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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障碍研究
·

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神经心理测评

肖强 ’沉 王翠 ’ 尹文刚 王枫

【摘 要 】 目的 探讨测试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新方法及其临床使用价值
。

方法 应用

神经心理训练系统测试精神分裂症 例 分裂症组
、

正常人 例 对照组 和抑郁症 例 抑郁症组
,

比

较各组间测试项 目的平均反应时 和错误率
。

结果 分裂症组与对照组配对比较
,

各项 目的反应时

延长 一 取仓
、

错误率增高 一 称 与抑郁症组相比
,

分裂症组反应时仅延长 礴
产二

司
、

错误率增高约 产刃 各实验指标异常与病程无相关性 尸卜 。

分裂症组内男女
、

病程长短相比各项 目反应时
、

错误率无差别 只刃 用药 周以上者单侧脑功能反应时明显缩短 尸匕 、

各

项 目错误率均有下降趋势 外 病情未控制组单侧脑功能反应时延长 称
、

图像记忆延长
、

汉字记忆延长
,

错误率增加
一

户
,

。
‘ 。

结论 二 神经心理训练系统测试结果可反映精神分

裂症的认知功能障碍及病情严重程度
,

因此可以作为认知功能测试方法之一用于临床
。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 认知功能障碍 横断面研究 神经心理测试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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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有关精神分裂症发病机理的研究
,

近年来已有较

大进展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精神分裂症与出生前后

的生物学因素
,

尤其是遗传因素有关
。

精神分裂症发病

前就长期存在颖叶内侧结构
、

前额叶
、

基底节等脑结构

或功能 的异常
,

如在受到某些心理
一

生物
一

社会等

有害因素打击下发病 二次打击学说
, 〕。 这些业已存

在的异常
,

就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
,

目前被认为是精神

分裂症 的三大症状之一
,

也是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和

预后的重要因素
,

因此认知功能障碍已成为近年研究

的热点
。

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存在注意
、

记忆和执行功

能损害
,

·

文献报道的常用神经心理检测方法有威斯

康星卡 片分类测验
、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
、

韦氏智 力量表
、

韦氏记忆量表
·

, 电生理方法有
、

眼球轨迹运动等「
,

,。

神经心理训练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 尹文刚教授针对各种类型的器质性脑功能障碍
、

非

器质性认知障碍
、

智能障碍
、

学习障碍开发
,

用于训练

大脑的知觉
、

注意
、

记忆
、

思维等机能
,

改善认知功能
,

纠 , 学习障碍
,

甚至提升正常学龄儿童智能网 。

本文应

用该系统对精神分裂症及对照组
、

抑郁症患者进行测

评
,

试图寻找 一种新的
、

简单有效的检测方法
,

测试精

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

探讨其临床价值

对象和方法

对象 设分裂症组
、

正常对照组和抑郁症

组 分裂症组为丹江 口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精神病房

勺二 月至 年 月的全部病人
,

其中住院

例 门诊 例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土 岁
一

岁 病程 士 年 月
一

年
。

抑郁症

组 例 其中 例曾在华中科技大同济
、

协和医院

及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神经科诊断治疗
,

并在华中科技

大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复诊
,

其中住院 例
,

门诊

例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土 岁
一

岁
,

病程 士 年 月
一

年 职业学生

例 干部 职员 例
、

工人 例
、

农民 例
,

退休
、

无业
、

个体各 例
。

分裂症组中有 例 男女各 例 资

料完整 且在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计算机操作水平

士与对照组相匹配 分裂症组平均受教育年限 士

年 职业学生 例
、

干部 职员 例
、

工人 例
、

农民 例
、

余 例为家务
、

无业
、

个体
、

保安
。

对照组由

各种健康志愿者 例包括对应职业的非分裂症患者

家属
、

实习生和丁作人员及无症状偏头痛患者 例组

成
,

平均受教育年限 士 年 职业学生 例
、

干

部 职 员 例
、 一

人 例
、

农民 例
,

其余 例 家

务
、

无业
、

个体
、

警察 另行对比分析
。

记录每例患者的

病程
、

病情
、

用药情况
,

并通过动点跟踪测验其计算机

操作水平
,

判断能否熟练使用 鼠标 不熟练者使用按

键选择答案
。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由神经科医师筛查后再由

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按
一

标准诊断精神分裂症
、

抑郁发作或心境障碍
,

并通过随访排除可疑病例

排除标准 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者 酒依赖
、

药物

滥用者 有心脑肾等重大身体疾病者 不合作者

临床资料不完整者 神经症
、

躁狂症及双相障碍者

方法

神经心理测评系统共有大脑单侧化趋势
、

图像记忆水平
、

汉字记忆水平
、

空间记忆
、

动点跟踪
、

速

度知觉
、

视听觉复制
、

按键速度及符号
一

数字转换测验

等 项内容
,

每项有 卜 个水平
,

每个水平有 个级别

供测试或训练
,

具有易操作
、

测验与训练相统
一 ,

临床

实用性强的特点
。

为方便起见
,

本研究仅取前 项的水

平 一第 级进行测试
。

方法是

大脑单侧化趋势测验 测验的原理是速不器半边

视野技术
。

刺激分为语词的和非语词的两种
。

测试是通

过计算机按短于眼球转动时间的速示方式向左半视野

和右半视野选择性地投射文字的和图形的刺激
,

被试

注意注视点
,

注视点呈现很短时间后
,

刺激出现
,

左半

视野为图像
,

右半视野为汉字
。

接着出现垂直呈现的图

像和汉字
。

这时要求被试辨别这个相继呈现的图像和

汉字和刚刚看过的是否相同
。

如认为一样
,

就按
“

相同

键
” ,

不一样就按
“

不同键
” 。

图像记忆测验 测查被试对图像的记忆能力
,

是

种再认测试
。

基本方法是
,

被试先看完一组由计算机呈

现的图像
,

然后再看第二组图
,

进行再认
。

如认为呈现

的图是看过的
,

就按肯定键
,

若没看过就按否定键

汉字记忆测验 测查被试对汉字的记忆能力
。

操作

程序与图像记忆是一致的
,

两者形成一种对照
〕

前者测

的是被试对图像信息的记忆
,

后者测的是被试对语词

信息的记忆
。

以上 项实验指标均包括错误率 和反应时
。

空间记忆测验 测查被试的空间关系定位能力
,

是

对空间位置的回忆
。

方法是在屏幕上 个固定的区域

每次呈现
一

个图标
,

图标一消失
,

就要求被试指出刚

才图标的位置
。

实验指标包括图标数 目和位置的错误

数
。

对各组测试项 目的反应时 和错误率

或错误数等实验指标进行比较
、

分析 并对分裂症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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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及测试时病程
、

用药
、

病情等分组比较
。

病程以 个

月为界分为 组 按
一

标准
,

病程短者可能为

分裂样精神病 以连续服药 周为界分为治疗前和

治疗中 组 例治疗者中 例氯氮平
,

例维思

通
,

其余为氯丙嗓
、

奋乃静 病情按
一

关于严

重程度的标准
,

以 自知力缺乏
,

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不

能正常生活
、

工作
、

学习 或无法进行有效交谈者为未

控制组 生活能 自理
,

尚能工作
、

学习者为适应良好组
。

统计学方法 应用 中
一

对分裂症组
、

对照组及抑郁症组数据进行处理
,

分裂症

与对照组还进行独立样本 检验
,

分裂症组内进行配

对样本 检验
。

对分裂症组病程与各项 目实验指标进

行直线相关分析
。

结 果

表 显示 组间 飞 神经心理测验结果差

别除空间记忆数量错外
,

其他各项全部有统计学意义
一 , ,

年龄 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其 中分裂症与抑郁症 比
,

各项 目反应 时延长
一 ,

多无统计学差异 介
一 ,

错误率增高

表 神经心理测验分裂症与对照组及抑郁症组得分比较 班

项 目

年 龄

单侧脑功能

岁

图形记忆

平均

汉字记忆

平均

空间记忆

图标数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位置错数

数量错数

位置错数

数量错数

位置错数

数量错数

位置错数

数量错数

分裂症组 抖 对照组

土 士

土 士

士 土 臼

士 土

土 士
一

二

士 士 的

士 士 一

士 土

士
一

士 名 二

士 土 二

土
一

士

土 士 材

士 土 一

士 士

一

土
‘

士

士 士 二

士 士

士 土
一 ,

士 士

士 土 材

土
,

土

土 土 二

土 士
一

抑郁症组 咒

士

士

土

士

士
一

士

土 二

土

土 “

士

土 二

土

士 ⋯

士

土 ⋯

士 材

士

士

土

土

士

土 “

土

值

,

二

一

二

一

名 一

一

一

一

帕

户

“

,

用
一

法两两 比较 与分裂症比较
,

称 乃
,

六 乃 为 人中实际测验数据数

约
,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刀
,

空间记忆数量

错差值随图标数增加而增加
,

但无统计学意义
一

个

图标分别相差
、 、 、 ,

卜
一 ,

位

置错数始终较抑郁症多 个
一 。

表 示分裂症与对照组配对比较年龄无统计

学差 异
,

各项 目反 应 时较对 照 组 延 长
一

爪
,

错误率增高
一 , ,

空间记忆在 个图标时
,

数量错误数与常人无异 差

值
一 , 二 ,

随图标数由 增加到
,

差值越来

越大
,

分别为
、 、 一 ,

而位置错

不随图标数增加
,

始终较常人差 产
一 。

全部 例分裂症患者分别按性别
、

病程
、

治疗

及社会功能损害情况比较
,

结果见表
。

男与女比
,

各项 目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

病程比

较只有长病程组空间记忆 个图标数量错误数增加
二

,

其余各指标无统计学差别
。

治疗中组与治

疗前比单侧脑功能反应时缩短 卜
,

各项 目错误

率均有下降趋势 尸卜 而空间记忆错误数反有增

加
,

其中
、

个图标的位置错误数增加有统计学差别
。

病情 比较可见 例未控制组较 例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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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等项 目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与正常人比有显著异常
,

空间记忆错误数随任务难度增加而差值越来越大 与

抑郁症比显示各项 目的错误率及空间记忆位置错误数

有明显异常
,

说明认知损害的程度和类别不同
。

与

报道分裂症与抑郁症比
,

在注意
、

运动速度
、

记忆
、

问题解决及抽象思维方面明显不足的结论问及

韩永华
、

王京鹤等的结果一致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研究显示上述异常与分裂症病

程无明显关系
,

也无性别差异
,

支持其认知损害是静止

的而非渐进性的观点
。

许多患者治疗前或者不合作
、

或者因注意障碍
,

反应极为迟缓
、

甚至中断检查
,

导致

反应时延长
、

错误率增加
,

而治疗 周后比治疗前有好

转趋势
,

提示本测验能反映病情严重程度及病情变化
。

在施测过程中
,

还发现对正常人和儿童
,

即使受教育程

度或电脑操作水平很低
,

只要进行几分钟的按键和鼠

标操作训练
,

就可以完成各项测验
,

而不影响成绩 分

裂症患者即使多几倍时间练习
,

也易重复按键或误操

作
,

更难以使用鼠标
。

本研究结果提示 、 神经心理测评可反映分裂

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及其程度
,

不仅可以用作训练

软件
,

而且稍加改动
,

还可制成 比
、 、

、 、 、

眼球轨迹运动标记记录仪临床应

用更为方便且价格低廉
、

便于推广的计算机诊断分析

系统
,

辅助诊断精神分裂症
。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由于

测验成绩与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电脑操作熟练程度有

关
,

其客观性可能不如
、

眼球轨迹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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