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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以 &! 例脑中风患者为对象
,

研究结果如下
∋
�

(

自编 ) ∗ +
,

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

合格
。

 
(

一年前后 ) ∗ +
、

∗ , − 及疗效与同期测定的插棍测验
、

瑞文测验
、

小棍测验
、

临摹图

形
、

说同类词及抑郁 #一年后 ∃有显 著相关
。

.
(

初发病时这些指标及图形拼凑测验与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也有显著相关
。

/
(

∗ , − 0 和 ) ∗ + 0 对疗效有明显预测作用
,

可解释变量的

. % 1 #) ∗ + 2 ∃
、

. & 1 #疗效 ∃和 / � 1 #∗ , − 2 ∃
(

单独心理变量可解释变量的  & 1 #) ∗ + 2 ∃
、

. . 1

#∗ , − 2 ∃和  �写#疗效 ∃
。

关键词
∋

脑中风 ) ∗ +旧 常生活能力 ∃ ∗ ,−# 神经功能缺损分 ∃ 神经心理障碍 康复预

测

� 前言

脑中风疾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

脑血管疾病不但对其生理功能有严重的影响
,

同时发

生较普遍的心理障碍
,

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一 %〕
。

如果能对心理障碍和疗效的关系以及这些

障碍对康复的预测作用有所认识
,

则对疗效的评定和康复的预测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

同时可对

脑血流供应障碍时脑损害与心理功能关系的理论探讨提供资料
。

这方面
,

国外有些研究〔卜
, 〕

,

国内

尚未见报道
。

据此进行 了本研究
。

 方法

 
(

� 一般资料
∋

脑中风患者选 自 � ! ! �一 �! ! . 年经 3 4 或 560 及临床表现诊断明确的天坛 医院神

经内科住院病人
。

年龄范围 .& 一&� 岁
,

共 &! 例
,

其中脑梗塞 %% 例
,

脑出血  / 例
,

左侧病变  / 例
,

右侧病变 /. 例
,

双侧病变 � 例
,

皮层病变 �� 例
,

皮层下病变 %∀ 例
,

皮层上下混合病变 & 例
,

3 4

#一 ∃/ 例
,

均为右利手
。

第一次心理测查脑梗塞发病二周后进行
。

脑出血发病一个月后进行
。

第二

次复查与第一次平均间隔 � 个月
。

测查时患者神志清楚
,

合作
,

没有明显言语障碍
。

患者神经功能

缺损分 #简称 ∗ , −∃ 及临床疗效评分根据孟家眉拟定的标准检查评定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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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统计表明各组年龄
,

受教育年限无明显差异 #尸9 �(

� ∃
。

表 � 被试年龄
、

受教育年限状况仅士
: ∃

组别
;

年龄 受教育年限

对照组 % � % &
(

% < 士 <
(

. ! &
(

& � 士 /
(

! <

中风组 & ! % <
(

! � 士 ∀
(

% . &
(

� � 士 /
(

& �

梗塞组 % % % &
(

% � 士 ∀
(

&  <
(

∀  土 /
(

& �

出血组  / % %
(

% ∀ 士 ∀
(

�  &
(

& ! 士 /
(

< !

 
(

 测查 内容
∋

 
(

 
(

� 认知功能
。

以李丹修订的联合型瑞文测验作为观察 力和类比推理能力的指标 788 〕
。

记忆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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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临床记忆量表中的联想学 习和图像 自由回忆测验7 =
。

词语流畅性采用 口语流畅的说同类词及

阅读流畅的 :> ?
≅≅ Α 测验 #含读黑字

、

读颜色
、

读色字
、

读字色四项阅读时间及错误 ∃ 7.Β
(

 
(

 
(

 结构性运用测验
。

图形拼凑
∋

采用 Χ ) 0Δ 图形拼凑测验
。

小木棍测验
∋

分同侧及对侧部分各

�� 个图案
,

测定空间翻转能力
。

临摹图形
∋

自拟平面图 / 个
,

立体图 % 个
,

测定临摹二维图形和三维

图形的能力
。

 
(

 
(

. 手部动作能力
∋

插棍测验
Ε

采用 Φ Γ ? Η Γ Ι
木钉测验〔‘. , ,

要求被试在 .� 秒内将小棍 #木钉 ∃插

入两纵列各有  � 个小孔 #直径 < ϑ ϑ ∃的木板上
,

分健侧手
,

患侧手
,

双侧手三次完成
。

 
(

 
(

/ 情绪测验
Ε
抑郁量表

,

采用修订的 Δ ∗ Δ 量表
,

见另文
。

 (  ( % 日常生活能力调查表 #) ∗ + ∃
Ε

参考 国外文献 自拟
,

经分半信度和因素分析的结构效度测

定
,

作为患者的 ) ∗ + 评定和疗效指标之一
。

 (  ( < 生理指标
∋

三项
∋

年龄
,

分 %% 岁以下
,

%% 至 </ 岁
,

<% 岁以上三个等级
Ε
并发症

∋

分无并发症
,

有一种并发症
,

有两种以上并发症三个等级
Ε 初发病时意识状态

∋

分无意识障碍
,

在  / 小时内有意

识障碍及意识障碍超过  / 小时三个等级
。

一年后复查时
,

由于 . 例死亡
,

� 例不合作
,

� 例失访
,

共随访脑中风患者 <% 例
。

其中疗效 。一

� 级 #基本痊愈一显著进步 ∃/< 人
,

 一 / 级 #进步一恶化 ∃ �! 人
。

测查资料完全者 <� 例
。

. 结果

.
(

� ) ∗ + 的编制
Ε拟定了下述 ! 个项 目

∋ �
(

翻身 #健侧
、

患侧 ∃
,

 
(

上下床
,

.
(

喝水
,

/
(

漱 口
, %

(

便

溺
, <

(

穿衣服 #健侧
、

患侧 ∃
,

&
(

吃饭 #健侧
,

患侧 ∃
,

∀
(

利用工具行走
,

!
(

自我行走能力
,

从完全不能

到独立完成按 �一/ 评定
,

健侧
、

患侧分别打分
。

以分半相关作为调查表的信度
。 ? 一 �

(

! .�  
。

根据

ΔΦ ΙΚ ? ϑ Κ;
一

Λ?
≅ Μ ;

公式校正信度系数
? Ν �

(

! < / /
(

效度检验采用结构效度
。

经最大正交旋转因素分

析发现
,

�
、

 
、

/
、

%
、

∀
、

! 题属第一因素
,

因素负荷为 �
(

<. 一 �
(

∀!
,

第 .
、

<
、

& 题属第二因素
,

因素负荷为

�
(

∀� 一�
(

!�
。

两因素共说明变异 ∀�
(

 1
,

说明结构效度 良好
。

第一因素可解释为主要反映四肢协同

活动能力
,

第二因素主要反映上肢活动能力
。

.(  神经功能缺损分和 ) ∗甄初发病及一年后的均值 #和标准差 ∃的比较
∋ ∗ , − 初发病及一年后的

均值及标准差分别为 � �
(

< . 士 <
(

� /
,

.
(

% % 士 .
(

∀ % , > Ο � .
(

! <
,

Φ Π �
(

� � �
。

) ∗ + 初发病及一年后的均

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
(

!∀ 士 !
(

% <
,

/&
(

!% 士 %
(

∀ .
,
>一 !

(

/%
,

尸Π �
(

��
。

可见一年后两者均有显著进步
。

.
(

. 插棍测验
∋
初发病时脑中风组和正常组 比较

∋

健侧
、

患侧
、

双侧得分分 别为 &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
,
> 值分别 ��

(

� ∀
,

� �
(

& &
,

� &
(

/ .
,

Φ 值均小于 �
(

� � �
。

一年后两组 比较
,

脑中风

组
, ; Ν < % 例

,

健侧
,

患侧
、

双侧得分分别为 � �
(

/ �
,

!
(

 �
,

<
(

 . Ε正常组
, ; Ο . �

,

得分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Ε两组比较 > 值为 &
(

/ �
,

!
(

� %
,

� �
(

 �
,

Α 值均小于 ≅
·

� � �
。

脑中风组 自身比较
,

一年前后

健侧得分分别为 ∀
(

/ .
,

��
(

/ �
,

患侧为 <
(

. �
,

!
(

 �
,

双侧为 .
(

. <
,

<
(

 .
。

> 值分别为 &
(

��
,

<
(

% /
,

∀
(

� .
,

Φ 值均小于 �
(

� � ��
。

即一年后均有明显进步
,

但均未达到正常人水平
。

.
(

/ 初发病时心理生理指标与一年前后的 ∗ , −
,

) ∗ + 及疗效的关系
。

见表  
。

结果表示
∋

除并发

症
、

意识
、

阅读时间
、

读黑字及读颜色错误
,

各项指标均有相关
。

.
(

% 一年后心理生理指标与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的相关
∋

表 . 提示
∋

除并发症
、

意识
、

联想学

习
,

读颜色 时间以外的其它三项阅读时间
、

阅读错误无相关外
,

各项指标均有显著相关
。

.
(

Ι 初发病和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与心理生理特点关系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见表 / ,

表 % ,

.
(

& 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与初发病时心理生理指标关系绵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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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生理指标

∗ , − 0

) ∗ + 0

年龄 �

瑞文测验前系列 8

瑞文测验后系列 �

瑞文侧验 总分 �

瑞文侧脸 0Θ 0

说同类词总和 �

读色字错误 �

图形拼凑 8

小棍同侧 8

小棍对侧 �

临攀二维图 �

临攀三维图 �

临攀图总分 8

插棍侧验患侧 8

擂棍侧验健侧 �

插棍侧验双侧 �

抑郁 8

农  初发病时心理生理指标与一年前后 ∗ , −
、

) ∗ + 及疗效的相关

∗ , − 0 ) ∗ + 0 ∗ , − 2 ) ∗ + 2

; Ν & ! ; Ο & ! ; Ν <% ; Ο < %

— 一 ∀ �  <
( “

一 & % & /
( (

一 % / ∀ ∀二

一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Δ

,
(

% ,
(

Δ 一 .
(

 <  二 ,
(

Δ

一   ∀ &

二
 / � �

(

一 .  % .二 ,
(

Δ

,
(

% ,
(

% ,
(

% ,
(

Δ

,
(

% ,
(

% ,
(

%
(

 !  �
’

,
(

% ,
(

Δ 一  
(

! ! /
(

,
(

Δ

,
(

% ,
(

Δ 一  
(

& ∀ <二 ,
(

Δ

,
(

% ,
(

Δ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
(

Δ

,
(

% ,
(

Δ 一 . . . %

二
 . <!

“

一   % /
“

,
(

Δ 一 .
(

� %  
(

,
(

Δ

一   % &
(

,
(

Δ 一 .  �  
(

,
(

Δ

一  & /  
“ (

 ∀ & /
(

一  � ! ∀ Ρ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 二 ,
(

Δ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Ρ

一  &  .
(

,
(

Δ ,
(

Δ

疗效
; Ο < %

(

/ & % %

,
(

Δ

一 .
(

< <  二

一  
(

& % %

一
。

%/ /
’ (

一  � &  Ρ

,
。

Δ

,
(

%

一
。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一  �  称

一
(

. & <  
( “

,
(

%

Σ 一Φ Π �
(

� % , 势 Φ 一 Π �
(

� , , , Φ 一Π �
(

� � � Ρ Φ 一 Π �
(

� �

农 . 一年后心理生理指标与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的相关 #? ∃; 一“

心理生理指标

∗ , −2

) ∗ + 2

瑞文测脸前系列  

瑞文侧脸后系列  

瑞文测验总分  

瑞文测验 0Θ 2

联想学习  

读颇色时间  

图形拼凑  

小棍测验同侧  

小棍测验对侧  

8在攀二维图  

8质攀三维图  

临幕图总分  

插棍测验患侧  

擂棍测验健侧  

插棍测验双侧

抑 郁  

说同类词总和  

图象 自由回忆  

∗ , − 2 ) ∗ + 2

一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

,
(

%

,
。

Δ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二

一
(

&  � .二
(

/ � � &二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Δ

,
。

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一 / . % ∀二

,
(

%

,
(

%

疗效
(

< ∀ ∀ 二

一
(

<  � / 二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二

一  � �  称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二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二

一
(

. % �  二

一
(

< . / &二

一
(

. < ! .
“ “

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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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初发病时 ∗ , −
、

) ∗ + 与第一次心理生理指标关系的乡元逐步回归分析 ; Ν &/

?“&�<!&.&</&%�%%%∀“//<∀/∀因变>

∗ , − 0

∗ , −0

) ∗ + 0

) 8∃8
=

8

自变量

) ∗ + 0

插棍双侧 �

小棍对侧 �

读字色错误 �

瑞文测验 0Θ 0

擂棍双侧 �

小棍对侧 8

读字色错误 8

年 龄
∗ , − 0

插棍双侧 �

插棍双侧 �

读颇色错误 8

− Α 4

� . <
(

 ∀
( (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
( ( (

一
。

.  一 .
(

∀ &二

%∀
(

� / 二
‘

一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二
“

一   一  
(

∀  
(

 ∀
(

� �
( ( (

一  % 一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二
“

一 < < 一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 % 一年后 ∗ , −
、

) ∗ +
、

疗效与第二次心理生理特点关系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上�吕� !月乎∀自#∃�%&∋八(�%月性八‘#口亡)�山∗勺八%,曰自‘一�,自

自#
+

,
。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沼一一一一一
#勺山
月匕##
甘
�∀
甘口−,自盛(月.哎%甲
口

/+(+0+1+(+2+0+∃

⋯3⋯3泣‘口口1+!#‘�山亡)!#口月任决 汽%甘吸亡))∃心‘亡),曰�口∃∃!#曰�山�‘,−4‘

砂!05!52!05361!36#5∃5(523(!!因变7
8 9/ :

8 9 / :

; 8 工6

;刀工6

疗效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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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个变7 第一次分析均将 8 9 /
、

;8 < 作为自变量
,

第二次分析则排除此二变7
+

农 ( 一年后 8 9 /
、

;8 <
、

疗效与第一次心理生理特点关系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 (∃

!5≅6!653!656(!2!63∃!#!∃3#!26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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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和 Τ Ι ; ; Υ 的 自我照顾评定类似
「, 〕

。

其分半信度和经最大正交旋转因素分析所得结构效度
,

结果

满意
。

病人一年后测查显示有极显著进步
,

和疗效一致 、
也说明应用效果是好的

。

/(  初发病及一年后心理生理指标与同期 ) ∗ +
、

∗ , − 及疗效的美系
。

) ∗ + 与 ∗ , − 相关甚高
。 ?

值分别为 �( ∀� 及 �( < .
。

两者与插棍成绩相关也高
。

这可能与三者均以手部肌力作为主要内容有

关
。

在结构性运用测验 中
,

∗ , − 与小棍测验两次均有明显相关
,

与临摹测验仅在初发病时有显著相

关
。

) ∗ + 仅在一年后与小棍测验有关
。

初发病时 ) ∗取与抑郁有显著相关
。

一年后
,

除 ) ∗ + 外 ∗ , −

亦与抑郁有显著相关
。

∗ , − 与说同类词总和有显著相关
。

疗效则与 ) Α + 2
,

∗ , − 2 ,

瑞文成绩
,

说同

类词
,

读颜色时间
,

图象 自由回忆
,

图形拼凑
,

小棍测验
,

临摹图形
,

插棍测验
,

抑郁均有显著相关
。

总

的趋势是
,

) ∗ + 与心理变量相关较少
,

∗ , − 较多
,

而疗效的相关变量最多
。

可能由于疗效评定包括

了 ∗ , −
、

) ∗ + 的变化
,

还包含有工作
、

学习和家务处理等广泛的生活能力的缘故
。

说明 ) ∗ +
、

∗ , −

及疗效与心理指标均有程度不同的相关关系
。

也表明这些心理指标可以作为疗效评定的参考指标
。

/
(

. 为研究心理生理指标对康复预测的作用
,

观察初发病时心理生理指标与一年后 ) ∗ +
、

∗ , −
、

疗效的关系
,

我们结合 ) ∗ +
、

∗ , − 及疗效三者做为康复指标
,

比较有些作者单以 ) ∗ + 或其他指标

做为康复指标更为全面困
。

结果表明
∋

一年后的 ) ∗ +
,

∗ , −
、

疗效与初发病时 ) ∗ +
、

∗ , − 均有极显

著相关
。

年龄及说 同类词总和与 ) ∗ + 2有显著相关
。

) ∗ + 2
,

∗ , − 2 及疗效与插棍测验显著相关
。

∗ , − 及疗效与瑞文测验
、

图形拼凑
,

临摹测验
,

小棍测验各项指标均有显著相关
。

而 ) ∗ + 2 与小棍

同侧
,

临摹二维图有显著相关
,

) ∗ + 2 与说同类词总和有显著相关
,

∗ , − 2 与读颜色错误有显著相

关
。

可见多项心理指标和作为评定患者全面疗效的 ) ∗ + 2
、

∗ , −2 及疗效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预测

性相关关系
。

/
(

/ 为进一步分析初发病时的心理生理指标对一年后 ) ∗ +
、

∗ , − 及疗效的预测作用
,

对有关心

理生理 自变量与这三项康复指标的关系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表明
∋

除 ) ∗ +
、

∗ , − 及疗效

之者相互之间均有密切关系外
,

插棍测验是三者的共同有关因素
。

读色字错误与 ∗ , − 有关
,

说同

类词和图象回忆与 ) ∗ + 有关
,

临摹二维图和疗效有关
。

表明疗效的三项指标的主要有关因素除有

共同性外还有 区别
。

读色字错误可能与注意力不够集中有关
。

说同类诃和图象回忆和记忆
、

注意力

有联系
。

临摹二维图则是一种较容易的结构运用能力
。

这些项 目涉及记忆
、

注意和结构运用能力
,

可能对一年后的疗效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

临摹二维
、

三维图形
、

小棍对侧及图形拼凑三项结构运用

测验以及插棍测验和抑郁分都和疗效 明显有关
。

其中与临床疗效相关的心理变量最广
。

三项生理

变量中只有年龄和 ∗ , − 有关
。

关于心理生理指标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 ∗ , − 0 和 ) ∗ + 0 均有明显

的预测作用
,

可解释变量的 . % 1 #) ∗ + 2∃
,

. & 1 #疗效 ∃
, 。

/ � 1 #∗ , − 2 ∃
。

排除 ∗ , −
、

) ∗ + 变量
,

单独

心理变量可解释变量的  & 1 #) ∗ + ∃
,

.. 1 #∗ , − ∃和  � 1 #疗效 ∃
。

可见初发病时 ∗ , −
、

) ∗ + 的测定

对一年后的康复结果有重要预测作用
。

增加了心理变量
,

可使康复结果变异的解释有明显提高
,

但

还不够理想
。

我们将进一步筛选有效的心理预测指标
,

以供临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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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 了总体在性别上的差别
,

女性在爱情需要上和归属需要上高于男性
,

并有显著差

异
。

男性在权力需要和独立需要上高于女性
,

并且在独立需要的

项 目上差异显著
。

在反应和结果的各项 目里
。

女性在攻击的项 目上没有男性 明显
,

但是差异不

显著
。

女性比男性更加感到幸福
,

并且差异显著
。

在需要的领域里
,

男性 比女性更有社会责任感 #即

反应需要的社会性 比女性强烈∃
,

且差异显著
。

而女性在反应的家庭领域和 自己领域项目上比男性

明显
,

其中在家庭项 目上差异显著
。

结果表明
,

女性更容易受到其它因素 #如文化
、

观念 ∃的影响
。

/
(

.
(

. 地区差异

在本研究中
,

从测试总体中抽取了西北地区和上海地区的学生进行比较
。

研究结果发现
,

在许

多项 目上
,

两者有明显的差异
。

在需要的各个项目里
,

西北地区的学生在权力需要
、

承认需要和归属

需要上的需求
,

比上海地区的学生强烈
Ε并且在权力的需求上差异显著

。

上海地区的学生在独立需

要和爱情需要上的需求比西北地区的学生要求更加明显
,

并且在独立需要的项 目上差异显著
。

在反

应和结果的各个项目中
,

西北地区的学生的攻击倾向比上海地 区学生的攻击倾向突出
,

并且有显著

差异
。

而上海地区的学生比西北地区的学生更加有一种幸福感
。

在需要的领域项 目上
,

西北地区的

学生在社会和家庭的反应领域里比上海地区的学生明显
,

并且在社会性领域上有差异
,

在家庭项 目

上差异不显著
。

/
(

/ 中
、

日学生差异

与 日本常模进行的比较发现
,

在一些测验项 目上
,

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见表 ∀ ∃
。

在需要的各

个项 目上
,

中国学生在承认需要和归属需要上比日本学生更加明显
,

并且差异显著
。

而 日本学生在

爱情需要
、

权力需要和独立需要上的需要明显比中国地区学生突出
,

并且在独立需要上有显著差

异
。

在反应倾向的项 目上
,

日本学生的攻击性 比中国学生明显
,

并且有显著差异
。

而中国学生在退

缩和想象的反应倾向上比日本学生明显
,

但是结果差异不显著
。

在需要的反应结果里
,

日本的学生

的幸福感比中国的学生明显
Ε
相对地

,

在不幸和不定项 目上没有中国学生突出
,

但是结果都没有显

著性差异
。

在需要的反应领域里
,

中国学生在家庭领域里的反应明显比日本学生突出
,

结果的差异

非常显著
Ε而在 自己的反应项 目上

,

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强
,

但是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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