; 因此, 认知功能的年老减退归因于老年人加工资
源的减少。主要的加工资源理论有加工速度理论、工作记忆理
论和抑制理论。

加工速度理论是认知年老化研究领域内最为成熟和影响
力最大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 加工速度减慢是认知功能年
老减退的主要原因〔4〕。速度减慢对认知加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包
括: 对信息的编码较浅和组织程度较低、对信息提取的时间延
长、建立新旧信息关联的速度减慢而造成理解困难, 以及影响
依赖于早期加工的深层加工的进行等。加工速度理论得到广泛
的支持。层次回归分析观察到, 控制加工速度的影响后, 多种认
知测验的年龄差异明显减小; 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性研究证
明, 加工速度是年龄与认知变量之间一个主要的中介因子〔5〕。
上述结果说明, 加工速度在认知年老化过程中起一种重要的中
介作用。

工作记忆理论认为, 工作记忆的下降是导致认知功能年老
减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工作记忆在人们的阅读、学习和推理活
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使人脑在加工的同时保持更多的信息
处于激活状态, 因此, 将工作记忆是一种重要的加工资源。
Baddeley 将工作记忆系统划分为三个成份, 包括一个中央执行
器和两个存储子系统: 语音环和视空间模板。研究表明: 工作记
忆是年龄与认知变量之间的另一个主要的中介因子, 工作记忆
在认知年老化过程中可能起一种重要作用; 而工作记忆的年老
减退主要是由中央执行功能的减退引起的。

抑制理论认为, 有效的加工不但需要激活与当前任务相关
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要同时抑制与当前任务无关的信息, 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减退往往就是由于不能有效地抑制无关信息所
致。对阅读困难的不同年龄被试进行分析发现, 与年龄相关的
工作记忆能力的降低来自于抑制效率的降低, 而非工作记忆容
量的减小。负启动研究表明, 与青年人相比, 老年人的负启动效
应较小, 反映老年人的抑制能力降低。眼动研究观察到, 老年人
有意抑制眼球运动的能力显著降低。这些研究对抑制理论给予
了支持。
21112　执行功能减退假说　随着神经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 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 与大脑额叶功能衰退密切相关
的执行功能减退假说得到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执行功能负责
对认知操作进行协调和控制, 对认知活动的影响广泛。近年来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 额叶, 尤其前额叶是年老化最敏感的
一个脑区, 并且发现认知功能的年老减退与额叶皮层功能或执
行功能的减退关系密切〔6〕。目前, 研究者们试图将执行功能分
解为一些具体的子功能, 如抑制优势反应、记忆刷新和监控、注
意转换、双任务协调等。这种功能的细分使执行功能及其在认
知年老化中作用的研究逐渐深入。由于执行功能与大脑额叶皮
层的特殊关系, 执行功能或额叶衰退假说提供了关于认知年老
化的认知神经机制, 而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
212　认知年老化结构模型　在积累大量实验资料的基础上,

研究者们应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 建立了许多认知年老化模型
对认知年老化机制进行探讨。Salthouse 最近将先后建立的认
知年老化结构模型概括为四类〔7〕, 这四类模型分别是独立模
型、中介模型、共因模型和层次模型。独立模型是最早建立的一
种模型, 只考查年龄对单一变量的影响, 而不考虑变量之间的
关系; 中介模型是近 10 年来大量研究所证明的一种模型, 年龄
通过加工速度和工作记忆的中介作用对认知变量产生影响: 共
因模型是最近提出的一种模型, 年龄对认知变量的影响是通过
一个共同因子来实现的; 层次模型是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

的, 年龄控制最高层次的一个共同的中介因子, 通过这个共同
因子对下一层次的中介因子 (包括加工速度和工作记忆在内)

起作用, 然后对认知变量产生影响。比较研究结果证明, 层次模
型的因子负荷最大, 对于实验数据的解释最好, 因此, Salthouse
认为层次模型是当前解释认知年老化机制的最佳模型, 并将共
同因子解释为生理老化的作用。

3　认知年老化的影响因素及老年人的认知潜能
311　认知年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认知年老化过程的个体差
异很大。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很多, 诸如, 遗传背景、年龄、性
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个性、情绪、态度、动机、自
我效能、自我概念和自我信心等非认知因素。大量研究观察到,

除了年龄因素而外, 受教育程度、某些疾病 (高血压冠心病、脑
血管病和糖尿病等) , 以及非认知因素 (个性特点、焦虑、老化态
度等) 对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F inkel 和 Pedersen (2000) 关于
年龄、基因、环境等对认知功能作用的分析数据显示, 认知总变
量中, 61% 与遗传有关, 28% 与年龄有关, 1% 与环境有关, 10%

与其他因素有关〔8〕。这对认知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情况做了一
个概括。
312　老年人的认知潜能及认知干预　认知功能的毕生发展过
程始终包括发展 (获得) 和衰退 (丧失) 两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的
动力学过程, 其中有较大的变异性和可塑性。这导致适当的干
预措施, 如认知训练, 可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 并在一定的程度
上得到改善。可能得到提高的这部分能量, 即是认知潜能。国外
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研究, 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国内有关研究
发现, 策略训练使老年人的词语记忆成绩提高 3～ 5 倍, 达到、
甚至超过未经训练的青年人〔9〕。证明老年人的记忆具有一定的
可塑性, 在实践方面指导老年人运用策略, 挖掘潜能, 改善自己
的记忆功能有重要意义; 并且, 提示在老年痴呆症的早期进行
认知干预, 将对于延缓和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病程的发展可能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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