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21611　科研方面　包括调拨一定经费开展衰老及老年病的基

础和应用性的战略研究项目; 各国政府要对本国的人口结构, 流

行病学, 社会、健康、经济后果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 制定明确及

行之有效的政策及规定; 鼓励对衰老进行跨学科及多层次的科

学研究; 对老年人群工作的专业人员培训及教育, 提高技能及科

学方法。

21612　教育方面　包括对各年龄段人群开展普遍教育, 消除

对衰老的意见, 负面影响及陈旧观点。利用新闻媒体向社区广泛

宣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 老年人应自我教育, 增强自理能力, 发

挥智力才能; 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教育与培训。

21613　政策实施方面　包括对老年人的各项政策应有良好的

科学及人道主义的根据; 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通过

研究、建立改善生存质量的实际措施; 充分重视心理、社会、文化

教育、经济状态及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 开展服务, 鼓励与

支持老年人建立各自的生活方式, 以便保持和改善健康状况; 认

识并提供家庭及社会对老年人的支持; 制定老年人自选生存环

境为目的的健康保健制度。

我们呼吁在科研、政策、教育、培训及实施各方面采取紧急

行动, 在“国际老年人年”实施走向一个“不分年龄, 人人共享”社

会的全球性行动计划。所有从事老年人工作的政府官员, 国际组

织和研究机构都将是老年学家中的一员, 确保人类健康走向新

世纪。我们面临着挑战, 面临着考验, 面临着未来, 面临着更美好

的 21 世纪。

〔1998207219 收稿　1998209220 修回〕

(编辑　牛铁兵)

老年记忆障碍与前额叶功能

杨炯炯　匡培梓1　管林初1　翁旭初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1　指导者

作者简介: 杨炯炯, 女, 28 岁, 医学心理学硕士, 现在中国科学院心理

所攻读生理心理学博士学位

匡培梓, 女, 研究员, 博导, 主要研究学习记忆的脑机制

　　额叶是大脑发育中最高级的部分, 它包括初级运动区、前

运动区和前额叶 (p refron tal co rte, PF) , 其中 PF 与认知功能关

系密切。前额叶又分为眶部、背部、内侧部和外侧部, 其中眶部

和内侧部、背部和外侧部的结构和功能较为接近。

PF 与大脑其它区域有着密切关系。PF 和所有的感觉区都

有往返的纤维联系, 其眶后部和腹内侧部有投射到海马旁回和

海马前下脚的纤维, 组成了内侧颞叶2间脑系统的一部分; PF

与纹状体、杏仁核、颞叶、枕叶和顶叶等脑区的联系也很密

切〔1, 2〕, 因此, PF 与多种感觉信息的加工、记忆、思维及情绪等

脑的高级功能有关。从细胞水平来看, PF 神经元具有多感觉性

质, 它们参与多种信息的加工; 同时, PF 神经元具有柱状组织,

表现为功能异质性, 如一些 PF 神经元在延缓反应的延缓期放

电明显增加, 而另一些神经元对行为的其它特性更为敏感〔3〕。

PF 神经元的这些结构和功能上的特点是其在记忆中起重要作

用的神经基础。

行为研究也证实 PF 与记忆功能有密切关系, 包括工作记

忆、源记忆、顺序组织、前摄抑制释放 (P I) 能力、抑制无关信息

的干扰、元记忆、组织和计划有意识的活动、问题解决等〔1, 2〕。

W est〔4〕认为 PF 的功能包括: (1) 工作记忆; (2) 期待性记忆, 依

据工作记忆对相应的内外线索反应; (3) 控制干扰, 抑制与任务

无关的表征; (4) 抑制优势反应, 使行为不受先前反应或主要的

环境刺激影响。功能 (1) , (2) , (4) 由背外侧前额叶 (dPFC ) 支

持, 功能 (3)主要由 PF 眶部或内侧部完成。W est 的这一观点可

以说明一些与前额叶有关的行为特点, 如选择与任务相关的信

息, 将语义和时空信息结合成稳定的记忆痕迹, 计划、组织复杂

行为等, 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与额叶有关的老年记忆功能障碍

记忆障碍是正常老年人的常见主诉, 老年人的再认和回忆

等测验成绩均较年轻人低。但不同形式的记忆下降并不一致,

老年人的外显记忆下降大于内隐记忆; 在外显记忆中, 再认成

绩又好于自由回忆。老年记忆障碍与前额叶受损、内侧颞叶受

损的表现有许多相似之处, 其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老年记

忆力下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关系〔5～ 7〕, PF 参与的记忆功能比其

它脑区, 如内侧颞叶系统支持的记忆功能更早下降。一项研究

证明, 在 12 项测定 PF 功能的测验中, 平均年龄为 56162 岁的

被试有 10 项比 27171 岁的成绩差〔4〕。

111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又称短时记忆, 它的作用是在编码

和提取时暂时保持信息, 因而在学习记忆等高级认知活动中起

重要作用。测定动物记忆能力常采用延迟反应、延迟转换反应

和延缓不匹配任务 (DNM S) 等。研究表明, 老年动物的延迟反

应成绩降低, 老年鼠在DNM S 作业中与额叶受损的大鼠表现

相似。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其工作记忆容量减少, 工作记忆

能力下降。K irasic 等〔8〕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 对 398 例老年人

的神经心理学测验进行统计后认为, 老年人学习能力是因为工

作记忆容量减少和信息加工速度减慢所致, 前者又是后者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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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指出, 工作记忆主要与前额叶有关, 因此老年工作

记忆能力下降的神经基础在前额叶〔9〕。一项 PET 研究发现, 在

完成位置匹配时, 老年人比青年人在枕叶外的区域如 PF、顶叶

的下部及内侧部的活动明显增多, 提示老年人的枕区活动效率

下降, 工作记忆容量减少, 因而加工信息则可能需要比年轻人

更多的脑区参与〔10〕。

112　源记忆和记忆的顺序组织　老年人对刺激的内容和线索

的回忆能力是不同的, 其源记忆发生障碍〔11, 12〕。源记忆是指对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线索信息的记忆。老年人可以记住某

一刺激, 但与年轻被试相比, 他们对刺激的颜色、字体、声音等

知觉特性、刺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它线索的回忆率下降。一

项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将有关的实验进行综合统计, 结果提

示, 老年人对线索的回忆成绩低于对事件本身的回忆, 与刺激

相关较大的线索回忆要好于那些相关较小的, 如对颜色的回忆

要好于对视空线索的回忆〔13〕。至少有三种原因造成了上述结

果, 老年人的注意分配能力降低、工作记忆下降及对无关刺激

的控制能力下降。在有多个外部线索时尤其需要工作记忆的参

与, 以使它们与事件内容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有学者认为, 对事件的内容和线索的加工分别由不同的脑

区所中介, 内侧颞叶系统主要加工事件信息, 而 PF 与线索的加

工相关较大。相关研究也表明, 额叶受损的病人对事件线索的

回忆下降, 而老年人与之有相似的特征〔8〕。C raik〔11〕的研究还表

明, 老年人对线索回忆的线索下降与W CST 成绩明显相关, 并

且与内侧颞叶的功能分离。

与源记忆相似, 老年人在顺序组织词、图形或活动的任务

中受损。给老年人呈现两组刺激, 测验时要求他们判断呈现的

词或其它刺激哪一个是较近期见过的, 他们的成绩与正常年轻

人相比差异显著; 或者要求老年人按顺序回忆刚才见过的刺激

时, 他们的成绩也较差, 而相应的再认和自由回忆成绩可能接

近正常〔19〕。老年人完成这类任务时与 Ko rsakoff 症病人 (KS)有

相似的特点。给 KS 病人及对照组被试呈现 1940～ 1985 年间发

生的 15 个重要事件, 然后要求他们顺序回忆出来, 结果 KS 病

人的成绩较差, 但再认和回忆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明显差

异〔5〕。

113　控制干扰的能力　老年人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也减弱,

研究表明, 老年人的 Stroop 效应较大, 这提示老年人对先前的

优势反应不能很好地控制, 以较快地转换行为方式。另一些学

者采用从前摄抑制 (P I)中释放的实验范式, 给被试呈现相同或

不同类别的词表, 在每一词表呈现后要求他们回忆, 相同类别

的词表间会有干扰, 但若词表间类别不同, 被试的回忆成绩要

增高。与额叶受损病人相似, 老年人的 P I 释放能力下降, 他们

抑制先前学习过程的词表的能力较低, 语义类型转换较慢, 如

延迟反应、DNM S 等。Sh im am ura〔1〕认为, PF 对其它部位的信

息加工具有抑制门控作用, 实验也证实动物后皮质区活动减少

与 dPFC 的活动增多有关。但有研究表明, 海马受损被试的 P I

释放能力下降更为明显〔5〕, 因此 PF 与内侧颞叶系统在这项能

力上是否相互独立尚待研究。

114　策略运用及对记忆的监控　当回忆需要一定的策略参与

时, 老年人的测验成绩比年轻人低, 如回忆非组块词表、低频词

时。一项实验采用 3 组实验材料, 非相关的词表、相关但顺序是

随机的词表、使用组块的词表, 要求老年人和额叶受损病人回

忆, 结果表明, 老年人学习词表的能力中度受损, 尤其是那些需

采用策略的测验, 如未使用组块的词表, 这和额叶受损, 尤其是

右侧额叶受损病人的表现较为一致, 提示老年人的自我组织能

力下降, 不能运用恰当的策略去完成任务〔4〕, 而这种功能缺陷

与 PF 功能下降的关系较为密切。

元记忆是对于自己记忆和策略的监控能力, 元记忆的测定

常采用知道感判断, 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研究, 如要求被选择

合适的记忆策略、预测自己的行为、高频估计实验、测验被试的

日常生活记忆等。老年人的元记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他们对自己记忆的估计偏低, 自信程度减少, 但有关的结果不

太一致, 可能与测验方法的敏感性有关。PF 受损的病人在回忆

不出来时, 要求他们判断若给出线索, 自己能回忆出来的概率,

结果他们的估计也较低, 虽然他们在其后给出线索后的回忆率

与年轻人差异不明显〔5〕。

总之, 有些额叶测验成绩与老年人记忆成绩明显相关, 老

年人记忆功能下降表现为与 PF 受损相似的特征。近年来, 脑功

能成像技术已应用于年老化的研究, 这对老年认知加工过程与

PF 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依据。Grady 等〔15〕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

完成面孔编码时, 年轻被试的右侧海马、左 PF 和下颞叶活动增

多, 老年人的上述变化不明显。当回忆不出所学项目时, 年青轻

试的额叶前部有活动, 而老年人则更倾向于额叶后部, 提示他

们在提取努力中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 老年人正常的认知策

略受损〔6〕。

2　PF 与老年记忆功能障碍相关性的神经机制

老年人的大脑发生了许多变化, 但并不是所有脑结构的变

化是同步的, 其中一些结构对年老较为敏感, 变化较早而严重,

如前额叶和海马等。

老年人的脑容量大约减少 6% , 其中 PF 和纹状体分别减

少 10%～ 17% 和 8% , 而顶、枕和颞叶的容积则大致减少 1% ,

PF 对年老最为敏感〔17〕。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测定神经元密度

的计数方法, 认为造成脑容量减少的原因是神经元的缺失, 尤

其在海马和前额叶, 这造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功能下降。但近年

的研究采用新的细胞计数方法 (如立体学技术) 并未发现老年

脑的神经元有明显减少〔4, 7, 18〕, 因而这并不是老年记忆功能下

降的主要原因。

脑容量减少的可能原因是神经元体积变小, 而不是神经元

的缺失。额叶神经细胞的皱缩比其它部位的发生早且严重, 在

50～ 70 岁期间 PF 有 22% 的细胞皱缩, 而顶叶、初级视皮质分

别为 16% 和 9%。65 岁以上细胞皱缩速度明显增快, 上述各部

位分别有 43%、11% 和 13% 的细胞体积减少〔17〕。另外一些学者

认为, 多巴胺系统 (DA ) 的退化也参与老年记忆功能降低, 多巴

胺系统功能与工作记忆之间有相关性〔7〕。有研究证实老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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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神经递质浓度及受体异常〔4, 19〕。18 岁龄猴子的 PF 中DA

浓度下降 56% , N E 及 52H T 浓度正常, PF 和 D 1 受体下降

39%。当给动物注射D 1 受体阻滞剂 SCH 23390 后, 年轻动物

的延缓反应成绩下降, 对老年动物无作用; 而注射D 1 受体兴奋

剂会提高老年动物在此项任务中的成绩〔18〕。因此新的研究认

为, 树突分枝减少、突触联系的变化、髓鞘结构破坏、信息传递

机制异常和神经元的可塑性降低等更可能是老年记忆功能下

降的原因〔7, 18〕, 其中额叶变化最为明显。

3　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如上所述, 多项研究证实老年记忆障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

的关系。但另一方面, 海马功能降低和 PF 功能下降有时很难区

别, 在很多任务中常常是这两个脑区同时参与其中。一些研究

认为, 不同的认知任务中均有联想性和策略性两种因素。前者

主要与内侧颞叶有关, 而后者与 PF 有密切联系〔5〕, 二者可以发

生分离, 如W CST 与延迟线索回忆, 但实际上很难将二者的作

用绝对区分开来。W inocur 等〔19〕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实验采用H ebb2W illiam 迷宫, 发现 PF 受损后主要影响

大鼠一般迷宫技能认知, 它们可以保持在迷宫A 中学习的技

能, 但当转换至迷宫B 时其学习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而

海马受损则影响与特定迷宫有关的记忆功能, 其行为表现与

PF 受损的大鼠相反。而老年鼠在这两方面均受损, 因而它们可

能在 PF 和海马均有损害。老年人在许多记忆任务中未表现出

海马与前额叶功能的双分离现象, 而仅仅是单分离并不能说明

PF 功能的独立性。

因此, 目前在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 PF 的关系时, 对于是否

PF 单独支持这些功能还是海马等结构也共同参与尚待进一步

研究。而且在完成记忆任务时, 不同脑区的作用可能既有分离、

更有相互作用。如在M o scovitch 和W inocur 提出的记忆模型

中, 是将海马和 PF 的功能结合起来考虑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

认识记忆过程的脑机制很有帮助。

PF 的特点之一是功能的多样性。根据脑血流变化和脑代

谢活动分析, PF 至少有 17 个功能不同的区域, 但额叶受损病

人的受损部位常常很大, 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基本功能〔7〕, 因此,

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 PF 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困难。另外, 以人

作被试, 个体间的差异是误差的重要来源, 而由于这类病人本

身就很少, 仅仅靠增加样本量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而研究额

叶功能应采用动物实验模型、神经心理学方法和脑功能成像技

术相结合的途径, 从不同方面揭示老年记忆障碍的脑基础; 同

时采用生理、生化手段将 PF 的内部构造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

会使我们对 PF 功能及它在老年记忆障碍中作用的认识大大前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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