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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记忆损伤的研究
‘

孙 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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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健忘症病人 ∀& ∋ ( ) ∗+, − & .+) ( . , %是人类记忆研究对

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其进行研究
,

一方面可 以验证有

关正常记忆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

同时其特异性现

象还可 以促使新理论的产生 /另一方面
,

对其进行研究

还 可以为临床诊断和 治疗提供心理依据
。

阿尔兹海默

氏病患者是健忘症病人中的主要类型
,

目前对阿尔兹

海默氏病患者的研究呈增长趋势
。

阿尔兹海默氏病 ∀0 12 3 ) +∋)
4 ’ 5 6+∗ )& ∗ ) %

,

或更准确

地称为阿尔兹海默氏型痴呆
,

是 7# 岁以上人群易患的

疾病
,

由德国神经病理学家 01 8+ ∗

01 23 )+ ∋ )4 于  � # 9 年

首先报告
。

阿尔兹海默氏病是一种伴随精神逐步恶化

的脑部病变
,

其主 要病理表现为脑组织萎缩
,

颜叶
、

顶

叶和额叶神经纤维缠绕
,

老年斑的出现和脑血管内有

大量 的淀粉样蛋白沉积
/

其主要精神恶化表现为人格

障碍 ∀如脾气暴燥
、

易 冲动
、

焦虑失眠等 %和认知损伤

∀如记忆力下降和其它高级认知活动的改变 %
。

者最先表现出的认知症状
,

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病症

早期诊断认知依据的获得
:

同时由于记忆障碍是患者

最明显的外部特征
,

对它的研究还将有助于对治疗效

果进行评价
。

目前对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记忆损伤的测量主要

通过神经心理学的评定量表方法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

方法
。

评定量表 ∀4& .+ ( ; ∗, &1 )% 是依据心理测验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
,

为检查精神状态而设计的
、

具有一定信度和

效度的
一

系列测验项 目
。

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是采用严格

的实验设计
,

对特定的心 理过程和机制进行实验室测

量
,

从而获得判定内部心理机制所需实验材料的方法
。

在 目前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记忆损伤的研究中
,

研究

者大多直接采用已有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
。

由于阿尔兹海默氏病的鲜明特征是伴随精神恶化

的脑部病变
,

研究 中有时也需要对患者脑部结构病变

进行测量
,

目前对患者脑部结构病变的测量主要使用

脑成像方法
。

脑成像方法可 以即时地观测到患者脑部

结构病变
,

而不必等到解剖的实现
。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八十年代
,

认知心理学对启动效应的研究和神经

心理学对健忘症病人记忆损伤的研究表明
,

人类记忆

心理过程存在分离现象
。

对记忆分离现象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
,

它是理解人类记忆本质的一种全新

途径
。

从认知神经 心理学的角度看
,

阿尔兹海默氏病患

者认知损伤的主要特征是多重记忆系统的损伤
,

表现

出记忆的分离性损伤现象
。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损伤是

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
,

即在某一时间测验所表现出来

的记忆损伤是下一时间测验所表现出来的记忆损伤的

子集
。

这些对研究记忆分离现象的性质
,

研究外显记忆

和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化条件等问题具有重要

的意义
。

从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角度看
,

阿尔兹海默氏病的

主要治疗方法是早期利用药物以减少脑部损伤的程

度
,

很明显对病症的诊断越早越好
。

由于记忆障碍是患

!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者对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记忆损伤进行了研

究
,

患者表现出严重的长时记忆损伤
,

同时短时记忆和

瞬时记忆也有明显的损伤
。

在速视实验条件下
,

采用部

分报告方法
,

研究发现患者的作业成绩显著低于控制

组被试的作业成绩
,

研究 同时发现患者只能报告呈现

时间间隔高于  #。毫秒的刺激材料
。

对患者瞬时记忆

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

患者 瞬时记忆的外周特征 可能保

存完好而大多数中心特征受到损伤
。

研究者使用记忆

广度
,

<4
8 = ( 一

>) .)4 ∗8
(
测验

,

即时序列 回忆等测验对患

者的短时记忆进行了测量
,

患者在这些测验中均表现

异常
,

表明患者短时记忆受到损伤
。

对新信息的获得 困难是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最先

表现和最普遍的认知症状
,

这一损伤同时表现在言语

和 非言语记忆作业中
。

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的特异性

是即时回忆和延迟 回忆作业成绩之间的差别
。

采用延

迟再认广度测验
,

研究发现患者记忆的初期出现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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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阿尔兹海默 氏病患者记忆损伤的研究

的遗忘
,

而在记忆的后期遗忘量的差别并不显著
。

这表

明患者短时记忆受到干扰
,

难以对信息进行编码
,

从而

转入长时记忆
。

通过各种外显记忆测验
,

研究者对患者

的长时记忆也进行了研究
,

患者在各种刺激材料的 回

忆和再认任务中都表现出严重的记忆损伤
。

<& 66 )1 )Α 等人在工作记忆的理论框架下
,

对阿尔

兹海默氏病患者的记忆损伤进行了研究
。

研究结果表

明
,

患者的言语工作记忆受到损伤 /对患者语音相似效

应
,

词长效应和语音抑制任务等测量的结果表明
,

患者

的成绩与正常人控制组的差别不显著
,

由此可 以推测

患者的中央执行系统可能受到损伤
。

对患者中央执行

系统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

当患者分别加工轨迹追踪任

务和数字广度任务时
,

与正常老年和年轻被试控制组

成绩一样 /但当实验任务为同时加工两种任务时
,

患者

的成绩明显降低
,

表现出对两种实验任务协调的困难
,

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中央执行系统受到损伤
。

对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语义记忆的研究大多是对

患者言语功能的评价
。

研究结果表明
,

患者的自发言语

能力和语音是流畅的
,

但在命名和理解上受到损伤 /患

者的句法相对完好 /患者在常规言语测验上相对未受

损伤
,

在词汇测验上只有轻微的损伤
。

患者在语义记忆

测验上表现出损伤
。

对阿尔兹海默 氏病患者内隐记忆的研究表明
,

患

者在许多记忆任务表现正常或接近正常
。

如在追踪任

务中表出现相当好的学 习能力 /在启动任务上也表现

出良好的作业成绩
,

表现 出正常的重复启动效应和语

义启动效应 / 在词干补笔测验和知觉辨别测验上也表

现出正常的作业成绩
。

脑成像形态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阿尔兹海默氏

病早期
,

颜叶内侧
、

海 马等与记忆功能相关的部位出现

病变
,

海马形成区的损伤是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的基

本特征
。

海马的体积变化与大量记忆的测量成绩相关
。

研究结果还表明
,

杏仁核病变与记忆作业无关
,

尾状核

与外显记忆作业无关 / 另外在阿尔兹海默氏病早期
,

患

者额叶也出现病变
。

∃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整体上看
,

目前在对早期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记

忆损伤研究 中
,

对患者记忆损伤的类型和特征等问题

已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但在各种记忆损伤之间关系的

探讨上仍有欠缺
。

由于记忆心理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

的连续体
,

不同记忆心理过程存在相互影响
,

所以有必

要从联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

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的记忆损伤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
,

表现出记忆系统的分离损伤
,

这对研究外显记忆和

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

所以有必要从

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

比如在阿尔兹海默氏病早期
,

患

者的外显记忆损伤
,

而内隐记忆相对完好
。

但患者在不

同的内隐记忆作业上表现出差别
,

如一些作业成绩 ∀如

追踪任务 %优于另一些作业成绩 ∀如补词任务 %
,

目前对

这种差别的性质还不清楚
。

从对早期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脑部结构损伤与记

忆损伤之间关系的研究上看
,

海马损伤与记忆损伤的

关系 比较明确
,

但对杏仁核的研究与以往动物研究中

的结果不一致
。

另外神经心理学研究认为
,

尾状核与内

隐记忆有关
,

尤其是与程序学习相关
。

目前研究中还未

发现有明显的相关
,

仅证 明尾状核与外显记忆作业无

关
。

额叶在早期阿尔兹海默氏病中也发生病变
,

就 目

前研究结果来看
,

额叶病变与认知损伤的关系
,

尤其是

与记忆损伤的关系尚不清楚
。

值得注意的是
,

最近临床

研究者认为
,

依据患者额叶的损伤与否
,

可以将早期阿

尔兹海默氏病患者划分 为不同的亚 型
,

对这一假设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