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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对 两 种 强 度 声 香 刺 激 的 筒 单 反 应 看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 的 大 脑 机 能 特 点

1
.

妄 想 型 患 者 的 实 脸 桔 果

宋维真 郸福生
*

李心天

周 题

在重性 精 神病 的研 究 工 作 中
,

利 用 患 者 对不 同 刺 激 反应特 点 来 探衬 疾病 的 病理机 制
,

是颇 为 多兑 的
。 1 9 世 耙奥 伯 斯 蒂钠 ( o b e r s t e i n e r ,

1 5 7 9 ) 和 拉文 一路易 ( R a v e n 一

L e u i e
,

1 5 9 2 ) 13 1

在对 重性 精 神 病 患 者祝 刺激 的 筒 单 反应 时 简 研 究 中
,

已发现 患 者 的 筒 单 反应 时 简 较 健康

人 为 长
。

近 几年 来
,

本就 (A
.

L
.

B en t on
,

1 9 5 9 ) 〔2 了除 了 对 患 者 的 筒 单反 应进 行研 究 外
,

还 利

用 不 同 祝 刺 激 来探 尉精 神分 裂症 患 者辨 别反 应 的 特点
。

推 硒勃 斯( P
.

H
.

ve na ble
s ,

1 9 5 6,

1 9 绍 ) [5, 61 及 肯 英 (H
.

E
.

Ici 馆
,

1 9 6 2 ) [4] 等 人又 研究 了 患 者对 不 同 强 度 的 祝
、

听 刺 激 的反

应 特点
。

他 们 都就 实
,

精 神病 患 者对各种 刺 激 的 反应 时 简 均较健 康人 的 长且 不 稳 定
。

’

有 些 医 学 工作 者阳 ,9, 101 从 巴 甫 洛 夫 的 观 点 出发
,

利 用 条 件反 射 法 研究 了 患 者 的 反应特

点
。

在精 神分 裂 症妄想 型患 者 的 实 喻拮果 中 表 明
,

急 性期 患 者
,

不 只 表 现在 对单个 刺 激 的

反 应时 简 加 长
,

而且 还 表现 在 对强
、

弱 刺 激 的 反应 时 周 的差 异上
。

慢性 期 患 者反应 的 障碍
表 况不 及 前者 明显

,

特 加是 涉及 到 第 一 信号 系 就机 能
。

只 有 当 妄 想 活跃 时
,

才 会 出现 反 应

脱失 或反应 时 简 明 显 加长 与 反应 量减 少 的现 象
。

前者 的 研 究 虽 然为 揭 露 精 神分 裂 症患 者的 病理 机 制 做 出 了 一 定 的真 献
,

但 是 拮 合患

者在 不 同 病 情阶 段 和 不 同条件 作 用 下 的 反应 特点 来 研 究 患 者病 理 过程 的 变化情 况
,

还 是

不够 的
。

本 实脸 目 的 是 精合精 神 分 裂 症妄 想 型 患 者的 临 床 表现 来研 究 其 商 单反 应特 点 及

在有关 妄 想 内容 的 款 韶 与 复 杂 的辨 别反应 活 动 后
,

筒 单反 应 的 变化情 况
,

从 而探尉 此类 患

者在一 般情 况下及 在加 重 食荷 时
,

大 脑机 能 障 碍 的特 点
,

为 精神 分 裂 症的 思 推障 碍的 生 理

机 制 提 供一些 查料
。

本 实输研 究 对 象 为 7 5 名 正 在进 行薪 物 治疗 的 精 神分 裂症 妄想 型患 者
。

根据其 临 床

表 况
,

分 为 三类
,

各 2 5 名 : ( l) 症 状 援解 患 者
,

男 1 9 ,

女 6 ,

平均 年龄 30 .8 岁
。

此 类 患 者

症 状 全 部消失
,

自 知 力 恢 复
,

对 妄 想 内容 能 进 行较系 就 的批 牛d
,

且 其疗 效并 不 随 着 药量 减

少 而 出 现波 动
。

( 2 ) 症状 动 摇 患 者
,

男 13
,

女 12
,

平均 年龄 28 岁
。

此类 患 者症状 部分 消

失
,

自知 力 部分 恢 复
,

对妄 想 内 容 尚 不 能 进 行较 系 兢 的 批 牛d
,

症状 时 袒 时 重
。

( 3 ) 症状活 跃

患 者
,

男 1s 名
,

女 7 名
,

平 均 年龄 30 .8 岁
。

此类 患 者翘 治 疗 无 明显 改变
,

一

妄想 活 跃
,

缺 乏

* 安定医院科研 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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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力
。

这些被 拭
,

除肯 于合 作外
,

在动 作 方 面无 明 显药 物反应
,

如 巴金森 氏 症 状
。

对照 粗 被贰 为 2 , 名健康人
,

男 17
,

女 8 ,

平均 年龄 3 0
.

4 岁
。

为 了 了 解服躺 与 不 服药

患 者反 应枯 果有 否差异及 药物可 能 产生 的影响
,

还对 14 名 (男 8 ,

女 6 ,

平均 年 龄 3 2
.

1 岁 )

未德萝开 始 治 疗的 症状 活 跃 患 者进 行对照 实豁
。

这些 患 者中 有 一 部分曾 在 入院 前服 过
·

乡带

药 物
,

实验 前 四天 开始停药
,

有 些 患者根 本 不曹用 过 药
。

方 法

实输 是 在一 普通较 安静 的 房 简 内 进行
,

主贰 与 被贰 之 简 隔 有 一木屏 风
。

实 输所用 刺 激 为 不 同强 度 的钝音
,

声源 是 音频发 生器 (亚 美 电 器厂 制 造
,

型号 为音 型 一
l 甲型 ) 发 出 的 频率 为 卯 。 周

。

孩 度 相 差 2 5 分具 尔 的 两种 钝晋
。

喇 叭 置于 离 被贰 豹 3 米

远 的正 前 方
。

实输 过程 中被 裁将右手放 在一斜 面 的 木 盒上
,

实输前 先向 被拭 呈 现 两 次 声

音
,

并 告拆 他 : “

当 声晋 出现 时
,

要尽快用 手 按一下盒 盖
,

随 郎放 松
。 ” 这 样 拣 习数 次

。

盒盖

可 随 被拭 的 按 压力 量 向下 倾 斜
,

当 被拭 手放松 时 盒 盖 郎可 自动 弹 回
。 由 于 本实 瞰 是 在 不

隔 音 的 室 内进 行
,

因 此特别 向 被贰 强 稠
,

一 定 要注意 对听 到 的 钝晋进 行反 应
,

不 要 受其他

声晋影 响
。

反应 时 简 是 由 一电 动 钟以 百 分之一 秒 为单 位时 尚 自功 昆 录
。

实硫 共分三 次进 行
,

每 次方 法 相 同
,

只 是 在 第二
、

三 次实硫 时
,

人 为 地拾被 蔽一 定 的 负

荷
。

第 二 次实 验是 在进 行了 24 对 洞 的 联 想 实肺 ( 其 中 包 括 1 2 对情 褚洞 ) 及与被拭 进行有

关妄 想 内 容 的 叙 韶 后 开 始的
。

在健康 人 的对 照 粗 中
,

少 部 分被贰 只 作 联想 实 翰
,

艳 大多数

还进行 了 有关 被贰 生活 过程 中 困难 咫 题 的 敲器
。

第三次 实盼 是 在进行 了 一 系 列 复 杂辨 别

反应 后 开 始 的
。

拮 果

一
、

第一 次 实旅 中 患者 与健 康人 的筋单 反应桔 果 :

表 l 第 一 次 实 眺 桔 果

反 应时 , \ 谬 我

{ 一 {
患 、

- -

一
一 ’

场 ) \ 、

} 健 康 人 片丫丁丁了万一丁下下了下下 下一 -

一~

矍 二 二
二止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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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整兰⋯巴 兰立 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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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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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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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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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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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
。

’

3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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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简 (秒 , 卜标 准 差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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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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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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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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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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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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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类 患 者 各 3 0 名
。

从 上 表反应 时 简 平均数 看
,

不 同 临沐表现 的 患 者之筒 单反 应 时 简 均较 健康人 为 长
,

一

且
.

由 于 临 床 症状 不 同 而有 所不 同
,

症状重 者的 反应 时 简 又较袒 者 为长
。

各 初
.

尚 差异水 平
,

挫
‘ 考 蜿 皆 属 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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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每 个被贰反应 拮果 进行分 析 时
,

看 到 患 者的 实 输拮 果个别 差异 较大
,

有些 患 者 的

反应 时 简较 健康 人 的 长得 多
,

有 些 患 者的glJ 与 健 康人 相近
。

因此 有对 每位被 贰 的 实睑拮

果进 行分析 的必 要
。

为 了 便 于比 较
,

可 根据 健康 人 的实 肺拮 果
,

先 确 定 一定 的 界 限
,

超过

此 限 fll1 为 反 应 时 简 过 长
。

此 界 限 为 健 康人 反应 时 简 的 平 均数加三个 半标 准 差 (M + 3. 多的
,

由 于健 康人 平均数 的分 配 曲 拔接 近 常态 分配
,

因 此超 过 此 界 限 的 反应 时 简
,

有 99
.

8 7 5 务

的 可 能不 属于健 康人的 反应水 平
。

弱声 反应 时 简 的 界 限 为 0
.

斗3 秒 ( 0
.

33 十 3. 5 x 0. 02 9 一

0 .4 3 15 秒 )
,

强声 反应 时 简界 限 为 0
.

3 5 秒 ( 0. 2 乡十 3
.

多 x 0
.

0 28 一 0
.

348 秒 )
。

当 被贰 对张 弱

声 的反应 均 超过此 界限
,

RlJ 反 应 时 简 为 长 ; 只 有一个 超 过此界 限
,

不 管 是 对弦 声 或弱 声
,

lll]

不 算反应 时 简 长
。

对反 应 时 简 不 长 的被贰
,

再 进一 步分 析其 对 两 种孩 度 刺 激反 应 的 强 度

观律 ( 自阴马刺 激反应 慢
,

强 刺激 反应快 ) 是 否 明显
。

如 对 强 声反应 快于 弱声
,

二者反 应 时 简

的 平均数差 异水平 达到 0. 01 时
,

为 强 度 规律 明显 :

根 据以 上标 准
,

将被 贰 的反 应 拮果分 为 三 类 :

( l) 反 应时 简 不 长
,

强 度 规律 明 显 ;

( 2 ) 反应 时 简 不 长
,

张 度 规律 不 明显 ;

( 3 ) 反应 时 简 过长 ( 张 度 规律 是 否 明显
,

在此 不 予考 虑 )
。

现将 参加 了 三次 筒 单 反应 实输 的 100 名 被裁 的 第 一次 实毅枯 果
,

列表 如 下 :

表 2 不 同被献在 三类互 应桔果中 的人数 分 布

被款
人 \

一 一邀一 \
反 应桔果

~

\
、

之飞

患 者

症状援解

88888

ZZZZZ

111OOO

症状活 跃

{一
6 2

;:
类类类一一一三第第第

从 表 2 可兑
,

健康 人 的反 应全 部 为 第一类
,

症 状援 解者 nlJ 大部分 属 第 一类
,

人数 比 例 与

健康人 的 无 明显 差 异 ( 尸 > 0. 10) ; 症状 动 摇 者属 第一 类 的 较少
,

人 数比 例 与健 康人 的 有 明

显 差异 ; 症状 活跃 者更 少
,

差 异也 很明 显
。

( 尸 < 0
.

0 1)

为 了 探尉 药物 ( 氯 丙嚓 )对 实硫 桔果 的 影 响
,

我佣 曾对 14 名 不 服药 的 症状 活 跃 患 者 的

实 喻桔 果进行分 析
。

这类 患 者 对弱 声 反应 的 平均 数 为 0
.

48 秒 ; 对 孩 声为 0. 37 秒
。

二 者均

长 于健 康 人 的反 应
,

且差异 明 显 ( p < 0
.

01 ) 但又均 稍短 于 服蒲 后 的 症 状 活跃 者的 反应
,

且
.

差 异 不 明显 ( p > 0. 0 5 )
。

此外
,

有 7 名 的 反 应拮 果 属于第 一类 ; 7 名 属于第 三类
。

属 于第

一类 的 人数 比例 与 健康 人 有 明 显差 异 ( p < 0. 0 1 )
,

与 服药 患 者比较
,

差 异不 明 显
。

( p <

0
.

2 0 )

二
、

进 行歌 器和 复杂 的 辨别 反应 后
,

不 同 患 者 的桔 果 变化 :

在 进 行歌 器 和 复 杂辨别 反应 后
,

对 不 同被贰( 其 中 包 括 健 康人 ) 重 复 做过 的 实睑
。

健

康人 后 两 次 的 实验 拮果 与 第一 次 的 相似
,

无 明显 变 化
,

只 有一 人在款 韶后 的 反应桔 果 由 第

一 类变 为第 二 类
。

患 者 则 表现 有一 定 变 化
,

从 表 3 可 觅
,

不 同症状 患 者
,

握 过款 韶和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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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杂 辨别 反应 后
,

第 一类人 数都 相应地 械少
,

第 二
、

三类人 数 具U相 对地增 加
。

淡 豁 后 二
、

三

类 各 增加 6 人 ; 复 杂辨别反 应 后
,

第 二类 增加 3 人
,

第 三类 增 加 n 人
。

从变 化 趋势 来 着

敲 韶 后第 二类 的 人数 增加 较 为 明显 ; 复 杂辨 别反 应后
,

第 三类 的 人数 增 加 较 为 明显
。

表 3 不 同 条件 下不 同 惠者 各类友 应的人数

人人 \

皿裁 类 别别 第 一 类类 第 二 类类 第 三 类类
一一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卖卖 欲条件件 症状援解解 症状动 摇摇
. J 叫 J 卜 、甲 口, ‘‘

症伏援解解
尸户 , 卜 门 吧 ‘ 去J ,,

定状活 跃跃 定状援解解 庄状 动 摇摇 底 状活跃跃址址址址址叭 子白 队队队 此布入为U播播播播播播

第第 一 次次 2 JJJ 888 666 III 夕夕 夕夕 111 l 000 1222

实实 骇 桔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歌歌 藉 后后 1弓弓 丁丁 弓弓 999 666 666 lll l 222 王666

卖卖 验 桔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复复杂 反应 后后 1 888 666 111 333 888 777 444 l 333 t 777

实实 徽 桔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不 服药 的 患 者
,

在 淡 韶 后 的 变化更 为 明显
,

原 来 属 于 第 一类 的 7 人
,

减 为 2 人 : 属于第

二类 的增 加到 7 人
。

进 行复 杂辨 别反应 后
,

变 化不 明显
。

三
、

患 者 与 健康 人在三次 实眺桔 果 中反 应情况 的比较 :

为 了 便 于分析 被贰 在三次实 输 中 的反 应 情 况
,

找 们以 在寸可种 条件 卜出 境第 一 类 反应

为标 准
,

对 实睑桔 果 进 行分析 ( 表 4 )
。

表 4 思者 与 健 康人 在不 同条件 下 出 砚 一 类友 应的 人 欲

变 化情况况 三 次 实骇骇 第 一次 实脆为 一类 反应应 敲韶 或复复 三 次实 脆脆 总
,

到

人人人 均 为一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杂辨别 反反 均无 一类类类

~~~ 一
_

数 \\\ 反 应应 歌韶后发发 复杂 辨别别 歌韶及 复复 应后 出现现 反 应应应
被被裁 - -

~ 一 泛么么么 生变化化 反 应后 发发 杂辨别 汉汉 一类 反 应应应应
生生生生生 变 化化 应后 均 有有有有有

变变变变变变 化化化化化

健健 康 人人 2 444 111 000 000 000 OOO 2 555

患患 者者 症状 援解解 1333 ))) 222 333 000

⋯⋯
2 ,,

症症症状动 摇摇 222 111 222 333 44444 2 布布

症症症状 活跃跃 000 III 222 333 ‘

}}}}}
2 多多

总总 补补 3 r ))) 2 333 555 3 333 1 0000

从 表 4 可 兑
,

三次 实验均 为 一类 反应 的 39 名 被贰 中
,

大 多数 为健康 人
,

症状援解 者次

之
。

三次 实肺均无一 类 反应 的 33 人 中
,

以症状 活 跃 者为 最 多
,

症状动 摇者次 之
。

第一 次

实 输为 一类 反应 的 23 人
,

在进行 歌 韶 或 复 杂辨 另l}反 应 后
,

变 为 二类或三类
。

不服蔚 患 者 的反 应
,

变化 趋 势 与 服病 患 者相 同
。 1 人 三 次实 睑均 为 一类反应 ; 7 人 三

次 实骇均 无一类 反应 ; 6 人第 一次 实睑 为 一类反应
,

后 两次实脸 中 出现 二类 或 兰 类 反 应
,

并 以 淡 韶 后 变化 最 多
。

四
、

服用 不 同 肺 量患 者 的筋单反 应实 赚桔 果 :

为 了探 尉 药 物对 实 肺桔果 的 影 响
,

我 们 除将 14 名 不 服药 的 症状 活 跃 患 者的 实 脸 精果

与服药 的 症状 活 跃患 者和 健康 人比较外
,

还将 服不 同 箱 量 的各 种 患 者的 第 一 次 实吩拮 果
、

进行 了 比 翰( 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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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服 不 同 药 且 患老 的 蔺辈 及 应实竣结果

___ \
_

_

___ l 一2 0 0 毫 克克 2 0 1一斗0 0 毫 克克 4 0 1一6 0 0 毫 克克 60 0 毫 克 以 上上

一一

介
时 简 (

缸
\ \ 、 、

‘””””””””””””””””””””””””””””””””””

被被拭 ~

一一~

~
\

、\\\

对弱声声 对 弦声声 对弱 声声 对强 声声 对 弱声声 对弦 声声 对弱声声 对弦 声声
--- ~ 一 一~ 一 一

~

乏
\\\\\\\\\\\\\\\\\\\

症症 状 援 解解 O
。

3 斗斗 0
。

2 666 (j
。

3 666 0
.

2 999 O
。

4 000 0
.

3 弓弓 0
.

4 444 硬) 3 斗斗

症症 状 动 摇摇 0 6 444 0 5 777 0
.

4 222 ()
.

3 555 U
.

任吕吕 0 3 8888888

症症 状 活 跃跃跃跃 0
.

6 222 夏) 4 66666666666

JJJ

总 平 均均 0
.

斗666 0
.

3 999 0
。

4 444 0 3 555 0
.

斗222 O
。

3 444 0
.

4 444 0
。

3 斗斗

从表 5 可 兑
,

服不 同药 量 患 者 的 实睑桔 果
,

差异并 不 明显
。

因此 我 们敲 为
,

药 物对 实

脸桔果 影 响 不大
。

射 箭

反应 时 简 的 研究
,

所以被 心 理 科学工 作 者重祝
,

不 只 是 因 为 通过 筒 单数 字
,

可 以 侧 量

出被 贰在 完成某 项二巨咋时 的 熟 拣 程度
,

更 重 要 的 是
,

可 以 利用 这些 筒 单数字
,

探 衬被贰 机

体 内部 的 复 杂过程
。

任何 刺激作 用 于 威官 后
,

必 填在 大脑 的 兴 奋达 到 一定 程 度 时
,

才能 使

运功 区 发 出 冲 动
。

大 脑兴 奋程 度
,

一 般 由 两 种 因素 决 定 : 一种 因 素 是 外界 刺 激 的 强度
。

张

刺 激 引 起 的兴 奋较 强
,

反应快 ; 弱 刺激 引起 的 兴 奋较 弱
,

反应 慢
。

另 外 一种 因 素 是大 脑机

能 状态
。

而大 脑机 能 状态
,

又决 定 于 大脑 神握 相 胞 的 兴 奋能 力
。

当 神翘栩 胞的 工作 能 力

处于正 常水 平 时
,

外 界 刺激 达 到 大脑
,

就 能 很 快地 按照 孩 度 观律
,

引起 大 脑 的 兴奋
,

拾 予 适

当 的反 应
。

如 果 大脑 神挫 糊 胞
,

处 于衰 弱 状态时
,

fllJ 中 等强 度 的 刺 激
,

对 它 就 是 超孩 刺 激
。

这时 引 起 的
,

不 是 兴奋
,

而 是 一定 程度 的 抑制 (保 护 性 抑 制 )
。

对 强 刺 激反应
,

反而 减慢
,

接

近 对弱 刺激 的 反应 速 度
,

出 现均等 相或 反常 相 的 时 相状态
。

当 大脑 神握 耙 胞兴 奋力 量 过

分 削 弱 时
,

lll] 不 管 刺 激 的 强 弱
,

都很难 引 起 较 强 的 兴 奋
,

反应 速 度 普遍 减慢
,

出现麻 醉相 的

时 相状态
。

因 此
,

当被 贰翰 入 及翰 出 系 就 没有器质 上 的 病变
,

而且 实输条件 控 制 严格
,

能

够 避免 偶然 因 素 的影 响 时
,

从不 同 被贰 对 同 一 刺激 反应 时 简 的 差异
,

或对 不 同 强 度 刺 激反

应 强 度 规律 的 明显 程 度
,

可 以 看 出大脑 兴 奋能 力 是 否 降 低
。

本实骇 拮果
,

除征 实了 前 人研 究 的 拮果 外
,

还 表 明 患 者大脑 兴 奋能 力
,

是 随 着 疾病 的

好礴 而逐撕提 高 的
。

当 患 者 自知 力 完全恢 复 时
,

反应 速度 郎 接 近 健康人
。

根据 患 者 的 三

类 反 应 拮果
,

可 相应 地将 患 者大 脑机 能 障 碍
,

分 为 三 类 : 第 一类
,

反应 时 简 短
,

张 度 规律 明

显
。

此类 患 者 的 大脑 普遍 性机能 障碍 可 能 已规 消失
,

并 恢 复 到 健 康人 的水 平 ( 如 症 状援解

者 )
。

也 可 能 尚 未恢 复
,

但“ 病点
”

仅被 限 制 在大 脑的 一 定 区域
,

并 在此 区 域 内 表现 出 它 独

特 的 时 相 状态
。

这种 状态 在我们 的 实肺 拮果 中
,

尚 未 能 反映 出 来
。

在 与 这 些 患 者接触 时
,

发 现 大部分 的 症 状较 筒 单
,

如 不 涉 及其 妄想 内 容
,

fllJ 言敲 举止 无病态 表 现
。

第 二类
,

反应

时 简 短
,

孩 度 规律 不 明显 或 反常
。

此类 患 者 ( 如 症 状动 摇者 )大 脑兴 奋力 量 有一 定 的 削 弱
,

处于均 等 相 或反常 相
。

第三类
,

反应 时 简 过 长
,

此类 患者 大脑 兴奋力 量 过分 削 弱
,

处于 麻

醉相 ( 如 症 状活 跃者 )
。

后 两 类 患 者 的 症状较 丰富
,

第 三 类 的又 更 为严 重
。

在严 格控 制 实 输条件和 舒 立实 输拮果 的分 类标 准 的情 况 下
,

精 神 分裂 症 患 者所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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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来 的 实 睑精果 的 多样 性
,

应 靛 是不 同 病理 过程 的 反映
。

关于精 神 分裂 症 病理过 程 的 复

杂 性
,

早在 1 9 3 0 年
,

巴甫 洛 夫 就 已 提 出 : “ 活 动 的 分裂 可 以 在 大脑 两半 球 上存 在
,

也 可 以

在好 几个 皮层 下 中 枢存在
。

我佣 很容 易 想 到
。

由于大 脑两 半 球的 比较 且大 及其恬 动 的 复

杂性
,

而不 同 于所 有其他 动 物 的人 类
,

会有种 种 的分裂 出现 ⋯ ⋯ 我 佣 已翘 能 够 在 临床 上
,

在 精 神 分 裂 症 患 者身
_

L
,

看到 一 些事实 征实了 我 自己 的 实硫 观察拮果
—

与 我 们 的催 眠

状态 相似
。 ” [ ‘]根 据 巴 甫 洛 夫的 观 点

,

我们 款 为
,

由 于精神分 裂症 妄想 型 患 者 的 大 脑机 能 障

碍 深 度 与广 度 的 不 同 而 引 起 催 眠 时 相 的 不 同阶 段
。

从 与 患者 进 行有关其妄 想 内 容 的 款 甜 后 的反应 拮果 ( 表 3
、

斗) 来 看
,

这些 患 者大 脑 中

可 能 存 在某种
“

病点
” ,

因 为在 进行 与
“

病点
”

有关 的 淡 韶 后
,

郎 引 起 了
“

病 点
”

的 兴 奋而 加 深

了 大 脑的 机能 障碍
。

至 于这 种
“

病 点 ” 的性 厦怎 样
,

还有待 于进一 步 研 究
。

为 了 敲实 患 者大脑 机能 是 否 削 弱
,

从增 加 负荷 和 进行 复 杂 的辨 别 反应 后 的反应 精 果

发 生 变 化( 表 3
、

4 ) 来 看
,

这 类 患 者 的 大脑机 能
,

可 能 存在某 种 程 度 的 削 弱
。

在 换 过 一段 紧

张 活 动 后
,

削 弱 的 程 度 有 明 显 加深 的现 象
。

由 以 上的分 析可 以 看到
,

增加大 脑 鱼荷 时
,

% % 的 健康 人均 未 引起 变 化
,

而 很 多原 来

没 有 明显大 脑 机 能 障碍 的 患 者
,

刻 出现 了 时 相 状态
。

症 状 越 活 跃 的 患 者表 现得 也越 明 显
。

应 敲指 出
,

在第 一次 实嗽 中
,

属于 第 一类 反应 的被 贰
,

进 行敲 韶 与复 杂辨 别反应 后
,

变

化情 况 并 不 一样
。

有 的 患 者在 改 韶 后 发 生变化
,

有 的 患 者在 复 杂辨BlJ 反应 后 发 生 变 化
。

这

可 能 与 患 者大 脑机 能 障 碍 特点 有关
。

属 于第 一 类 的 症 状援解 者在淡 韶 后 变 化 较多
,

而且

更 多是 向 第 二类 变 化 ( 表 3
、

的
。

这 可 能 是 由 于此类 患 者整 个大 脑 的 工作 能 力 已 初 步 恢

复
,

但
“

病 点
”

偷 未完 全消 失 的椽 故
。

而正 在 治 疗 的 症状动 摇 及活 跃 患 者
,

多 系 久 治 无效的

患 者
。

因 此
,

这 类 患 者 的 反应
。

大 部分 属 于第 三 类
。

而小部分 属 于 第 一类 反应 的 患 者 在 进

行 复 杂辨 别反应 后
,

更 多的 是 向 第 三 类 变化
。

这可 能 靓明 他 俏 大 脑机 能 的普 遍性障 碍 是

比较 明显 的
,

小 部分则 在 增加 神握 食荷 后 趋 向 明 显
。

我 们 从不 服药 的 14 名 患者 的 实喻 桔果 与 症状相 同 的 服 药 患 者 的 实输拮果 比 较
.

并 从

服 不 同药 量的 患 者的 第 一次实 验拮果 比 较 ( 表 引 来看
,

茹 物 对 实睑桔 果无 明 显影 响
。

小 桔

一
、

不 同 临 床表 现 的 精 神 分 裂 症妄 想 型 患 者
,

对 两 种 弦 度 刺 激 的反 应
,

校健康 人慢
。

其中 症状 活 跃者 最 慢
,

症 状动 摇 者次 之
,

症状援 解者较快
。

二
、

精 神 分 裂症妄 想 型 患 者
,

表 现 了 三类 反应拮果 :

第 一类
,

反应 时 简短
,

强 度规 律 明 显
,

标志 着 大 脑机 能 普 遍性障碍 不 明 显
,

此类 多 为 症

状援 解者 ; 第 二类
,

反应 时 简 短
,

弦 度 规律 不 明显
,

标志 着 大脑机 能 存在 障碍
,

处 于均 等 相

或反 常相
。

在此 类 中
,

不 同 病情 的 患 者
,

人 数相 差 不 显 著 ; 第 三类
,

反 应 时 尚关
,

标志 着 大

脑 机 能 障 碍较 严重
,

处 于麻 醉相
。

此 类 多 为 症状 动 摇及 活 跃者
。

二 认 进 行有关妄 想 内 容 的 款韶 以及 复 杂 的辨 别 反 应 后
,

大 部 分患 者 的 大脑机 能 障碍
,

都表现 出有不 同 程 度 的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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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A RA C T ER IST ICS O F T H E CE R EB R A L FU N CT IO N S O F

SC H IZ O P H R E N I CS A S SH OWN IN SIM P L E R EA CT IO N S

T O SO U N D ST IM U L I

1
.

E X P E R IM E N T O N PA R A N O ID P A T I E N T S

Su N e WE x 一e H E N ,

C H E N e F tJ 一s H 人N ,

L z H s xN 一 T I E N

1
.

Simp le r e a c t i o n s o f s e h iz o p h r e n i e s o f p a r a n o i d t y p e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c l i n i e a l p i e
-

t u re s ,

t o s o u n d s t im u l i o f t w o i n t e n s i t i e s w e r e s l ow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n o r m a l p e r s o n s
.

A m o n g t h e s e p a ti e n t s ,

t h o s e w i t h a c t i v e s y mP r o m s m a d e t h e s l o w e s t r e a c t i o n ,

th e u n s t a b l e

o n e s ca m e n ex t
, a n d t h e r e a c t i o n t im e o f th e r e m i s s i v e Pa t i e n t s w a s t h e s h o r t e s t

.

2
.

Sc h i z o p h r e n ie s o f t h e Pa r a n o id t y Pe s h o w e d 3 k i n d s o f c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i n s i mP l e

r e a c t io n :

(1 ) Sh o r t r e a c t i o n t im e w i t h o b v i o u s r e g u l a r i t y i n a e e o r d a n c e w i七h i n t e n s i ty

o f t h e s t im u l u s
.

Th i s m ig h t b e t h e in d i e a t i o n t h a t th e g e n e r a l d i s t u r b a n e e o f c e r e b r a l

f u n e t io n w a s n o t s e v e r e
.

T h e s e w e r e m o s t l y p a t i e n t s i n r em i s s i o n ; (2 ) Sh o r t r e a c t i o n

t im e w i t h n o o bv i o u s r e gu l a r i t y i n a e c o r d a n c e w i t h i n t e n s i t y o f t h e s t im u l u s
.

Th i s w a s

ev i d e n t ly a n i n d i e a t i o n o f c e r e b r a l f u n e t i o n a l d i s t u r b a n c e i n a n e q u a l i z a t i o n p h a s e a n d
a p a r a d o x ic a l p h a s e ; (3 ) L o n g r e a c t io n t im e

.

Th i s i n d ie a t e d s e r i o u s f u n c t i o n a l d i s t u r -

b a n c e o f t h e n a r e o t i c p h a s e
.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a e t i v e a n d u n s t a bl e sym P t om s b e l o n g e d t o t h i s

g r o u P
·

3
.

A f t e r t a lk in g a b o u t m a t t e r s r e l a t e d t o p a r a n o id d e l u s io n s , o r a f t e r p e r f o r m i n g

x
,

f f

x

a c omPle di ser imi n a t io n r e a e t io n te st the ee r ebr a l u n e t i o n a l di st u rban e e in mo s t o t he

Paden t s became mo r e sev e r e in v a r io u s e t e n t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