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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精神分裂症患者平稳追踪眼动的特点
,

从 生理心理学的观点 进 行 了

探讨
。

记 录用眼电位图加 以表示
。

研究表明
�
�� 本病患者的平稳追踪眼 动

,

主

要以正弦波崎变或缺 失为主
,

标志 着患者有严重的追踪眼动障碍
。

�� 不 同病期

和临床表现的患者
,

追踪眼动异常无显著差异
。

�� 困难的眼追除
,

提示本病总者

有明显的视觉认知障碍和某种程度的注意缺陷
。

文中并就本病的发生机制进行

了一些探讨
。

�� 药物时实验结果有一定影响
,

但并不能改变疾病本身 某 种固有

的病理特征
。

当两眼追踪一个运动着的目标时
,

眼球可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运动
�
缓慢的 平 稳追

踪眼动 ���
。

�秒以下�和快速的跳动性眼动 �可达到� � �
“

�秒以上�
,

如果一个目标在眼前作

左右来回的运动
,

当正常人注视这个目标时
,

除偶尔为了纠正眼位而出现
“

跳动性眼动外
” ,

眼球是保持着平稳追踪运动的
。

这两种类型的眼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神经抓构参与
。, ,

彼此

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抑制
,

通过眼精细的神经肌肉调节
,

从而构成完整的视觉认知活动
。

小

脑
、

脑干等币枢神经
�

系统疾患
,

可使追踪眼动机构受到损伤
,

而呈现不同程度的眼 追 踪运

动障碍帅
。

精神分裂症患者平稳追踪眼动的研究
,

最早起源于��
� �� � ���伽 � �� �� 氏 ���  !年�的

工作
。

’

近年来� � , � � ��
,

等�� 一的
、

� �� � ��
“
等

〔�� 
,

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

进一步确认精神分裂症

患者普遍存在着明显的追踪眼动缺陷
。

他们从注意或其脑机能障碍的角度对本病患者平

稳追踪眼动障碍所反映的病态及其发生机制作了一些研究
。

本文试图探讨不同病程发展阶段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平稳追踪眼动的特点
,

明 确 追踪

眼动和临床特征的关系
,

并为临床及深入研究本病的发生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

一
、

方法与对象

�一� 实验条件

实验在微暗的房间
,

并且在较安静的条件下进行
。

实验仪器由刺激呈现与记 录 两个

部分组成
,

刺激呈现部分是本所 自制的
,

在长方形木箱侧面的中心部位
,

有一宽 � 厘米
,

长

�� 本文于 ��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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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米的缝隙
,

内有一红色视标
,

呈水平运动
,

往返速度为
�

�
�

� 赫 兹 �由曝光定时器控制时

�� !
,

视标运动振幅相当于视角��
。

〔至左右两尺为��
,

��
,

运动距离为�� 厘米
。

记录部分为国

产
、

� �
一

�� � 型八道脑电图记录低 将去极化电极安放在外既外方约 � 厘米处
,

无关电极

丫

放在前额中央部
,

�

通过单极或双极导联连接到脑电机
,

利用角膜和网膜之间的 电位差
,

即

可记录下眼球随视标水平运动的眼笔位变化�通常眼位移��
·

可产生 �毫伏的电位变化�
。

第一导联为实际的双眼运动
,

。

第二
、

三导联分别为左
、

右两侧的眼球运动
。

眼电图 曲线向
’

上的代表向右
,

向下的代表向左
。

记赤时间常数为 � 秒
,

增益
�

� �� 微伏�� 毫米
,

纸 速 � 毫

米 �秒
�

,
�

户
、‘

一 ,
‘

�

�二� 实验步骤
’

被试坐在距视标 � 米远的靠背椅上
,

欢眼与视标处于同一水平
。

’

实验开始前
,

首先让被试充分了解实验内容和方法
。

要求被试在追踪视标时
,

头部保

特不 动
。

让被试练习若干次
,

观察他是否在真正注视和正确追踪视标
,

待被试掌握实验要

领后
,

闭目休息片刻
,

然后让被试注视一固定的红色视标 �一 �� 秒
,

记录其固视微动时的眼

动变化或注视性眼震
。

正式开始实验时
,

开动刺激呈现部分
,

同时记录被试眼球随视标在

复追踪运动轨迹
。

’

主试要密切观察被试的眼动
,

不断提醒被试
“

头不要动
,

两眼盯住目标
,

跟着它运动
”

�言语性注意提示�
,

以促成被试保持高度注意状态
,

认真地进行追踪
。

检查共

进行 �� 一 �� 个周期
。

�三� 对象
� �

�

被试为 ���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
,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 一 � �岁

。

根据其临床表现分为

四类
,

其中症状活跃者 �� 人
,

部分缓解者�� 人
、

症状迁延伴有不同程度人格缺损者�� 人
、

临

床缓解者� �人 � 多数病程在两年以上
,

都经过住院治疗
。

检查期间均在服用氯丙嗓等抗精

神病药物
,

但所有病例近期内均未服用过 巴比妥类药物
。

正常对照组�� 人
,

男 �� 人
,

女 ��

人
,

年龄 �� 一 �� 岁
,

无阳性精神病家族史和神经系统疾病
。

正常人和患者两组被试均无严

重的视网膜病变等眼内疾患及显性斜视
。

为探讨药物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

还 对

� �名未服抗精神病药物或长期停用抗精神病药的症状活跃患者进行了对照实验
。

�

二
、

实 验 结 果

�一� 平稳追踪眼动的分类

平稳追踪眼动的眼电图类型大体上是参考 了 � �� ���� 等�� �了�年�“的四阶段分类法

划分的
。

取每个被试前 �� 个平稳追踪眼动波形逐个进行分析
。

将水平方向的追踪眼动类

型根据在眼电图上的波形特征大体可分为如下四型 �见图 � �
� �

一
、

类波
�
为正弦波曲线

,

波形曲线光滑
、

平稳
,

振幅与时间周期不变
。

二
、

类波
�
类似正弦波

,

在基本正常的曲线上叠加振幅大小不一的眼震或振幅小的快

速眼动�频率不大于每秒 � 次�
。

“
’ �

三类波
�
正弦波畸变

,

正弦波形状发生部分改变
,

有较明显的大振幅眼动和大的速度

租抑
。

四类波
�
正弦曲线缺失

,
�

波形大小
、

振幅及时间周期紊乱
,

正弦波形完全缺失
,

被试完

全不能追踪视标或停止追踪视标
。 �

�
� ’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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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波

八才凡气代八
二类波 �户�

,

厂冲八了�价
三类波

四类波 ‘

丫� � ,

丫

图 �

草是�

平稳追踪眼动的分类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正常人的比较

�
�

各类眼动波形出现次

数的分析
。

将被试追踪眼动波

形按以上分类标准划分
,

则 发

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类眼动波

形次数的分布与正常人有明显

差异
。

如表 � 所示
,

正 常 人以

一类波出现次数为最多
,

占正

常人波形总数的 ��
�

�拓 �
其 次

为二类波 ���
�

�拓�
,

三类
、

四类

波最少飞仅占总数 的 ��
�

�多
。

精神分裂症息者与正常人各类眼动波形出现次数的比较

又之� � � 望 别 � 正 常 人
�

� 精神分裂症患者

彼形分扩
、
之 果 �

�

波 数 � 升率书 �
一

波 数 �
一

百分率多

一 类 波 �
� � �

�
�了

�

�

�
� 了�

�
� �

�

�

二 类 波 � � � � � � �
�

� � � � � � � �
�

�

三 类 波 � � �
’

�� � � � � � � � 
�

�

四 类 波 � � � � �
�

� �
’

� �  � � �
�

�

一二一二一 �
’�。

�
‘��

�

� �� �� � ���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三
、

四类波的出现次数最多
,

占总数的 ��
�

�多 � 其次为二类波 �� 
�

�拓�
,

一类波最少���
�

�州�
。,

�
�

各类眼动波形人数的分析
。

根据以上四种眼动波形 的划分标准
,

将被试 追踪眼

动的反应结果分为如下三类
�

� � � 良好型
�
一类波超过波形总数��� �个的半数以上 � � 个以上�

,

振幅大 的 眼跳
�

不超过 � 个
。

�� � 普通型
�
二类波超过波形总数���� 个的半数以上 � � 个以上�

,

振 幅大的眼跳

不超过 � 个
。

� � � 不良型
�
大眼跳超过 � 个

,

不能追踪超过二次以上
。

现将被试追踪眼动的反应结果列表 � �

从表 � 所见
,

二五常人追踪眼动反应大部分为良好型 ���
�

�界�
, ,

普通型较少�� 
�

�男�
,

不良型最少���
�

�乡石�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反应大部分为不 良型 ���
�

�书�
,

良好 型 极
·

少

��
�

�多�
。

统计结果表明
,

患者各型眼动波型人数的比例与正常人有着明显差异��� �
�

� ��
。 、

�三 � 追踪眼动类型与临床特征关系

根据临床表月三与病期的不同
,

将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症状活跃
、

临床缓解
、

部分缓解
、

症状迁延伴有不同程度人格缺损等四组
,

并进行对照比较
。

如表 � 所见
。

四组病 例 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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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追踪眼动的三类反应结果中的人数分布

礁
�着瞥

正 常 人 精神分裂症患者

百分率拓 百分率拓

�叹助��‘��

通孟����

��几

民��胜���不
�卜��‘

��������

���八�
‘�二

良 好 型

普 通 型

不 良 型

总 计

� �
�

�

� � �

� �
�

�

� �
�

�暇���

�任

表 � 不同病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类眼动波形出现次数的比较

临床缓解组 部分缓解组 症状活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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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波波计类类类类一二三四总

型眼动波形出现次数的分布比例上
,

除临床缓解者 (一类波占27
.
6多

,

三
、

四类波占33
.
4男)

外
,

一类波出现次数均较少
,

而三
、

四类波较多
,

各组间差异水平经 F 考 验 不 明 显 (P >

0
.
05 )

。

同样在各类眼动波形的人数分布比例上 (见表 4 )
,

四组患者都毫无例外地 表现出

一个共同的趋向
,

均以不良型为主
,

普通型次之
,

良好型最少
。

其组间差异亦未达 到 显著

表 4 不同病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三类反应结果中的人数分布
一

、卜\ 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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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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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

以上结果证明
,

追踪眼动异常并不因病期
,

临床症状以及疾病严重性的

不同而有明显变化
。

‘ .
一

:

‘1

(
四) 药物与眼动类型的关系

。

为探讨药物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

我们曾对2全名不服抗精神病药物的症状活跃 患 者的

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

发现(见表 5 )在各类眼动波形次数的分布比例上
,

未服抗精神病药

物患者的四类波要高于服药后的症状活跃患者
。

相反
,

二类波又少于后者
。 _

两组问 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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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服药组与未服药组精神分裂症症状活跃患者与正常人各型眼动波形出现次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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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 (F < 0
.
01)

。

可是两组患者与正常人相比
,

其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P< 。
.
0丈)

。

两

组患者三
、

四类波均较正常人多
,

而一类波又远逊于正 常人
。

三
、

讨 论
’

( 一) 精神分裂症患者平稳追踪眼动的特征

早在1908年D ie f
endor 卿Dod g

e就用角膜光线反射直接照像摄影的方法 ,

发现多数精

神分裂症患者追踪钟摆运动时存在着眼追踪缺陷
。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过多

的注意
,

直至 197 3年壬加lz m all . 用眼电图的方法
,

精确记录到患者追踪眼动的动态变化
,

确认了D ie fen
d or f等的研究结果后

,

才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
,

其后H ol
zm an 帕 等

、

s
ha

g as

s

等(
10, 、

B
r e z

i
n o v a

等
〔“ , 、

中安等
〔3 , 、

武内
“ ,。 、

杉江等(
‘,
分别用视标数字识读法

、

视标形态辨

别法
、

视标光点闪光法
、

言语注意提示法
,

在追踪运动中同时让被试进行心标或 进 行 1 小

时以上的长时间追踪运动
,

或用大脑诱发电位和追踪眼动的相关研究等各种不同 的 方法

和实验条件进行眼电图观察记录
,

也无论是用定性或定量的结果分析法
,

都毫无例外地发

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实普遍存在着追踪眼动缺陷
。

由于条件的限制
,

本实验的仪器
,

方法

及资料分析与上述研究不尽相同
,

但结果却大体相似
。

我们发现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追踪

眼动方式 虽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

但就整体来说
,

以正弦波畸变或缺失的三
、

四类波最多
,

而

规则的正弦波极少出现
,

这和正常人以规则的正弦波为主的眼动特征有着明显的 差 异
。

由此更进一步证明追踪眼动障碍是本病患者带有普遍性的神经机能缺陷
。

此外
,

本实验还发现
,

症状活跃
、

临床缓解
、

部分缓解
、

症状迁延伴有不同程度人 格 缺

损等四组临床表现和病期不同的患者
,

无论在各类眼动波形出现次数或其人数的 分 布比

例上差异都不大
。

标志着追踪眼动缺陷与患者的症状
、

病期
、

疾病的严重性似无 多大 关

系
。

Ho

, “m an 等(7t8)
、
‘扣安等叻 也有类似的报道

。

结合服药后的患者追踪眼动依然表现岑
相当恒定性的障碍

,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本病患者所固有的一种病变素质
。

H ol
z

m

a n 等肠
.

发现
,

本病患者的直系亲属多半也有眼追踪缺陷
。

为此他们推测患者追踪眼动的支配机构

中可能存在着一种 可以通过遗传传递的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力(Sc hi zo ph
r
en ic Po tell t丘a1 )

。

临床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复发率极高
,

本病患者的亲属
,

尤其是近亲也有较高的精神分裂

症发生率
。

以上事实提示追踪眼动的实验性探讨对于精神分裂症疾病学的研究有着重要



期 宋维真等
:
精神分裂症患者平稳追踪眼动特点的研究

萝

意义
,

同时有可能成为一项较好的遗传学指标用于本病防治的研究
。

这就有待于今 后 更

多的实验研究来证实
。

(二 ) 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眼动异常的成因

精神分裂症患者眼追踪障碍反映什么样的病态及其发生机制
,

目前还不太清楚
。

众所周知
,

眼球运动在视觉认知中起着重要作用
,

要正确认知一个运动着的客 体
,

眼

球必须运动
。

眼追踪运动实际上是构成视觉认知基础的生理学过程
,

显然
,

平稳追踪眼动

检查本质上就是一种追踪运动客体的视觉认知检查
。

武内(1980)
〔
翩 根据大脑诱发 电 位

和追踪眼动相关的研究推测
,

基于知觉
—

运动反馈机构的作用
,

眼球才得以保持对运动

客体的不断认知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追踪眼动特征
,

表明患者的该反馈机构存在着 严 重

缺陷
,

以致造成对运动客体认知异常
。

结合本实验结果
,

我们认为本病患者连完成这样简

单的认知检查都有困难
,

可以设想复杂的视觉认知机能无疑会有更严重的障碍
。

而 且 很

可能参与视觉认知的中枢存在着缺陷
,

从而提示
,

可能这一障碍是形成异常追踪眼动类型

的重要原因
。

Sh ag
as

s

等c10
〕、

H ol
z

m

a n 等. 指出
,
随意性和不随意性注意机能低下很可能为精神分

裂症患者眼追踪障碍的直接原因之一
。

可是经用注意唤起法后
,

患者与正常人依 然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l0
, ,

此外尚有不少患者追踪眼动异常仍难以改善帕
。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
尽

管每个患者在检查中都给予言语提示
,

最后仍表现有明显的眼追踪困难
。

为此我们 认 为

注意过程只能起到部分代偿作用
,

而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和抑制机能障碍才是主 要 的
。

近年来的实验研究 已肯定了这一点川
。

S
ba

g as

s

等事实上也承认了上述这一看法
。

已有的神经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指出
,

桥脑内侧的网状结构是直接产生水平眼 动 的核

上神经组织结构‘川;从桥脑网状结构至眼动神经核的运动神经元有直 接 (单 突 触 性) 经

路卿
;
桥脑网状结构旁正中带作为眼动系(平稳追踪眼动和跳动性眼动)的决定性 共 同经

路起着重要作用卿;水平眼动的信息控制可能在桥脑网状结构中
。

电刺激猴的桥脑 网 状

体旁正中带可产生正弦波形
,

阶梯波形的眼动.
。

临床研究也发现小)J& 或脑干损 伤 尤 其

是桥脑网状结构病变的患者多数可以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的正弦波畸变或缺失

的追踪 眼动类型帕
。

根据上述神经生理学的基础研究和有关临床研究
,

结合我们的 实 验

结果似乎可以设想;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眼动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患者 脑 干网

状结构有一定缺陷
,

至少在调节机能上
。

随着追踪眼动系统的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的逐渐阐明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追 踪眼

动异常究竟反应什么样的病态
,

它的障碍部位及其成因‘相信最终会得到圆满解决
。

深信

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本病追踪眼动的特征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阐明本病的

发生机制
。

(三)药物与眼动类型的关系
‘

我们由未服药的24 名症状活跃患者与症状相同的服药患者实验结果的对 照七匕较 表

明 ;药物对结果有一定影响
。

服药后的一“些患者眼追踪障碍可得到一些改善
,

这与
一

国外一

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

如 H ol
zm 么沪

〕 、

中安等. 认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与不服用

药物的患者追踪眼动并无多大差异
。

尽管这一差异尚待更多病例的实验研究加以 澄 清
,

但本病患者无论服药与否与正常人的追踪眼动相比
,

所表现出的恒定性差异
,

证明这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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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主要并不是药物的影响
,

而是疾病本身的某种固有病理特性引起的
。

四
、

小 结

(1)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着与正常人明显差异的追踪眼动特征
。

( 2 ) 不同病期和临床表现的本病患者追踪眼动障碍无 明显差异
。

(
3

) 文中从视觉认知和注意障碍的角度对本病患者追踪眼动异常的成因及本病的

发生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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