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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例额叶非额叶肿瘤患者威斯康星

卡片分类作业的比较研究

王 小明 汤 慈美 林振健

摘要 本 文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 ( ) ∗ # 对 铭 例额叶肿瘤患者
,

∃+ 例额叶肿瘤患者
,

∃+

例顶枕叶肿瘤患者
,

, 例额颖或濒顶 肿瘤患者进行作业的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额叶组及顶枕叶组的成

绩明 显低于对 照组及颖叶组
,

左脑损害组与右脑损害组 比较成绩无明显差异
,

肿瘤的大小
、

良恶性对作

业成绩无 明显 影响
。

提示
−

额叫
一 、

顶枕叶受损时被试的概括分类能力更容易出现障碍
。

关键词 脑钟瘤 威斯康星 卡片分类测验

国外一些研究表 明威斯康星卡片中分类测

验 ∀∋ ( ) ∗ # 对 发现 额 叶损害有 特殊 的敏感

性
‘ ’一 ‘’ 。

本文采用 ∋ ( ) ∗ 对额叶肿瘤患者进行

测查
,

并设 置颗叶
、

顶枕叶肿瘤组做比较研究
。

由此更多地了解额叶受损时心理功能障碍的特

征
。

的槽子里
。

我 只告诉你放对 了还是错 了
。
”
指 导语中不

能给被试任何有关颜色
、

形状
、

数量的提示
。

分类顺序

为颜色
、

形状
、

数量
,

重复一次
。

一次分类中被试连续

十次分类正 确转换下一 个形式的分类
。

作业设六项评

分
−

∀ !# 完成分类次数
。

∀∃ # 全部错误数
。

∀ # 坚持性

错误数
。

∀们 坚持性反应数
。

∀,# 非坚持性错误数
。

∀+# 概括力水平百分率
。

统计方法为方差分析及 . 检验
。

材料与方法
表 � 被试年龄

、

受教育年限情况 吓士
、
#

%
/

一般资料
−

选自 %0 1 0 年一 � 00 � 年经 ( ∗ 或手术

明确诊断的 � && 例脑肿瘤患者
。

额叶组 铭 例
,

颖叶组

∃ + 例
,

顶枕叶组 ∃+ 例
,

额颖或颗顶肿瘤 , 例 ∀只放在

左
、

右脑成绩比较时用 #
,

左脑损伤 ,+ 例
,

右脑 损伤 钧

例
。

被试均为右利手
。

测试于术前进行
。

测查时病人无

颅压高症状
。

一般状况 良好
,

无失语
。

另选择年龄
、

性

别及文化程度相当的正常人做对照组
。

被试情况见表

!
。

统计表明各组年龄
、

受教育年限无明显差异
。

∃
/

测查内容
−

∋ ( ) ∗ 分类盒 上面摆有 四张刺激卡
。

画有不同颜色
、

形状
、

数量的图形
。

反应卡 %∃1 张
。

按

规则 由不同数量
、

颜色
、

形状的图形组成
。

指导语
−

“

你认为手里 仁片是属 于哪 一张刺激 卡就放在它下 面

组 别

对照组  &

额叶组 .)

颖叶组 ∃+

顶枕组 ∃+

左脑组 ,+

右脑组 20

年 龄

健&
/

% 3 % %
/

& 翻

 1
/

%∃士 % &
/

� 2

 +
/

%0 士 % &
/

1 %

 4
/

∃  士 % ∃
/

∃ %

 4
/

& 0 士 % &
/

% 」

 4
/

4  十 % %
/

 %

受教育年限

0
/

0  士 %
/

2 %

0
/

,

%& 3 %
/

 %

0
/

0 2 3 2
/

� 5

0
/

∃  士 ∃
/

0 1

0
/

 1 3  
/

1 ,

0
/

 %士  
/

0 1

结 果

%
/

额叶组
、

颗叶组
、

顶枕叶组间与对照组

成绩 比较
,

见表 ∃
。

表 ∃ 不同部位脑肿瘤组间及 与对照组间 ∋ 。6 . 比较

组 别
,

完成分类次 数 全部错误数

 ∃
/

∃士 ∃ &
/

4

, %
/

,士 ∃ &
/

∃

 �
/

∃ 士 , +
/

%

, ∃
/

4 十 70
/

&

坚持性 错误 数 非坚持性错误 次数

∀
,

士
/

、
#

坚持性 反应数 概括 力水平 百分率

对照组  &

额 叶组 21

颖叶组 ∃ +

顶枕组 ∃+

,
/

% 3 %
/

%

 
/

, 士 7
/

8

,
/

∃ 士 %
/

 

 
/

1 十 ∃
/

&

%1
/

∃ 士 %  
/

+

∃,
/

4士 %%
/

 

7 4
/

∃ 士 4
/

,

∃ +
/

1 士 一∃
/

∃

� %
/

1 士 0
/

」

∃ 1
/

1 3 % &
/

4

� +
/

1 3 0
/

∃ ,
/

0 十 % %
/

%

∃ %
/

 士 � ,
/

4

∃ 0
/

0 士 % 4
/

+

% 1
/

4 士 0
/

%

 �
/

0 士 %+
/

%

+ &
/

%3 % 4
/

2

2 &
/

& 3 %1
/

,

+ &
/

& 3 % %
/

,

% ∃
/

 士 %1
/

0

本文作者 单位
− � 。。& , & 北京 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 五小明

、

林振健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汤慈美 #



中华神经 外科杂志 %0 0 2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
/

左脑损害组
、

右脑损害组间及与对照组

成绩 比较
,

见表  
。

 
/

对照组 ∀对 #
、

额叶组 ∀额 #
、

颗 叶组

∀颗 #
、

顶枕叶组 ∀顶枕 #
、

左脑组 ∀左 #
、

右脑

组 ∀右 # 组间均值 比较 ∀. 值 # 见表 ,
。

2
/

脑肿瘤性质及大小对作业的影响
。

根据

病理结果患者分恶性性组 ∀
。

一 ,+ # 良性组 ∀
9 :

一 2 2 # 以肿瘤体积大小患者分大肿瘤组 ∀肿瘤

直径 ; ) (阴 #
。 大一  0

,

小肿瘤组 ∀肿瘤直径 <

,、 # ∀
。小 一 2 & #. 检验结果良恶组间

,

大小组 间

作业成绩无显著差异
。

,
/

左额组 。
‘
一 ∃2 # 与右额组 ∀

、
一 ∃ 们 作

业成绩相差不显著
。

讨 论

已有研究指出概括能力的减退及行为的不

灵活性常见于大脑额 叶受损的病人
‘4 ’。

国外报

道当脑损伤累及额叶的患者 的 ∋ ( 6 ∗ 成绩最

差 “一 + , 。

本文被试均 为脑肿瘤患者
,

损害局限
。

结果表明额叶组在 = ( ) ∗ 六个项 目中成绩最

差
。

明显低于颗叶组与对照组
。

,∃ >额叶患者

完成分类次数为 &一  ∀全部完成 次数为 + #
。

颗

叶组 %∃ >
,

对照组 曰 >
。

说 明额 叶损伤时被试

的分类概括能力更容易受到影响
。

结果与国外

研究相同
‘’一 “’ 。

? !!9 ≅ Α %0 +  年的研究提 出坚持

性错误数是 ∋ ( ) ∗ 中区 分脑损伤是否累及额

叶的最敏感指标
‘∃ ’。

Β Χ 匕Δ9 ) Χ 9 %0 1 & 年提出坚持

性反应数最为敏感
‘” 。

本文结果提 出额叶组的

非坚持性错误数比坚持性错误数略多
。

坚持性

错误数的增高说 明额叶患者在完成作业时表现

出较强的病理惰性及粘着性
。

非坚持性错误数

增高 的原 因可能 为 ∋ ( ) ∗ 首先是评价人的分

类概括能力
。

如果被试最初的分类概括能力已

经受到严重损害
,

他们就较难建立相对稳定的

分类原则并顺其固执地坚持下去
。

这点与国外

研究有分岐
。

由此提示将 ∋ ( ) ∗ 中坚持性错误

数做为区分脑损伤是否涉及额叶的最敏感指标

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证实
。

= Ε 6 ∗ 有 无大 脑功 能一侧 化的现象 尚有

争议
。

? Δ5 9≅ Φ
报告 4% 例癫痈患者做局部脑切

除前后的 ∋ ( ) ∗ 结果指出左
、

右脑损害组无明

显差异
‘∃ # 。

9 Φ ≅ ∋ ≅ %0 4 % 年比较四种不同病 因脑

损害病人
。

发现大多数项 目中左额比右额差
‘ ’

。

Β Χ Γ Δ9 ) Χ 9 %0 1 一年的研究提到 ∋ ≅ ) ∗ 中右额 比

左额明显差川
。

本文结果左
、

右脑组间 Α 左
、

右

额组 间均无明显差异
。

可能左脑抽象概括能力

有相对优势
/

右脑在对颜色
、

形状及数量的认

知中有较重要的作用
。

所以任务完成可能需要

表  左
、

右脑损害组
、

对照组 5石� ∋ ≅ ) Φ 比较 ∀牙士
)

#

组 别
,

完成分类次 数

对 照组

左脑组

右脑组

−−
,

/

%士 %
/

2

 
/

4 3 %
/

0

2
/

%士 %
/

1

全部错误 数

 ∃
/

∃ 士 ∃ &
/

∃

, %
/

∃ 3 ∃ &
/

1

2 4
/

 士 ∃ &
/

+

坚持性 错误数 非坚持性错误 次数 坚持性 反应数 概括 力水平百分 充率

% 1
/

∃ 士 %  
/

+

∃  
/

∃ 3 � 】
/

2

∃ ,
/

,士 8 %
/

∃

% 2
/

1 士 0
/

2

∃ 4
/

∃ 士 % 4
/

&

∃ ∃
/

∃ 士 %  
/

1

∃ %
/

 土 % ,
/

4

∃ 4
/

% 士 5」
/

%

∃ 1
/

∃士 % 1
/

&

+ &
/

2 士 7 4
/

2

小%
/

, 士 % 0
/

∃

%+
/

1 士 % 0
/

,

表 2 对照组
、

不同侧组
、

不同部位组 ∋ ≅) . 比较 ∀5 值或 .’值 #

组别 完成分类次数

对
、

额

对
、

颖

对
、

顶枕

额
、

颖
、

顶枕
、

顶枕

2
/

& % ∃  
“ 肠 卜

&
/

0 ∃ 4  △

∃
/

2 %& 4
‘

 
/

, 4 4 1
昔 昔

&
/

1 + , ∃ △

∃
/

∃ 4 + 4
片

 
/

∃ 0 4 1
餐

∃
/

%0 41
菩

&
/

 , ∃ 4 △

全部错误数

2
/

4 & ∃ 0
/ ’ /

&
/

%∃ + 1 △

 
/

% ,  1
苍 /

 
/

, 1 ∃ +
衡 睡

&
/

,  + ∃ △

∃
/

,  , +
,

 
/

4 , +  ”

 
/

% 1 ∃  
刊 甘

%
/

& 1 40 乙

坚持性错误数 非坚持性错误数 坚持性 反 应数 概拈 力水半
一

自分举

∃
/

 & , 1
骨

&
/

, 4  + 。

%
/

1 + ∃  八

∃
/

0 ∃ ∃&
侧 ,

%
/

& % % ∃ △

∃
/

∃ % + 1
卜

%
/

1 + ∃  △

∃
/

%1 + 4
‘

%
/

% ∃ %△

%
/

 + + 4
苍

”

&
/

0  ∃ 4 △

 
/

, + 4 1
食 昔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件 ‘

∃
/

& 4 ∃ %
,

%
/

∃ ,  1 △

∃
/

% 0 , +
资 尹 ‘

%
/

∃ , 0 + 厂

%
/

1  ∃ 1 八

∃
/

0 1  %
卜 牛

&
/

0 4  ∃ 八

%
/

∃ 1 +  △

&
/

∃ 4 + ∃△

%
/

0 0 % ∃

&
/

, 4  1 △

%
/

4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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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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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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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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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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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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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脑的协同活动
。

除额叶损伤时 ∋ ( ) ∗ 出现障碍外
,

顶枕叶

组病 人在完成该项心理测验 也存在一定困难
。

有些研 究指出顶 叶损害可 能影 响患者 的感知

觉
、

空间知觉能力
。

有报告证 明顶叶损伤时被试

在寻找途径的作业 中操作不好与额 叶损伤时类

似
‘1 ’。

这些功能缺陷是 否会间接影响顶枕 叶病

人的 ∋ ( ) ∗ 作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

颖叶的

主要 功能 与记忆关 系更 为密切
。

颗 叶受 损时

∋ ( ) ∗ 成绩明显好于额叶组与顶枕叶组
。

本组

结果表明肿瘤 良恶
、

大小对作业无显著影响
。

说

明 ∋ ( ) ∗ 与脑病变发生部位关系更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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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脊膜外星形细胞瘤一例

田 素 臣 黄启平 赵利华 杨 家贵

患者 女
,

∃% 岁
。

因胸部束带感 % 年伴双 下肢麻

木
、

无力 5 月余于 %0 0% 年 1 月 ∃, 日收入院
。

神经系统

检查
−

双下肢肌力 !Σ 级
,

自腹股沟以下双 下肢各种浅感

觉减退
,

以右下肢为重
。

膊反射活跃
,

腹壁反射下腹部减

退
。

双下肢病理征阳性
。

胸腰椎正侧位片未发现异常
。

胸

部正位片未见异常
。

( ) ⊥ 化验结果
−

脑脊液无色透明
,

压

力为 % 2
/

4 _ Η Μ ∀ 一, &Ε Θ ϑ : Χ #
,

潘氏试验 ∀一 #
,

白细胞 : Ρ

% &+ ⎯ Κ
。

奎氏试验示椎管部分梗阻
。

上行性椎管造影示

∗ 5。

下缘造影剂呈削尖状阻断
,

杯口 显示不明显
,

脊髓略

向右后 移位
,

阻断部位蛛 网膜 下腔 两侧变窄
。

诊 断

本 文作者单位
− ∃ 4  4 & & 山东省单县 中心医院

脊髓压迫症 ∀硬膜外占位 #
。

, 天后行椎管探查
,

切除 ∗ 。

至 ∗
、%

棘突及椎板
,

见脊髓硬膜外脂肪消失
,

脊髓后方
、

两侧方未 见 占位
。

在硬脊膜前方探及 :( Θ Ρ :( Θ Ρ

%
/

)( Θ 大小暗紫色肿物
,

包膜完整
,

肿瘤与硬脊膜及左

侧脊神经前根相粘连
。

遂行肿瘤切除及包膜部分切除
。

切开硬脊膜
,

见脊髓搏动良好
,

脊髓四周未见占位
,

脑脊

液上下通畅
,

遂缝合硬脊膜
。

术中证实术前诊断
。

肿瘤肉

眼可见呈胶冻样
,

柔软
,

呈暗红色
。

病理诊断
−

星形细胞

瘤 !级
。

术后感觉障碍渐消失
,

双下肢肌力渐恢复正常
,

术后 ∃, 天步行出院
。

嘱病人定期复查
。

随访 + 个月 已参

加田间轻体力劳动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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