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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95 例额叶
、

颜叶和顶枕叶脑肿瘤患者为被试
,

探讨了脑肿瘤部位同分心记忆

和符号数字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额叶患者的故事意义分的分心消耗值显著高于正常人‘其词的

分心回忆和分心消耗值显著差于题叶组
,

表明额叶在分心作业中较歌叶参与较多
。

右顶叶也有

涉及分心注愈较多的趋势
,

提示大脑前部可能与分心注意关系较密切
。 “

符号数字
”

作业中
,

则
“

写
”

的作业有颜叶组好于额叶组
, “

说
”

的作业颜叶组好于顶枕组的趋势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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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的功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某些方面还存在争论
‘”

。

鲁利亚认为额叶功能和有意识

指向的有意注意有关
‘2 , 。

有研究表明
,

额叶患者威斯康星作业成绩较差 (3 )
。

另有研究看到
,

额叶患者对习惯性行为的抑制有困难“ )
。

国内已有少数研究表明额叶患者具有明显的记忆障

碍
‘一 , ’

。

为了研究额叶的功能
,

主要是分心注意的功能
,

我们在研究额叶的选择性注意能力

的同时开展了本研究
。

日的是研究
:

一
、

额叶和分心记忆的关系
。

二
、

额叶和符号数字作业

的关系
。

方 法

一
、

被试
:

额叶肿瘤患者45 例
,

左 21 例
,

右24 例
。

颜叶肿瘤患者25 例
,

左 12 例
,

右13 例
。

顶枕叶肿瘤患者25 例
,

左 14 例
,

右n 例
。

其它脑肿瘤患者 3例
。

另选正常健康人30 例作为对照
。

患者及健康人均为右利手
。

均为 19 8 9年到 1 9 9 1

年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的病人
。

测试在入院后

一周内进行
,

测试时神智清楚能够配合无头疼

等颅压高症状
。

各组年龄和文化程度见表1
。

可

见各组情况基本匹配
。

患者均经 C T 摄像及手

术治疗确诊
。

二
、

实脸过程
: (1) 分心记忆

,

均先进行

表 1 被试墓本情况

组 别
年龄 (岁 )

(M 士S D )
文化 程度兰年
(M 士S D )

对照 组

饭 叶组

断叶组

顶枕组

4 0
.

1 3 士 1 1
。

0 4

3 8
。

4 2 土1 0
.

1 4

36
。
2 0 土1 0

。

8 4

3 7
。

6 2 士 1 2
。

0 9

9
。

9 3 士4
.

4 1

9
。

9 4 士 4
.

3 4

8
.

8 5 士 4
。

1 4

9
。

2 3 士2
。

9 8

单任务测试
,
后进行双任务测试

。

先要求被试者对一组 15 个词 (录音机放送 )作 自由回忆
。

再

笋求被试者在一边判断已给出答案的简单算术题正误的同时识记另一组相匹配的词
,

记录两

,

3 2 1
,



次正确识记的词数和判断正确数
。

然后呈现 1 00 字左右有情节内容的一段小故事
。

要求识记

并立即复述
,

再在判断简单算术题正误条件下识记另一段相匹配的故事
。

要求两项任务都做

好
。

故事以分节分和意 义分分别记分
,

分心消耗值按S o m ber g 等方法
‘g ’ ,

以单任务识记得分

减去双任务识记得分除以单任务识记得分求得
。

(2) 符号数宇
。

与W A IS 的数字符号测验类

似
。

测试时提供符号要求被试者按照
“
键

” 写 出或说出与符号相应的数字
。

先测试
“写 ” 后

测试
“

说
, 。

记录一分半钟内
“写 ”

或
“
说

”
对的数目

。

结 果

一
、

记忆及分心记忆实验结果
1

.

患者与对照组的比较
:

实验结果见表2
。

可见除词的和分节分的分心消耗值外
,

额叶肿

瘤患者的记忆及分心记忆以及判题分均比对照组明显差些
,

值得指出的是故事意义分的分心

消耗值极明显地大于对照组
。

颖叶组三项记忆分均极明显地 比对照组差
,

分心记忆也比对照

组差
,

而两项分心消耗值与对照组无差别
,

词的回忆的分心消耗值反比对照组明显小些
。

顶

枕组的记忆及分心记忆均明显 比对照组差
,

正确判题数也明显 比对照组少
,

但分心消耗值与

对照组均无明显区别
。

表2 对照 组与肿瘤患者组的记忆及分心 记
.

忆比较 (注 )

词的回忆

回忆 分心回忆 判翅 1 D A C I 分节 分心分节 到翅2 它义一 分心宜义 D A C 3

正常

( 3 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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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1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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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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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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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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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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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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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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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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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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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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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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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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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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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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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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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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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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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翼

7
。

2 7
土 1 .

97

7
。

2 3

士1
。

6 5

8 4 0
.

38

9 8 土 0
。

18

1
。 5 7 0

。

5‘

士 1
。

8 2 士 0
。

5 3

顶枕
( 2 5 ,

7
。

4 0 0
。

44

士 3
。

8 2 士 0
。

1 9

1 0
一

8 0 5
。
9 8 8

.

2 4

3
。

6 1 土 3
。
7 1 士 3

。

6 0

3
。

4 3 1
。

4 9 0
。

4 5

士 1
。

0 0 士 1
.

11 士 0
。

7 3

注
:

D AC 分心消耗值 , .

P ( 0
.

0 5 二 P< O ⋯P< 。
.

00 1
o

P <
.

10

表3 额叶组
、

濒叶组
、

顶 枕组记 忆及分心 记
·

l乙比 较 ( t位 )

词的回忆
_

{ 杯回忆
_

_

_

‘一一望竺二些竺才些一暨上阵竺竺翌竺里竺翌竺二兰竺竺里竺
-

. , 双
_ _

一 ”
·

0 3 一 ,
·

‘5
’ 一 。

·

9 , 2
·

2 6
’

}
‘
·

‘2 ”
·

0 6 一 ”: , ”
·

5 5 ‘
·

5 0 一 ‘
·

0 3 ’
·

, 6

一 , 顶竺
。

·

6‘ 一 “
·

8 8 ”
·

‘8 “
·

9 8
}

‘
·

, 4 一 ”
·

‘7 。
·

3 3 ’
·

‘. ”
·

7 3 一 ‘
·

, 9 ’
· , 8

双 , 顶扰 ”
·

6 3 1
·

2 5 1
·

3 1 一 工
·

2 1
}

一 ”
·
12 一 “

·
2 0 1

·

0 7 ”
·

6 6 一 “
·

6 2 ”
·

1 8 ”
· 4 5

注 . 同表2

2
.

患者各组相互 比较
:

实验结果见表3o

结果可见
,

额叶
、

颜叶两组 比较在词的分心回忆上额叶明显差些
,

其分心消耗值也明显

高些
,

在故事回忆上
,

意义分的分心消耗值
,

额叶的要大些但不够显著
,
余均无明显区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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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和顶枕叶两组比较
,

除故事意义分的心消耗值额叶的大些但不够显著外
,

余均无明显差

别
。

颜叶
、

顶枕叶两组比较
,

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差别
。

3
.

左
、

右两侧脑肿瘤患者组测验结果比较
,

见表 4
。

可 见左额
、

右额比较各项指标均无

明显 区别
。

左颜
、

右颖两组比较
,

记忆及分心记忆均右颖组优于左颜组
,

差别显著或有显著

趋势
,

但分心消耗值两组均无明显差别
,

判题正确数只有故事回忆有右瓤优于左颜的明显趋

势
。

左顶枕和右顶枕两组比较
,

词的回忆方面无明显差 别
,

在故事回忆方面右顶枕组分心分

节分和分心意义分有差于或明显差于左顶枕组的趋势
,

分心消耗值也有右顶枕组高于左顶枕

组的趋势
。

表4 左侧脑肿瘤组与右侧脑肿瘤组记忆及分心记忆的比较

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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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同衰2

与正常人比较
,

除分心消耗值外
,

左侧肿瘤组非常明显地 差于正常人
。

右侧肿瘤组与正

常人比较
,

词的回忆方面除分心消耗值外均明显差于正常人
,

故事回忆方面
,

各项均较正常

人差
,

分心消耗值也明显高于正常人 (意义分 )或有高于正常人的倾向(分节分 )
。

左侧肿瘤和

右侧肿瘤两组患者比较
,

只有词的分心回忆
、

故事分节分
、

故事意义分右侧肿瘤患者成绩明

显优于左侧患者
,

词的回忆也有右侧好于左侧的倾向
,

余均无明显差别
。

4
.

肿瘤大小
、

性质对实验成绩的影响
。

以C T 及手术所见looc m s
为划界分为大小肿瘤两

类进行比较
,

前者37 例后者38 例
。

各项指标均未见到明显差别
。

根据病理诊断划分为良性
、

恶性两类
,

前者42 例后者51 例
,

比较两组成绩十一项指标两组间均无明显差别
。

符号教字

对照组与肿瘤患者组比较
,

见表5 。 额叶
、

颜叶
、

顶枕叶三组患者成绩均较对照组极

、9
一一1.羞

显明

aZa



表5 衬照组与肿瘤患者组符号数字比较

写 (M 士S D ) 说 (M 士S D )

表6 额叶
、

濒叶
、

顶枕纽符号

数字比较 (t 值 )

写 (M 士S D ) 说 (M 士S D )

4 1
.

7 3 士 1 2
.

2 9

26
.

3 7 土1 1
。

3 5

5 1
.

8 0 士 1 3
.

8 3

0 0 士1 2
额 : 颜 一 1

.

7 4
’ 一 0

.

75

3 0
.

6 4 土 9
。

0 2

二
O

2 6
.

8 4 土 7
。

7 3

3 5 士 1 1

3 0
。

9 2 士8
。

5 6

顶枕

顶枕

一 0
。

2 1

1
。

60

。

2 1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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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Q)幻叶叶5)枕5)正(3翻“极(2顶(2

注 ,

⋯ 同上 注
: .

同前

2
.

不 同部位肿瘤患者成绩的比较
,

见表6a

在
“写” 的作业成绩上

,

颖叶患者有好于额叶患者的趋势
。

在
“
说

” 的作业上
,

颜叶患

者有好于顶枕患者的趋势
,

余均无明显差别
。

3
.

左
、

右侧脑肿瘤患者的成绩比较
。

左
、

右额患者两组间及左
、

右颜患者两组间成绩均

无差别
。

右顶枕患者在
“写” 的成绩方面优于左顶枕患者(P < 。

.

05 )
,

在
“
说

” 的方面
,

右顶

枕患者成绩也有优于左顶枕惠者的倾向(P< 0
.

10 )
。

正常人与左侧肿瘤患者及右侧肿瘤患者比

较
,

均有极显著差别(P< 0
.

00 1 )
。

左侧
、

右侧肿瘤比较
,

在
“写 ” 的成绩上无明显差别

,

在
“
说

” 的成绩上有右侧肿瘤优于左侧肿瘤的趋势(P< 0
.

1 0 )
。

4
.

肿瘤大
、

小与肿瘤性质的影响
。

无论肿瘤大
、

小和性质 良
、

恶两组患 者 在
“

写 ” 或

“
说

”
的成绩上均无明显差别

。

讨 论

一
、

关于分心这种注意分配心理活动和脑结构的关系
,

还没见到有关报道
。

仅见到报道

说阿尔柴麦型痴呆患者分心作业成绩不佳与右前运动区和右顶联合区脑代谢下降有关
。

提示

分心缺陷与右额和右顶的代谢紊乱联系密切‘. , 。

本结果表明
,

在分心作业时额叶患者词的分

心回忆明显差于颜叶患者
,

其分心消耗值明显高于颜叶患者
,

额叶患者故事回忆意义分的分

心消耗值极明显地高于对照组
,

相对说来额叶比颜叶在分心作业上涉及更多些
。

此外右顶枕患

者在故事回忆的分心作业上也有差于左顶枕患者的趋势
,

提示右顶枕肿瘤(顶叶占主要部分 )

对分心注意可能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

从整个结果看来
,

颖叶参与分心注意较少是比较明显的
。

这一趋势与上述国外报道基本一致
,

提示分心注意与大脑前部关系更密切
。

二
、

结果表明
,

左颜肿瘤患者在记忆和分心记忆上明显地差于右颜肿瘤患者
。

说明对于

这两类与同有关的记忆和左颖的关系更为密切
。

而左
、

右额肿瘤患者的记忆与分心记忆上差

别均不明显
。

左
、

右两侧肿瘤患者比较除词的分心回忆
、

故事分节分和意义分右侧明显优于

左侧外
,

其余均无明显差别
。

说明左脑半球和这两项与词有关的记忆关系更大些
,

但分心消

耗值并不如此(故事回忆两项分心消耗值均右侧高于左侧 )
。

这似乎提示
,

分心注意和右脑关

系可能相对大些
。

三
、

符号数字作业是涉及注意
、

记忆以及
“写 ”

或
“
说

” 的速度等心理活动的任务
。

三

组不同部位的脑肿瘤患者的成绩均极明显地差于对照组说明这些部位的脑肿瘤患者均存在注

意
、

记忆
“
写

”
或

“
说

” 的速度能力
.

上的障碍
。

各部位肿瘤分别比较 , 在
“写 ” 的成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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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叶优于额叶
。

在
“
说

”
的成绩上颜叶优于顶枕

,

总的说来
,

颜叶成绩有优于额叶和顶枕叶
的趋势

。

提示额叶和顶枕叶与这种作业中所包含的注意
、

记忆
、

反应速度的关系较为密切
,

这和上述分心记忆的结果的趋势是一致的
。

四
、

据St u ss 和Ben so n 的有关综述
,

额叶的注意障碍 可以有三个水平即网状激活系 统 水

平
、

丘脑投射系统水平和额叶丘脑闸门系统水平‘’”’
。

额叶的选择性注意和分心注意 障 碍 都

是属于第三个水平的注意失调
。

我们在额叶的词语流畅性的研究中已经看到额叶和选择性注

意有特殊联系‘” ’
。

本研究虽然看到额叶和分心注意有较大的关系
,

但右顶叶似乎也 有 类 似

的倾向
。

这可能是由于分心注意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有意识指向的注意活动
,

需要额叶和其它

脑叶如右顶叶共同协调才能完成
。

还有研究看到持续性注意也和右额叶有关
(’2 , ,

这些结果都

说明额叶在有意注意的心理活动中有重要的作用
。

五
、

本结果表明肿瘤大
、

小或性质良
、

恶均与实验各结呆无明显关系
,

这可能是由于在

肿瘤部位
、

大小和性质等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

比如肿瘤部位和性质
、

大小三因素之间

对符号数字
“写 ” 的作业就有明显的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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