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年 Ⅱ型糖尿病人记忆损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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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中年Ⅱ型糖尿病人的记忆损伤特征。研究选取病人和对照各 30 人 ,控制年龄 (65 岁以下 ,病人组平均

53 岁 ,正常组 52 岁) 、教育水平和相关疾病等因素。测试数字符号、数字工作记忆广度、动作记忆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4 项认知任

务。结果发现 : (1)病人组数字符号测试显著低于正常组 ; (2)在支持性条件记忆自由回忆中 , 病人组在有动作演练的高语义关

联和无动作演练的低语义关联项目上显著低于对照组 ,出现分离现象 ; (3)在线索回忆中 ,病人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 (4) 两组

数字工作记忆广度、无意义图形再认的成绩无差异。根据 SPT(subject - performed task)研究理论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得出结论 :

中年Ⅱ型糖尿病人记忆的一般性信息加工能力未表现出受损 ,但特异信息加工受到损伤 ,并可能预测随年龄及病程进行而表现

出一般性信息加工能力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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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发病率高 ,难以治疗 ,因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而影响

大脑认知功能 ,降低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1 ] ,对糖

尿病人认知状况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正常与病理性认知老

化 ,寻找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措施。糖尿病作为代谢类疾

病与认知年老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老年认知研究的关注。

对异常认知老化的研究将为正常老化研究结果提供重要的事

实证据和启发。Ⅱ型糖尿病人的认知功能是否低于正常人 ,

研究结论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认知未受到损伤 ,另一种观

点认为认知受到损伤主要表现为语词学习与记忆能力下

降[2 - 6 ] 。对近十年相关研究的综述发现 ,研究结论与被试的

年龄之间有重要关联 ,中年被试较少发现有认知损伤 [7 ] 。为

进一步确认糖尿病人记忆损伤事实 ,本研究选取 65 岁以下 Ⅱ

型糖尿病人进行研究。

考虑到认知测试对认知年老化的敏感程度 ,研究中选用

了四种不同的认知测试任务 :减法运算记忆广度测试、动作记

忆测试、数字符号测试和无意义图形再认测试。减法运算记

忆广度测试是工作记忆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研究表明这一

指标对年龄差异非常敏感 [8 ] ;“数字符号”作业是认知速度年

龄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 [9 ] ;无意义图形再认对年龄差异较不

敏感[10 ] 。另外 ,糖尿病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与日常情境记忆

及日常动作记忆极大相关 ,而动作记忆则是这种能力的很好

度量[11 ] 。这四种任务分别属于认知年老化典型表现的二大

方面 :一是认知加工的效率 ,包括加工速度 (数字符号)与加工

容量 (减法运算测量记忆广度) ;另一个是认知加工的质量 ,包

括无意义材料加工 (无意义图形记忆)与意义关联但关联程度

不同的材料的加工 (动作记忆) 。本研究采用上述四种认知测

试任务 ,以期针对性地考察 Ⅱ型糖尿病人的记忆功能受疾病

影响的特征。

1 　研究方法

1. 1 　被试

在某医院糖尿病专科门诊选取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在 65 岁以下 Ⅱ型糖尿病患者和正常对照各 30 人 , Ⅱ型糖尿

病的选取依据五点诊断法标准。两组均排除痴呆、高血压、中

风、脑血管供血不足、精神病、服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长

期服用安眠药及煤气中毒者。对照组身体基本健康。两组均

采用标准瑞文推理测验的 A4 和 A11 两项作业作为视觉及基

本认知能力正常的筛选测试项目 ,通过者参加进一步测试。

测试前进行简单言语访谈确认言语能力正常。组间匹配年龄

和文化程度。糖尿病组平均年龄 (52. 9 ±10. 2 岁 ,30～64 岁)

与对照组 (52. 1 ±9. 0 岁 , 31～63 岁) 无显著差异 ( t 检验的 p

= 0. 737) ;糖尿病组受教育年限 (10. 8 ±3. 4 年) 与对照组

(11. 4 ±2 . 8 岁) 亦无显著差异 ( t 检验的 p = 0. 512) 。被试病

程平均 3. 3 年 (0. 1～20 年) ,大部分在 3 年以上。

1. 2 　材料和步骤

工作记忆 　要求被试完成两个 1 位数或两个 2 位数减法

心算 (答案为一位整数 ,如 8 - 5 = ? 或 25 - 23 = ?) ,同时记住

答案 ,并在连续完成数题后将答案按顺序回忆出来。被试连

续正确回忆的答案数为其数字工作记忆广度 [12 ] 。

动作记忆 　研究中以动作记忆范式为基础发展出四种不

同支持条件记忆任务范式 ,以期具体考察支持条件对记忆效

果的影响。逐个呈现一些含及物动词和物体名词的词组。其

中一半项目的动词与名词之间有紧密的语义联系 (如照镜子 ,

well integrated , WI) ;另一半项目的动词与名词之间无紧密语

义联系 (如拿盒子 ,poor integrated , PI) 。两类项目各有一半

为演练项目 ,在呈现时要求被试阅读并做出相应的动作 (sub2
ject performed task , SPT) ;另一半为阅读项目 ,在呈现时只要

求被试阅读 (verbal task , V T) 。呈现完后先进行数字符号测

验 ,再进行自由回忆 ,最后进行线索回忆 (一半以名词为线索 ,

一半以动词为线索) 。动作记忆所用材料是我们以前成功使

用过的 ,其信度与效度符合测验要求 [11 ] 。

数字符号 　要求被试在 90 秒内按给定符号 - 数字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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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在空格内尽量多地填写符号。

无意义图形再认 　逐个呈现 20 张无意义图形卡片 ,嘱被

试认真看并记住各图。完成后与另外 20 张干扰图形混合 ,要

求被试指出刚才看过的图形。

2 　结果

　　控制教育因素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一位数和二位数

减法成绩与病程有显著负相关 ( r = - 0 . 66 , p < 0. 001 ; r = -

0. 56 , p = 0 . 002) 。糖尿病导致糖代谢异常 ,病程越长 ,越可

能产生脑实质性损伤 ,因而认知功能受损越严重。

2. 1 　数字工作记忆广度、数字符号测试及无意义图形再认糖

尿病人与对照组三项测试成绩列于表 1。以教育作为协变

量 ,进行协方差分析表明 :糖尿病组一位数心算、二位数心算

及无意义图形再认与正常组均无显著差异 ( p = 0. 12 , p = 0.

27 , p = 0. 44) 。结果表明 ,糖尿病组的工作记忆未受到损伤。

糖尿病组的数字符号成绩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 . 041) 。
表 1 　减法运算、数字符号测试及无意义图形再认结果 (M±SD)

组别 一位数心算广度 两位数心算广度 数字符号测试 无意义图形再认

糖尿病组 5. 30 ±1. 18 4. 80 ±1. 24 33. 33 ±10. 45 32. 27 ±8. 85

对照组 5. 77 ±1. 04 5. 13 ±1. 01 39. 53 ±12. 76 33. 60 ±5. 90

F 2. 54 1. 24 4. 36 3 0. 61

　　　　　　　　注 : 3 p < 0. 05

　　数字心算广度主要测试的是工作记忆。上面的结果表

明 ,中年糖尿病人的工作记忆未表现出损伤。这与以前研究

结论一致[2 ,3 ,13 ] 。数字符号主要反映的是知觉速度与短时记

忆能力。数字符号测试在本研究中表现出显著差异 ,这表明

糖尿病人的加工速度受到损伤 ,这与 Ryan (2000) 的研究结果

一致[14 ] 。数字符号成绩差还可能与动作技能受影响相关 ,糖

尿病人的动作技能异常与高血糖导致手脚麻木之间有很大关

系 ,同时由于节食及高血糖引起的不良反应 ,病人的心理效能

也会受到影响。

2. 2 　动作记忆

过去常用的认知测试手段并没有明显地反映出记忆的差

异 ,但这并不一定说明糖尿病对认知没有影响。在学习与记

忆任务中 ,编码与提取总是很敏感。动作记忆就是通过给被

试提供四种不同的记忆支持条件来考察记忆编码与提取的受

损情况 ,实验结果列于下表 2。

表 2 　糖尿病人与对照组自由回忆、线索回忆正确率 (M±SD)

被试 回忆类型
演练项目 阅读项目

高语义关联 低语义关联 高语义关联 低语义关联

糖尿病组 自由回忆 0. 36 ±0. 13 0. 08 ±0. 08 0. 08 ±0. 07 0. 03 ±0. 06

线索回忆 (名) 0. 89 ±0. 10 0. 18 ±0. 13 0. 49 ±0. 23 0. 16 ±0. 18

线索回忆 (动) 0. 78 ±0. 15 0. 15 ±0. 13 0. 35 ±0. 13 0. 07 ±0. 06

对照组 自由回忆 0. 44 ±0. 12 0. 09 ±0. 06 0. 09 ±0. 06 0. 08 ±0. 06

线索回忆 (名) 0. 96 ±0. 10 0. 19 ±0. 10 0. 63 ±0. 24 0. 22 ±0. 19

线索回忆 (动) 0. 87 ±0. 11 0. 19 ±0. 06 0. 34 ±0. 22 0. 14 ±0. 10

2. 2. 1 　支持条件对记忆成绩的影响

在自由回忆中 ,方差分析表明 (以教育作为协变量) :演练

主效应显著 ,糖尿病组和对照组成绩均表现出演练效应 , F

(1 ,57) = 13. 16 , p = 0. 001 ,有动作成绩明显好于无动作 ;语

义关联主效应显著 , F(1 ,57) = 20 . 08 , p < 0. 001 ,在高语义关

联上成绩显著高于低语义关联上的成绩。演练与语义交互效

应显著 , F(1 ,57) = 7 . 27 , p = 0 . 009 ,在高语义关联下的演练

效应高于低语义关联下的演练效应。因此 ,演练与语义关联

对记忆有支持作用 ,并且这两者相互促进。结果与前人研究

结果一致[12 ] 。

在线索回忆中 ,方差分析表明 (以教育作为协变量) :线索

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 F(1 ,55) = 15 . 46 , p < 0. 001 ,名词线索成

绩稍好于动词线索成绩 ,但差异不显著 ;演练主效应显著 , F

(1 ,55) = 9. 73 , p = 0. 003 ,有演练好于无演练 ;语义关联主效

应显著 , F(1 ,55) = 66. 23 , p < 0 . 001 ,高语义关联好于低语义

关联 ;三因素两两交互作用均显著 ,但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 ,

F(1 ,57) = 0. 44 , p = 0. 51 ,说明三类支持条件无累加效应。

三种编码条件对记忆均有较好的支持作用 ,相互间有一定促

进作用 ;结果与自由回忆一致。支持条件对两组被试均有显

著支持作用。

2. 2. 2 　支持性条件对患者与对照组记忆差异的影响

在自由回忆中 ,方差分析表明 ,演练 [ F (1 , 57) = 0. 26 , p

= 0. 609 ]与语义[ F (1 , 57) = 1. 87 , p = 0. 18 ]主效应不显著 ,

但演练、语义和疾病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 F(1 ,57) = 6. 05 , p =

0. 017 ,说明两者共同作用下表现出有无疾病的差异。进一步

的四种条件下成绩的组间协方差分析发现 ,两种支持条件全

有或全无时 ,病人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 F (1 , 57) = 7. 25 , p

= 0. 009 ; F(1 , 57) = 7. 76 , p = 0. 07 ] ,只有演练或语义支持

时 ,无显著差异 [ F (1 , 57) = 0. 004 , p = 0 . 95 ; F (1 , 57) = 1.

21 , p = 0. 28 ] ,也即在 S PT 下的 W I 和 V T 下的 PI 项上病人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图 1 直观地表明了各因素对患者与对照

组动作记忆成绩差异的影响。

由结果可以看出 ,糖尿病人记忆损伤在两种支持条件下

以及无支持条件下都表现出来 ,而在单一条件支持时 ,并未表

现出损伤。正常老化研究结果 [12 ]表明 ,在两种支持条件都存

在时能缩小年龄差异 ,而本研究发现糖尿病人在两种支持条

件下记忆成绩低于对照组 ;正常老化研究表明 ,无支持条件时

不缩小正常老化的年龄差异 [12 ] ,而本研究发现糖尿病人在无

支持条件时记忆成绩低于正常人。这一结果说明 Ⅱ型糖尿病

不是简单地加速正常老化。

在线索回忆中 ,方差分析表明 ,语义 [ F (1 , 55) = 0. 53 , p

= 0. 47 ]、演练[ F(1 ,55) = 0. 11 , p = 0 . 75 ]和线索类型 [ 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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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0 . 24 , p = 0. 63 ]主效应均不显著。三因素两两交互作

用均不显著。语义、演练、线索类型与组别的交互效应不显

著 , F(1 ,223) = 1 . 54 , p = 0. 22。这表明无论支持条件如何 ,

两组线索回忆成绩均无差异。图 2 直观地表示了这种影响。

图 1 　病人组与对照组动作记忆的自由回忆成绩比较

3 　讨论

　　认知加工效率受疾病的影响。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 ,

加工速度受到疾病的影响。糖尿病人在数字符号测试上表现

出比正常人差。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方面 ,一是疾病

对病人的认知加工速度有影响 ,感觉运动速度与知觉速度减

慢 ,另一种可能是糖尿病本身对病人大小血管的损害导致动

作技能受到影响。近来的认知年老化的研究表明 ,加工速度

是认知年老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如果加工速度减慢是主

要原因 ,那么结果就说明糖尿病有加速正常老化的趋势 ,如果

血管受损害是主要原因 ,则不能说明糖尿病有加速正常老化

的趋势。

减法运算测量的工作记忆容量未表现出异常 ,这说明认

知加工的容量在中年 Ⅱ型糖尿病人身上未还没有表现出受到

疾病的影响。工作记忆是认知加工容量的一个很有效的测量

指标 ,病人与对照组在工作记忆中未表现出差异 ,说明病人的

认知加工容量尚未受到疾病影响。从认知加工容量上来看 ,

Ⅱ型糖尿病不加速认知老化。这与 Strachan (1997) [15 ]等的研

究结论一致。

综合加工速度与加工容量两方面的结果可以看出 , Ⅱ型

糖尿病对认知加工效率的影响在中年病人身上是有选择性地

进行的 ,这也可能提示随着年老化进行 ,在老年被试身上可能

会出现加工速度与加工容量均受到疾病的影响。

图 2 　病人组与对照组动作记忆的线索回忆成绩比较

　　认知加工质量受疾病的影响。无意义图形记忆未表现出

受疾病影响 ,这表明高难度的无意义材料加工未受到疾病影

响 ,或者是无意义材料加工无法区分这种轻度地认知受损 ,结

合已有年老化研究 ,后者更为合理。如果结果无差异是因为

无意义图形测量不敏感的原因 ,那么后面的动作记忆通过提

供不同的记忆支持条件 ,就应该在某一支持条件下出现差异 ,

而动作记忆的结果确实支持这一推论。

动作记忆的不同支持条件中 ,两种条件下病人组显著低

于正常组 ,即自由回忆双重编码支持及自由回忆无编码支持

两种条件。虽然病人组记忆受疾病影响是根据支持条件不同

而有选择性地表现 ,但是这种选择却并不是按照我们认为的

支持程度大小顺序来进行的 ,出现支持条件的分离。

支持条件对糖尿病人及正常人记忆的支持作用不同。自

由回忆成绩在双重编码支持及无编码支持时有差异 ,而线索

回忆成绩无差异。在自由回忆中 ,支持条件从无支持到有两

种支持 ,如果疾病对认知年老化的影响与年龄相似 ,那么 ,较

好的支持条件应该能减小疾病对记忆造成的影响 ,即在无支

持条件下疾病影响明显而在动作与语义两种条件都支持下疾

病的影响应该不明显 ,但是实验结果却与此相反 ,在两种支持

条件下疾病的影响仍然出现。如果说 ,这种差异是由于动作

记忆自身的受损造成 ,那么 ,在无语义支持有动作支持条件下

应该表现出两组之间的差异 ,但实验结果也与此相反 ,两组之

间无差异。如果是记忆的语义加工受损 ,那么 ,在无动作支持

有语义支持条件下应该有差异 ,但是实验结果与之相反。

那么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 动作与语义记

忆本身都未出现差异 ,而在两种编码支持都存在的情况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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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差异 ,根据记忆研究的编码与提取策略 ,能解释这一结

果的最合理原因就是疾病影响特异表征编码的形成。在动作

记忆的研究中 ,解释执行动作效应 ( SPT 效应) 时就提出一种

重要观点 :动作导致项目的具体化加工与关联特征加工 ,Rey2
na 和 Brainer (1995) 的模糊痕迹理论进一步认为事件记忆有

多种表征 ,一种为较一般形式的表征 ,另一种为与实际事件之

间具体关联的表征 ,前一种表征信息常被称作一般信息 ,后一

种表征信息多被称作特异信息 [16 ] 。根据这些理论 ,在本研究

中 ,动作与语义双重支持条件下除了一般性信息生成外还会

生成大量的特异信息 ,这种信息在 SPT 效应中解释为是自动

生成的 ;在无支持条件下一般性信息生成因缺泛支持线索 (动

作的或是语义的) 而出现困难 ,这时特异信息生成是主要的 ,

并且需要认知努力。如果糖尿病影响这种特异信息的形成 ,

那么在两种支持条件下以及无支持条件下疾病的影响将显

明 ,这正好是上述实验的结果。在另外两种情况下 ,因为支持

条件的单一 (语义的或是动作的) ,病人与正常组都处于一种

一般性信息加工状态 ,而一般性信息加工尚未受到疾病的影

响 ,因而未表现出差异。根据这解释可以得出中年 Ⅱ型糖尿

病人特异信息加工受到损伤。

特异信息加工与认知加工资源有很大关系 ,在年老化的

研究中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 ,认知加工资源减少 ,因而特异

信息加工能力也随之下降。在本研究中糖尿病影响特异信息

加工而不影响一般信息加工 ,这种分离可能说明特异信息加

工是一般信息加工的重要预测因子 ,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证明。如果特异信息加工是一般信息加工的重要预测因

子 ,那么可以推论 ,随着病程与年龄的增加 , Ⅱ型糖尿病人将

会表现出一般信息加工的损伤。这将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最近 ,有研究者提出认知阈限理论及特别年龄特征 [4 ,7 ] ,指出

60 岁以后随增龄容易出现认知测试成绩下降 ,与此处的推论

具有相同的前瞻性。

结合上述四项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 Ⅱ型糖尿病加速认知

老化在本实验里尚不能得到证实 ,虽然数字符号测试表现出

差异 ,但是否是加工速度上的差异不能确定。就认知加工质

量来看 ,无意义图形未表现出受疾病影响 ,动作记忆受疾病影

响虽然表现出对支持条件的选择性 ,但并不是按照支持程度

的大小顺序表现出受影响 ,因而仍然不能证明 Ⅱ型糖尿病加

速认知老化的观点。

支持条件记忆实验证明糖尿病人特异信息加工能力受到

损害。这说明 Ⅱ型糖尿病对记忆加工的影响是任务分离性

的 ,即影响特异性信息加工而不影响一般性信息加工。中年

Ⅱ型糖尿病人一般认知加工未表现出受疾病影响 ,这一结论

与过去的研究相一致 ,但是特异信息加工受影响是过去所未

研究过的 ,也是本研究利用动作记忆这一工具得到的发现。

此外 ,从这一发现中还得出一条重要的预测 :特异信息加工受

损可能成为一般信息加工受损的良好预测因子 ,这一假设可

能用来解释 Ⅱ型糖尿病人认知有无损伤的争议。如果这一假

设正确 ,特异信息加工可能为 Ⅱ型糖尿病提供临床预测指标。

异常认知老化研究中不仅 Ⅱ型糖尿病认知受损存在这种有无

的争论 ,其它如高血压疾病也存在类似问题。研究表明糖尿

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认知损伤非常明显 ,远高于只有糖尿病

或是高血压一种疾病患者。这也反映出这些临床多发慢性老

年病对认知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既有正常老化的年龄

特征也有异常老化的信息加工特征 ,这两者综合在一起构成

异常认知老化的特别进程。

特异信息加工是 Ⅱ型糖尿病认知损伤的独有特征还是异

常认知老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还需要临床其它相关疾病的认

知损伤研究 ,同时特异信息加工是否正常认知老化的一个非

常敏感的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异常认知老化与正常认知老

化的比较有助于对认知老化问题的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认知

老化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渠道。

4 　结语

　　Ⅱ型糖尿病研究时间很长 ,结论始终不一致 ,这说明还有

某一因素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或者注意点错误。本研中选

取中年糖尿病人无相关并发症 ,控制教育因素 ,结果证明 ,一

般性认知损伤确实不存在 ,但同时作者提出了特异信息加工

损伤作为预测因子的可能性。特异信息加工对一般信息加工

的预测也许是进一步解开 Ⅱ型糖尿病认知损伤结论不一致的

关键所在。因 Ⅱ型糖尿病涉及复杂的代谢失调 ,认知评价结

合神经生理检测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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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ype 2 diabetes is associated with impair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in

middle2aged adults. 30 participa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30 non2diabetic controls , aged from 30 to 65 , were studied.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able regarding age and education , and did not have other medical disorders likely to affect the cognitive function.

Four types of cognitive tasks were administered to assess different levels and aspect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cluding meaningless figures ,

digital symbol , action memory (enactment vs verbal condition) and mental arithmetic. After multivariate adjustment , N IDDM patients

scored lower on digital symbol. The results of action memory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free recalls of well2integrated items with enact2
ment support as well as those of poor2integrated items without enactment were affected by N IDDM , while cued recall showed no differ2
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emory impairment in type 2 diabete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process but not with

general information process , and experimental dissociation was identified. Basing on the results and SPT theory , we proposed tha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process is possibly the predicators of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process in N IDDM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and dur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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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Model of Employees’
Voluntary Turnover in China

L i u B i ng , Peng L ai
(Dpartmer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 310028)

Abstract 　Researches on employees’voluntary turnover have been of many years’standing. But these researches ignore the attention

of process variabl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otal turnover model.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their limitation ,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a model of employees’voluntary turnover in China and then examined it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e model provides some

application value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

Key words : employee , voluntary turnover , model of voluntary tur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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