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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脑中风患者的一些神经心理特点的研究

许淑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小明 潘丽 李诚 程卫华

北 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脑中风病是中
、

老年期的常见病
、

多发

病
。

患者 由于大脑局部血流供应的阻断或出

血
,

除了引起多种躯体生理功能的障碍外
,

还

导致一系列心理活动的失调
。

而除失语外
,

脑

中风疾病心理障碍 的特点和规律
,

国 内外都

研究很少 〔, 一 ’〕
。

为积累脑供血失调这种特殊

的神经损害的神经心理学资料
,

并为临床诊

断和康复提供参考
,

我们于 �� � � 年至 � � � �

年对确诊脑血管病的住院右利手患者 � �� 例

进行 了心理检查
,

其中脑梗塞 � �� 例 �左 ��

例
,

右 �� 例
,

双侧 �� 例 �
,

脑 出血 �� 例 �左

�� 例
,

右 �� 例 �
。

各分项心理检查结果 已分

别报导
,

现将其主要结果及总结讨论综述如

下
�

主要结果

�
�

记忆障碍
�

采用
“

临床记忆量表
”

的

两批测试结果 �
� ,

� � �
, � � � 一� � � 表 明 � ‘

·

� � �

�� 与对照组 比较
,

脑梗塞与脑出血患者有很

显著的记忆障碍
� ��� 左侧损害时属 于语文

记忆 的联想学 习成绩 明显差于右侧损害患

者
,

右侧损害时无意义图形再认有差于左侧

损害者的趋势
。

在重复研究中还看到左侧损

害者在图象自由回忆和人像特点联系回忆成

绩上也显著差于右侧患者
� ��� 皮层梗塞和皮

层下梗塞均可引起记忆障碍
�
前者障碍显著

较后者严重 � �� �脑出血的记忆障碍比脑梗塞

的 明显严重一些 � ��� 无论左侧还是右侧梗

塞均 以图象 自由回忆和指向记忆下降最低
,

无意义图形再认相 对降低较少
� ��� 记忆下

降的程度与脑栓塞或脑出血的容积无明显相

关
。

本顿视觉保持测验的即时回忆和临摹测

验的结果 �� 一 � � �观察到
�
��� 无论是 回忆或

临摹方式
,

正确得分或错误得分
,

脑梗塞患者

的成绩均明显较正常人差些
。

两者的正确得

分与错误得分均存在极 显著的负相关 �� 二 一

��  � 以上 �
。

�� 左
、

右脑梗塞患者成绩比较
,

无论是 回忆作业还是临摹作业
,

正确分还是

错误分
,

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

�
�

词语流畅性
,

进行了说的流畅性 �说

同类词和说非同类词 �及读的流畅性测试 �即

� ��� � � 测验�仁
‘〕

。

结果表 明 �
� � � � �

�
�� �说同

类词 � 项各项数
,

说非同类词反应时间
,

读

�� � �� � 测验 � 项阅读时间及错误数
,

患者均

明显较对照组差
。

��� 除说同类词中说人名

及 �� ��� � 测验中读彩色 字的字两项外
,

其余

说同类词三项及 ��
��� � 测验三项均左脑梗塞

患者成绩显著较右脑梗塞者差些
,

而右脑梗

塞患者的各项成绩仍比正常人明显要差
。

�
�

视觉反应 时间
,

采用简单反 应时 间

�� �  �和选择反应时间 �� �  � 方法进行的两

批研究结果 �
� ,
� � �

, � �
� � � �表叨

,
·

�〕� �� �患

者的 � � � 及 � �  均极显著地较正常人延长
,

� �  及 � �  的变异系数均较正常人大
,

且两

者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 �� �脑肿瘤

、

外伤性脑

血肿
、

癫痈和脑中风四种脑疾患中
,

以脑中风

患者的 � � � 及 � � � 最 长 � �� �根据 �� 摄象

所示
,

脑 中风容积与 � �  显著相关
,

� � � 未

出现这种相关
� ��� 左脑中风组与右脑中风组

�年龄
、

文化程度和性别匹配 �� � 成绩比较
,

差别均不显著
。

�� 随访研究
,

对上述患者中能够随访的

部分病例进行了随访研究
三, 习。

其中脑梗塞 ��

例
,

月亩出血 �� 例
,

左侧损害 �� 例
,

右侧损害

�� 例
,

双侧损害 � 例
。

第二次心理检查与第

一 次间隔平均 �� 个月
。

两次的结果表 明
�

‘� ��� 临床记忆量表》� 项分测验 中除人像特

点联系回忆一项外均较初测时有显著提高
,

记忆 商 有很 显著提 高
� ��� 随 访时 � �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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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均 比初发病时明显加快
,

变异系数也都

有明显降低
� ��� 初发病时和随访时比较

,

词

语流畅性中说同类词 四项之和有显著提高
,

��� �� � 测验四项阅读时 间有所缩短
,

但差 异

不显著
�

除记忆商外
,

随访时的 � �  
、

� �  以

及说同类词成绩仍显著低于正常人
。

初测 及随访时左脑损害组与右脑损害组

成绩比较
�

�� 初测时联想学习
、

图象自由回

忆及记忆商左脑患者均明显低于右脑患者
,

而左脑组 同侧各分测验 比较
,

联想学习和图

象 自由回忆成绩又明显低 于无意义图形 再

认
。

随访时上述差异全都不明显了
。

��� 初发

病时与随访时左脑损害组 与右脑损害组的

�� � 与 �� � 均无显著差异
。

��� 初发病时说

同类词作业左脑损害组显著 比右脑梗塞组

差
,

随访时差异不显著
。

�� � �� � 测验的四项测

试
,

就随访病例 ��� 例 �看
,

初发病与随访时

左
、

右脑梗塞组成绩差异均不显著
。

根据 �� � � 年全国第二次脑血管病学术

讨论会上
“

对脑卒中临床研究工作的建议
”

评

定临床疗效
。

疗效分三级 �显著进步以上
、

进

步和无变化或恶化 �时与心理测验的关系如

下
�

卡方检验表明
,

不 同疗效组与 � �  
、

� �  
、

说同类词之和及 ��
� �� � 测验中读颜色时间均

有显著一致关系
。

如果将疗效缩减为有无疗

效两组
,

则记忆商
、

��  和 � �  的变异系数

以及 �� ��� � 测验的另三项测试成绩不同疗效

组间都有明显的差别
。

讨论和结论

�一 �从上述结果观察到
,

除失语偏瘫外
,

脑 中风患者还存在显著的记忆的
、

知觉动物

反应时间的
、

词语流畅性 的以及视结构知觉

�从本顿视觉保持测验的临摹方式检查所得 �

上的障碍
。

这些高级神经活动 �心理 �的障碍

对于患者 的生活
、

工作或学习
,

带来很大的不

便
。

看来
,

这些方法可以作为检测脑中风患者

的高级神经活动机能的指标
。

�二 �这些心理障碍还具有一些与脑组织

有关的特点

�
�

有的心理活动有 明显的脑功能一侧化

现象
,

如联想学习和说同类词都是左脑损害

时成绩更差
。

随访时当脑损害有所恢复时
,

这

两种心理活动偏 向一侧半球的现象即消失
。

这一结果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联想学习和说

同类词与左脑 �优势半球 �的特殊联系
。

联想

学习的识记
、

联想和回忆都是以词语进行的
,

说同类词则是带有速度要求的
,

从 长时储存

中提取记忆信息的词语记忆作业
,

这可能是

两者和左脑 �优势脑 �功能联系密切的原因
。

图象自由回忆 �下简称图象 �虽然刺激是

事物的形象
,

但对它的识记和 回忆都是直接

用词完成的
。

这可能是它在初发病时和左脑

有关
,

而脑损害有所恢复时这种偏 向即不明

显的缘故
。

因而它是偏 向左侧脑功能的
。

无意义图形再认我们原先发现它和右脑

功能明显有关
。

现在经过几次反复验测
,

看到

左脑患者与右脑患者在此测验上的差别并不

显著
。

但是
,

右脑患者的成绩总是略差些
,

而

且
,

左侧患者各分测验比较
,

它比联想
、

图象

成绩显著差些
。

这种难于用词进行的再认活

动还是有偏向右侧的倾向的
。

本顿视觉保持测验结果无脑功能一侧化

倾向
。

� �  与 � �  也没发现脑功能一侧化现

象
,

这是和国外研究结果一致的
。

看来涉及注

意和知觉动作的作业
,

是需要两半球共同调

节的
。

关于和非优势脑有明确联系的心理指

标
,

尚待进一步探索
。

�
�

“

临床记忆量表
”

测 出的记忆商
,

脑

梗塞位于皮层患者的成绩显著低于位于皮层

下者
,

各分测验 �除无意义图形再认外 �亦然
。

说明记忆这 种高级功能
,

皮 层作 用参与较

多
。

但在词语流畅性 中说同类词及 �� � 。。 � 测

验中
,

都未发现这种倾向
。

这可能是 由于皮层

组人数过少 �� 一 � 例�
,

以致未能显露其间差

别
,

也可能与这种心理活动既涉 及语言记忆

机能
,

又和注意
、

联想
、

语言神经机制有关
。

需进一步检测此项结果
。

�
�

� �  的延长和脑梗塞或脑 出血 的容

积有明显相关
,

容积大者
、

� � � 更慢
。

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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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忆商没有这种相关
。

可能是 �� � 操作简

单
,

局部损伤容积与之关系密切
,

而 � � � 与

记忆属于较高级心理机能
,

涉及神经机制广

泛
,

局部损伤容积固然影响其机能
,

但可能不

易有直接相关
。

�三 ��
�

� � � 和 �
�

�
�

� � ��� � 研究脑中风

患者 的认知功能时
,

虽然观察不同智力功能

分别与左右侧脑损伤有关
,

同时也看到注意

及集中
、

抽象能力等作业是大脑 的普遍的综

合性功能
,

他们却特别强调后者
,

并认为这是

以往文献所忽略的川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脑

中风患者确实具有某些与脑组织损害的某种

特性如侧性
、

部位及容积大小等有关的特殊

性的心理障碍
,

同时也存在超 出这些特点的

普遍性障碍
。

例如
,

知觉动作反应时间
、

视结

构知觉
,

本顿视觉 回忆
、

指向记忆等均没有明

显的脑功能一侧化现象
,

� �� �� � 测验初测 时

��� 例 �四项测试中的三项均左侧损害时受

损明显较右侧严重
,

而随访病例 ��� 例 �初测

时及随访时均无此现象
,

可见大脑功能一侧

化现象只是相对的
。

而大脑功能的整体协调

性是不容忽视的
。

�四 �不同的记忆活动因脑损害而受损的

情况又有所不同
。

采用
“

临床记忆量表
”

对脑

梗塞患者测试结果表 明
,

指向记忆与图象 自

由回忆两项成绩最差
,

无意义图形再认成绩

相对较好
,

而联想学习和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两项居中
。

这一顺序正好和孙长华等 用同一

量表所发现的 � 一 �� 岁儿童
、

青少年记忆发

展的顺序相反
仁, 。〕。 最早发展的

、

有提取线索

的
、

较容易的再认活动最不易受损
,

较晚发展

的
、

无提取线索的主动回忆活动 �指 向图象 �

最易受损
,

且受损最重
。

�五 �随访时心理测验成绩变化和临床疗

效的关系
。

除 �� ��� � 测验外
,

其他如记忆各

项分测验及记忆商
、

�� �
、

� �  及说同类词等

项随访时均较初发病时显著进步
。

可见脑中

风疾患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

随着病患的恢复
,

各种心理活动有了明显的改善
。

这些心理测

验可以作为治疗效果的一种指标
。

心理测验成绩好差和疗效水平关系的卡

方检验结果表明
,

��  
、

� �  和说同类词三者

与疗效水平有一致关系
。

在将患者分为有
、

无

疗效两组时
,

则两组间的差异在所有各项心

理测验上都是显著的
。

可见心理测验成绩与

临床疗效总的是有一定关系的
,

但并不一定

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

随访时患者获得改善的心理机能正常人

比较
,

记忆 已达正常范围
,

而 � � �
、

� �  和说

同类词却仍显著差于正常人
。

这似乎提示
,

脑

中风患者的这种带有信息加工速度要求的心

理作业更加难以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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