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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认知功能

认知功能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反破客观世界的各种心理功能，它包括感知觉、记

忆、思维和想象等方面，彼此都有密切联系。 ：司

1．1老年认知功能的特点和变化规律

成年后，机体随增龄而发生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心理功能电随之变化，这就是年 ”l

老化，记忆和智力也不例外。过去传统的悲观论点虽认为记忆和智力随年老而减退是不 警1

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要分清老他的性质，观察是哪一方面功能减 司

遇，认识其老化的特点和变化规律。这样，老年人不致为忘记一件小事而烦恼，相反，能正 j

确面对这些变化，泰然处餐。有些疾病会影响记忆和智力，产生病理性老化，这与正常年 』

老化的性质、表现和程度都不同，必须区别对待。 j

1．1．】记忆的年老化

(1)正常年老化：老年人记忆随增龄而发生变化，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属于生理性变化

可称为正常年老化。它虽然也会给老年人带来不便，但一般来说，对他们的工作、学习和

日常生活均无很大影响，而且采取措施，可以加以改善。老年人的记忆有以下特点：

①初级记忆保持较好，减退较晚，次级记忆减退较早，较明显；

②再认能力保持较好，回忆能力较差；

③意义记忆保持较好，减退较晚，机械汜忆减退较多，出现较早；

④日常生活记忆保持较好，减退较晚．实验室i己Jk减退较多，出现较早。

研究结果提示，老年人记忆减退可能由于信息编码储存和提取困难的相互作用所渣 ]

成。记忆的个体差异很大，‘i个人的文化程度，职业、个性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在记纭-

减退出现的早晚、快慢和轻重方面差别很大。此外，记忆碱退晚的方面可弥补减退早的方

面，使老年人的记忆基本保持正常。

(2)病理性老化：在老化过程中伴有疾病丽引起，属于异常的老化，它往往是临床上莱
’

1

些疾病较早出现的症状，如老年性痴呆表现明显的记忆障碍，程度严重，危害极大。醒：
的正常年老化和瘸删性老化有时难以区分，尤其在疾病早期，难蹦鉴别老化的性质，只春0；

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f|矗j床I。定期检查，才能及早诊断、治疗。 ．．

， d

1．1．2智力的年老化

智力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和改造客观事物的各种能山的总和，其结构十分复杂，主要：

包括注意、观察、想象、记忆、思维、实践操作和社会适应等方面能力的有机综合。 ～?：j

(1)正常年老化：智力足吾随年老而减退，对此曾有争论，看法不一，由于学者们螽鹾
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丽得也I：硝的结论。要看到智力的不同方面年龄差异是不同的，载妇

成浚具体分析是智，J的哪·力面减退，丽不应笼统地说老年人智力减退与否。有学老将

智力归纳为两类，即“晶态智力”和“液态智力”。“晶惫智力”主要是后天获得孵，宦与知

一旃。一



识、文化和经验的积累有关，例如知识、词汇和理解能力等。成年后，这些能力非但不随增

龄而减退，反而有所提高，直到七、八十年才出现减退。而“液态智力”主要和神经的生理

结构和功嚣有关，例如：注意力、反应速变和思维敏捷度等。成年后，这些能力随增龄而减

退较快，出现较早。所以不应笼统地说智力随年老而减退，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晶态智力”可以滋补“液态智力”的减退，而使老年人的智力基本保持正常。

(2)病理性老化：在老化过程中伴有疾病而引起，属于异常的老化。如果五六十岁的

人智力突然明显地全面减退，这意味病态表现。临床上最常见的是老年性痴呆，认知障碍

严重，危害极大。

智力的发展和保持个体差异很大，与个人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和个性等因素

有关。如果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坚持用脑、乐观开朗、智力是可以保持

正常的。

1．2老年认知功能的可塑性及其储备能量

过去传统观念认为人过五十，记忆和智力逐步减退，衰老不可抗拒，也是不可逆转的，

只能听其自然，因而使老年人消极悲观，失去自信。七十年代开始，毕生发展观的出现改

变了传统观念，认为人在一生中，心理发展并非单向的，它始终包含两个复杂而相互联结

的动力学过程，即生长(获得)和衰退(丧失)双重过程，其中有较大的变异性和可塑性，这

为延缓认知功能老化和改善认知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认知功能可逆性是指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如策略训练)，认知功能得到改善的特性，

它在老年期依然存在。认知功能的储备能量是指通过干预箍提高的这部分能量，这是潜

在的后备能量，体现了可逆性。

下面列举我们进行的两项研究：

①策略训练对改善字词记忆的作用研究：

采用归类法、联系法(将字组成词或成语)和制造联想法(将无关联词对，通过联想产

生联系)，进行策略训练，使老年组字词记忆成绩提高，可达到未训练的青年组水平。

②“位置法”训练对改善字词和图形记忆的作用研究：“位置法”是一种利用熟悉的地

名，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的高效记忆法。结果表明：训练后，各年龄组成绩均明显提高，其

中老年组可提高5倍，达到甚或超过来训练的青年组。但是当任务难度加大，字词呈现速

度加快时，老年组成绩提高很少，与青年组差距加太。这表明可逆性是有限度的，老年认

知储备能量已有下降。因此老年人在学习或解决困难任务时不宜操之过急，而应切合实

际，从容学习。

1，3延缓老化，保持正常的认知功能

老年认知功能的减退直接与大脑功能有关，因此首先要重视脑功能的锻炼，多学习、

勤于用脑是健脑的关键。老年人要会采用一些策略来进行学习、记忆和思维，可提高其成

绩。此外，老年人要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营养，采取措施预防老年瘸的发生(如高

血压、冠心病等)，因为很多老年病直接会影响脑功能。同时还要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这对大脑功能也会有利。我们的研究比较了坚持锻炼和不锻炼的老年人，前者不仅身

体健康．而且记忆力也好于后者。

2老年心理健康

2．1心理健康的内涵心理健康是指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健康，它包括自我认知和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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