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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卫生

成功老龄者听觉词汇学习特征初步研究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 上海 方芳 吴文源 李春波

‘

张旭 申远

【摘 要 】目的 探索成功老龄者的记忆特征
。

方法 采用中国老年成套神经心理测验中听觉词汇学习测验

评估 岁以上社区老人 名
,

其中成功老龄 组 名
,

常态老龄田 组 名
,

轻度认知损害 组

名
。

结果 控制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后
,

与
、

与 组间即刻记忆
、

延迟回忆保持率
、

倒摄抑

制有显著性差异沙仗 但三组间学习效应指数
、

前摄抑制无显著性差异
。

对三组间七次回忆正确数进行

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与 组组别及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均无显著性差异
,

但时间 组别变化趋势有显

著性差异沙仗 。

与
、

与 比较
,

组别及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
、

变化趋势均有显著性差异 称。

。

结论 延迟回忆可能是鉴别 较敏感的指标
。 、

仍具一定的学习能力
,

为进行成功老龄化干

预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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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功能减退是认知老化最常见的早期征象之

一
,

而听觉词汇学习测验是常用的神经心理测验
,

能提

供较丰富的记忆信息
,

包括学习速度
、

干扰的敏感性
、

组织因素
、

系列位置效应等 , 。

但国内既往研究中深

人挖掘这些记忆信息的不多
。

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病

态老化
,

而忽视正常老年人群还可进一步划分成功老

龄
,

与常态老龄 仍业
, 。

成功老龄指那些与增龄相关的功能状况无改变或改变

甚微的老年人群
。

成功老龄化研究对减少老龄化的负

面影响有重要意义
,

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较少阎 。

为了

解 与 及轻度认知功能损害 画 即 加
,

相比
,

有何不同记忆特征
,

我们应用中

国老年成套神经心理测验

,

中的听觉词汇学习测验部

分
,

对社区中
、

与 者进行了评估
。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来源于上海市普陀区石泉和甘泉街道社

区 岁以上老人
。

人组标准阎

组 简易智能状态检查 一

而
,

总分大于分界值 分
,

即 文

盲
、

小学
、

中学及以上 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 顽
,

总分簇 分 项

目前心境及情绪的自我评价一般
、

好或极好 躯体无残

疾
。

组 低于 界值分但不符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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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 或高于 界值
,

但在界值上限

的 分以内
。

组 主观和客观检查有轻度认知功能损

害 得分低于按教育程度分层的均数 个标

准差界限
,

即文盲组城
,

小学组簇
,

中学或以上

组琪 生活及社会功能较病前有降低 分

冲卜除特殊原因引起的认知功能减退 按阿尔茨海默病

排除性诊断法 病程 个月
。

方法 研究工具 中的听觉词汇学习测

验部分
。

检查者读出 词表中 个词语
,

请受试听完

后立即 自由回忆
,

在事先提醒需要回忆的情况下连续

学习并回忆 次 予其他测验约 分钟后
,

对 个词

语作自由回忆
,

插人另一组 词表进行学习一次后 自

由回忆
,

随后再对 词表进行 自由回忆一次
。

测量指

标有 每次回忆正确数依次记为
、 、 、 、 、

、 、 。

即刻记忆 前五次词汇学习正确数的平均

数 十 十 十 延迟回忆保持率 第一次延

迟回忆正确数 第五次学习正确数 前摄抑制

词 表 学 习 正 确数 词 表第 一 次 学 习 正 确 数

瓜 学习效应指数 十

倒摄抑制 第二次延迟回忆 第一次延迟回忆 瓜

阴
口

统计分析 根据数据分布特点
,

运用卡方检验
、

方差分析
、

协方差分析
、

重复测量资料的协方差分析等

方法
,

统计软件采用
。

表 三组人口统计学资料比较

人口学变量 二

性别产

男 《
女

年龄 岁 又士 士
·

受教育程度
,

二 二 ,

或

石

士

‘

士
、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以上

夕 石

,

叼

尸仗 , 中

称
、 。

表 三组词汇记忆与学习及干扰效应相关指标

变量 组别 又土

②
二

土

两两比较

之

土

名 士
,

士 名

土

名 土

匆
二

三组
比较

①比② ①比③ ②比③

朋加夕
︺﹃八﹄土

、

土

仪

住此八八“︸土

士

土

众

。
一

,

士

名 士

士
,

上
,

住

忆率制制记率效抑抑刻持习摄摄即保学前倒

结 果

人 口统计学 共完成 名老人
,

其中 组

名
,

组 名
,

组 名
,

平均年龄为 士

岁
,

男性 名
,

女性 名 文盲

名
,

小学 名
, ,

初中 名
,

初中以上 名 三组间性别
、

年

龄
、

受教育程度分布均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三组间词汇记忆与学习相关指标比较 由于年

龄
、

教育程度和性别可能影响测验成绩
,

且三组间年

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分布有显著性差异
,

故控制年龄
、

性

别和教育程度作协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即刻记忆
、

延

迟 回忆保持率在三组间有显著差异
,

在 与
、

与 组间两两比较时亦有显著性差异 但三组

间学习效率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

三组间干扰效应 控制年龄
、

性别和教育程度

的协方差分析均显示
,

三组间前摄抑制无显著性差异

司
,

而三组间及 与
、

与 组间倒

摄抑制均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三组间七次词汇学习正确数的重复测量资料

的协方差分析 对三组间五次词汇学习及两次延迟回

忆正确数
,

进行控制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的重复测量

资料的协方差分析
,

发现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

时间与组

别交互作用 时间 组别 亦有显著性
,

表明不同组别

在不同时间点回忆正确数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时

间变化趋势对比分析发现
,

时间 组别在一阶和四阶

上有显著性差异沙叱 ,

反映三组间变化趋势不同
。

图 显示了各组的变化趋势
,

组前五次学习部分

曲线较平缓
,

而延迟回忆部分曲线下降幅度更大
。

对三组进行两两 比较
,

发现 与 组相 比
,

组

别 二 及时间 火组别交互作用 二 均无显

著性差异 但变化趋势对比分析显示
,

时间 组别在四

阶上有显著性 月
,

说明虽然 与 两组间校

正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影响后
,

回忆正确数总体均值

及各次均值无显著性差异
,

但随时间变化趋势仍有显

著性差异
。

与 组
、

与 组比较
,

组别及时间与

组别交互作用均有显著性差异 均小于 变化

趋势对比分析显示
,

与 组间时间 组别在一

阶沙叱 、

二阶 二 及四阶护吠 上均有显

著性 与 组间时间 组别在一阶沙哎
‘

与

四阶上均有显著性差异沙匕 说明 与 组

间
、

与 组间校正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影响后
,

回忆正确数总体均值
、

各次均值及随时间变化趋势均

有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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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正确数的七次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方差 均方 调整概率
法 法

组别 林

误差 受试者
时间

时间 组别
误差 时间 时间点 受试者

帕

名 勺

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

结果尚待随访研究证

实
。

同时
,

本研究对记忆策略指标
,

如系列位置效应
、

语

义串连等阅未予考察
,

在今后研究中仍需补充
。

另外
,

成功老龄与常态老龄虽在行为学上无显著性差异
,

但

通过脑功能成像可能会有阳性发现
,

如常态老龄或许

有更多脑区代偿性激活
。

亦有可能成功老龄与常态

厂厂今今
分组

成功老龄组

口
常态老龄组

△
组

老龄在词汇学习记忆方面确无显著差异
,

今后可

步研究在执行功能等其他对老化较敏感的神经心

验方面的差异
。

进清
,

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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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次词汇记忆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恻刁四洲澎︶象解曰职回

讨 论

控制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后
,

与 的即刻记

忆及延迟回忆均显著优于 组
。

三组间前摄抑制差

异不显著
,

而
、

组对倒摄干扰的抑制均强于

组
。

这说明成功老龄者对干扰信息的抑制效能效

好
,

倒摄抑制较前摄抑制更优
,

亦进一步说明成功老龄

者信息提取过程不易受干扰
。

本研究中倒摄干扰为直

接干扰
,

而前摄干扰为间接干扰
,

工作记忆已经过刷

新 成功老龄者工作记忆容量较大
,

虽经刷新
,

仍保存

较好问
,

故前摄抑制受一定影响
,

而倒摄抑制更佳
,

因

而延迟回忆二的成绩也更好
。

与 在词汇学习
、

即刻回忆方面无显著差

异
,

在延迟回忆有显著性趋势
。

既往研究表明延迟回忆

是轻度认知功能损害较敏感的指标
,

本研究提示延迟

回忆亦有望作为成功老龄者较敏感的指标
。

本研究发现
,

控制教育程度
、

年龄
、

性别后
,

三组间

学习效应指数差异无显著性
,

即老年记忆改变存在可

逆性
,

认知功能减退仍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

皿由

等发现
,

采用适当的干预对 岁以上老人进行短期训

练
,

可改善某些记忆和智力活动同 。

等研究

亦显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 五 ’
,

患

者仍具有学习能力
,

在经过 个月的认知康复后
,

记

忆力
、

认知加工速度等明显改善
,

且在三个月后随访时

改善仍明显凹 。

作为病理性老化 如 的可能早

期阶段
,

学习效率虽较 有一定差距
,

但学习能力仍

有一定程度保存
,

亦与此相符
。

这亦为今后针对
、

进行成功老龄化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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