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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练功对中老年人记忆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 0 0 01 2) 吴志平 许淑莲

摘 要 本文对中老年气功组和对照组在分心与非分心条件下的指向记忆和逻辑故事回忆等进行了研究
.

并比较了在一次练功 (或休息) 前后的记忆成绩
,

以及心率
、

皮电和血容等植物神经系统生理指标的变化
。

结

果表明
,

练功前中老年气功组与对照组记忆成绩无明显差异
,

但在练功后气功组记忆成绩提高的幅度明显大于

对照组
,

故事意义分的相对分心消耗值也有所降低
,

说明一次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记忆功能
。

结果还表明
,

气功组练功后血容及其变化率增大
,

提示练功可能提高植物神经系统的反应性
。

关键词 中老年 气功 记忆 分心

气功锻炼有祛病延年的功效已多有报道
,

对气

功的作用及其机制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
,

其中一些

研究涉及气功对心理活动的影响
,

如汤慈美
〔, ’、

孙福

立川等人的研究都发现气功有延缓心理功能衰老的

作用
,

但对一次练功前后心理活动变化的研究甚少
。

本工作对一次练功前后记忆成绩的变化进行探讨
,

并对在完成单项记忆任务的非分心条件下和同时完

成两项任务(记忆与判题)的分心条件下两组记忆成

绩进行比较
,

以探讨练功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分

心消耗值
。

在进行记忆作业的同时记录心率
、

血容和

皮电三项植物神经系统的指标
,

试图了解在一次练

功前后生理活动改变以及与心理活动变化的关系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被试 测试对象共分为两组
,

中老年气功组

1 7 人 (男 9
,

女 8 )
,

年龄 5 1 ~ 6 9 岁 (平均 59
.

1

岁) ; 中老年对照组 17 人 (男 6
,

女 9)
,

年龄 53 ~

68 岁 (平均 60
.

3 岁)
。

两组被试文化程度基本匹配
,

身体基本健康
,

无明显的心脑血管疾病
。

气功组练功

时间为 2一13 年
,

所练功种都在二种以上
,

有养气

功
、

内养功
,

中华养生益智功等
。

二
、

方法 实验内容为三项记忆作业
:

指向记

忆
、

逻辑故事回忆和词的自由回忆
。

指向记忆材料采

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中

表 l 气功组与对照组记忆成绩比较 (前实验 )

指向记忆测验 4 组
,

每组 24 个词
,

要求被试识记录

音呈现的其中属于某一类 (如水果)的 12 个词 ;逻辑

故事回忆沿用本研究组过去编制的内容有逻辑联系

的 4 个小故事
,

各含 21 至 24 个分节 (即人名
、

时间
、

地点
、

内容等)
,

计分按分节分和意义分分别计算
。

实

验分前后实验两部分进行
,

在前实验和后实验中各

做两组指向记忆
、

故事回忆和自由回忆
。

其中第一组

按一般方式呈现
,

听完后立即回忆 ;后一组按分心方

式 (即在识记的同时对简单算术题答案的正误进行

判断)或干扰方式呈现 (自由回忆)
,

算术题为两位数

加减一位数的竖式算式
,

已给出答案
,

记录被试判断

正确的题数
。

前实验结束后气功组练静功 20 一 30 分

钟
,

对照组休息
,

而后进行后实验
。

在整个实验过程

中用 R M 一 6 20 。多导生理仪描记被试的皮电
、

心率

和指端脉搏容积波
,

整个实验约需一个半小时
。

实验

程序如下
:

前实验
:

指向 1
,

故事 1
,

指向 2( 分心 )
,

故

事 2( 分心 )
,

回忆 1
,

回忆 2( 干扰 ) ;休息 (或练功) ;

后实验
:

回忆 3
,

回忆 4( 干扰 )
,

指向 3
,

故事 3
,

指向 4

(分心 )
,

故事 4 (分心 )
。

结 果

一
、

前后实验中气功组与对照组在分心与非分

心条件下记忆成绩比较 见表 1
、

表 2
。

从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可见
,

两组各项记忆成绩

均无明显差异 (尸均 > 0
.

2的
。

但前实验对照组各项

组 别 指向 指向 2 故事 故事
分节分 意义分 分节分 意义分

0
.

8 2 0
.

12 0
.

7 7 0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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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功组与对照组记忆成绩比较 (后实验 )

故事 4

气功组

又寸照组

指向 3

7
,

4 9士 1
.

1 4

7
.

2 9士 工
.

8 0

1
.

2 5

指向 4
故事 3

分节分

46684
.

7 6士 1
.

2 5

4 , 6士 1
.

9 三

1
.

ZG

分节分

1 3
.

3 0士 2.

1 2
.

8 3士 1
.

() 只7

意义分
.

5 3士 0
.

4 5

味二鑫4 士 0 3 5

0 2 0

6
.

6 8土 2
.

19

6
.

8 5士 2
.

8 0

0
.

64

意义分

3
.

2 6士 () 9 0

2
.

8 5士 0 g G

1
.

2 8

表 3 前后实验记忆成绩比较及组问差异
.

指 污一指 l 指 4一指 2 故 3产故 l 分节分 故 3 一故 1 意义分 故 4一故 2 分节分 故 4一 故 2 意义分

气功组
价

.

25 上2
.

5 5 0
.

7 1士 1
.

、6
‘

1
.

7G 士 2
.

19
‘ ’

0
.

3 8生。
.

3 8 “
’

1 9 7士 1
.

92 ”
’

1
.

1 2士。
.

7 8 “
‘

对照组
一 1

.

洲 士1
.

8 9
‘

一 0
.

0 6士 1
.

3于 。
.

叩上艺
.

肠 O 肠士。
,

招 工
.

4 4 士 2
.

5 8
’

0
.

32 士0
.

8 5

t 二全自9 1
‘

7 8么 2 4 3
辛

〕
.

92 △ 0
.

6 8 2
.

8 4
令 食

‘
几丈几 ‘

, ‘ “ 尸< (). 。1
, ‘ 兴 ” p < 。

.

00 1
.

八 P< 0
.

1 0
,

下表同

表 4 两组前后实验的相对分心消耗值

枷
、

2 蔽薪万舞子着
丁
蔽

万 后 实 验

指向 3
、

4 故事 3
、

4 分节分 故事 3
、

4 意 义分

气功组

对照组

曰 4 7 士 ,
.

1 3

勺 4 9 士 0
.

1 8

一仁)一13

0
.

6 0士 0
.

2 2

0
.

5 8士 0
.

1 7

0
.

32

0
.

5 0 士 0
.

2 9

0
.

4 3 士0
.

3 0

O
,

74

0
.

4 0士 0
.

1 4

0
. .

{3士 0
.

2 8

一 0
.

4 0

0
.

50 士 0
.

13

0
.

4 6 土 0
.

之4

Q 6 5

0
.

2 8士 0
.

18

0
.

3 5士 0
.

2艺

一 ]
,

0 8

表 5 气功组与对照组判题成绩比较

判题 判题 2

8
.

5 9士 4
.

9
,

1艺士 3
.

气
1

3 9

判题 3

1 1
.

0 6士 5
.

10
,

4 1 土斗
.

0
.

4 0

判题 透 判题 3一 l 半IJ题 4 一 2

气功组

对照组

1永47 士 5
.

2 5

1 介
.

5 3 七4
.

7 7

0 0 3

1 2
.

0 0 士凡 72

3
.

12士 5
.

16

O
卜

6 0

0
.

5 9士 2
.

4 8

一 0
.

1 2士 3
.

5 5

Q
.

67

3
.

4 1士 4
.

)2“

4
.

0 0士 3
.

C毛
.

O
‘

4 从

3202肠70

成绩略优
一

于气功组
,

后实验结果正好相反
。

二
、

前后实验记忆成绩比较 见表 3
。 -

表 3 可见
,

气功组前后实验自身比较
。

除指向 3

减指向 1 之差一项不显著外
,

其余各项后实验均比

前实验明显提高
,

说明一次练功后作业成绩有所提

高
。

对照组前后实验比较
,

指向 3 比指向 1 成绩明显

降低
,

故事 4 比故事 2 分节分显著提高
,

余无明显变

化
。

对两组前后实验之差进行比较
,

除故事 4 减故事

2 分节分因对照组也明显提高而两组差异不显著

外
,

其他各项两组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或有显著

趋势

三
、

两组相对分心消耗值的差异 见表 4
。

采用

阮m 决艰 和 , h }二u * 提出的相对分心消耗值 (R d a -

riv e d : v : d。。 。t : 。n t, 。: , c
。 :、)的计算方法

〔1 〕
.

即相对分

心消耗值 (R D 八C ) 一 (单任务成绩 一 双 任务成

绩 ) 厂
单任务成绩

、

计算出双任务时的相对分心消耗

值
。

在分心消耗值上
、

两组在前后实验中均无明显

差异
。

就组别 只刺激 x 时间对分心消耗值的影响做

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组别无明显差异
。

刺激影

响显著 (F 2
,

以 ~ 15
.

47
,
尸< 。

.

帕 l )
,

故事分节分

的分心消耗值明显大些
。

时间因素对分心消耗值的

影响显著 (F I
,

3 2 一 1 3
.

8 8
,

I
;

< 0
.

0 0 1 )
,

两组后实

验分心消耗值均比前实验减小
,

但组别 x 时问无明

显交互作用
。

组别 米刺激 沐时间的交互作用接近显

著性水平 (F 2
,

6 4 一 3
.

呢
,

P 二
一

。
.

0 56 )
,

即气功组与

对照组在前后实验的分心消耗值随记忆材料不同而

不同
。

气功组练功后 (后实验 )故事意义分的分心消

耗值降低最多
。

四
、

判题成绩比较 前后实验的分心条件下判

题成绩 见表 5
。

对前后实验分心条件下两组的判题成绩进行比

较
,

未发现明显差异
。

前后实验成绩比较
,

气功组和

对照组在后实验识记故事时判题数均比前实验明显

增加
、

但无组间差异
。

五
、

气功组与对照组前后实验生理指标变化

见表 5
。

对两组生理反应的分析主要侧重于练功前

后的变化
,

故将前后实验记忆作业时的心率
、

血容及

皮电反应分别加以平均
,

得到前实验与后实验的各

项生理指标值
,

并在实验开始前和练功 (休息)后各

记录 5 分钟生理指标
。

对两组安静状态下的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反应分

别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气功 (休息)后的心率
、

皮电与基础值相比两组均无明显改变
,

而血容存在



表 6 气功组与对照组前后实验生理指标

基础值 气功 (休息后 ) 后实验

心率

(次/分)

血容

(~ /分)

皮电

(~ /分)

组别

气功

对照

气功

对照

气功

对照

7 4
.

2 士 1 1
.

5

7 1
.

4 土1 1
.

0

5 7
.

9 士2 3
.

2

7 6
.

8 士2 9
.

1

3 1
.

5士 1 9
.

5

2 6
.

2士 1 0
.

6

前实验
77

.

9士 10
.

6

7 5
.

8士 10
.

8

4 0
.

7士 1 3 2

4 7
.

1士 15
.

3

4 7
.

1士2 6
.

6

4 0
.

6士1 7
.

1

74
.

1士 1
.

3 0

7 0
.

1士1 0
.

4

7 8
.

7士 3 9
.

3

6 9
.

5 士2 3
.

3

30 2 士1 7
.

1

33
.

3士 18
.

0

78 4士 10
.

6

7 2
.

9士习
.

6

5 3
.

8士 22
.

6

5 5
.

8士2 0
,

6

6 9
.

8士5 6
.

1

5 0
.

4士2 9
.

9

表 7 气功组与对照组心率
、

血容二皮电变化率

前 实 验 后 实 验

心 率 血 容 皮 电 心 率 血 容 皮 电

气功组

对照组

8
.

2 9士 7
.

94

6
.

5 6士 7
,

2 9

一 22
.

7 1士 3 1
.

7 8

一 33
.

3 9士 2 3
.

1 7

12 0
.

5 2士 23
.

4 1

7 6
.

0 1士 9 1
.

4 2

6
.

1 5士 5
.

3 5

4
.

4 4士4
.

7 5

一2 7
.

7 1士 1 6
.

3 3

一1 9
.

67 士1 3
.

5 7

1 3 8
.

4 2士1 6 9
.

2 9

8 7
.

3 4士1 5 6
.

8 2

明显的组别 x 时间的交互作用(F l
,

32 一 6. 46
,

尸<

0
.

0 5 )
,

即练功后气功组血容波幅明显增大
,

而对照

组休息后比基础值略有缩小
。

由于两组各项生理指标的基础水平不同
,

为了

比较两组作业条件下各生理指标的反应性
,

计算三

种指标的变化率 (变化率 ~ 作业状态 一基础值/ 基础

值 X 1 0 o ) (见表 7 )
。

对作业时各项生理指标变化率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

前实验心率变化率大于后实验 (F 1
,

32 一 5. 4 9,

尸< 0
.

0 5) ;

血容变化率存在的组别x 时间的交互作

用 (F 一
,

3 2 = 5
.

85
,

P = 0
.

0 5 8 )
,

接近显著水平
,

即

气功组练功后血容变化率比前实验增加
,

而对照组

却比前实验减小 ; 皮电变化率无明显的组间差异和

交互作用
,

这可能与各组内个体差异过大有关
。

气功

组与对照组作业时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变化率与记忆

成绩无明显相关
。

讨 论

从相对分心消耗值看
,

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

两组

后实验三项记忆指标的分心消耗值均低于前实验
,

表明分心消耗有一定的适应性
,

练功可在某种程度

上降低分心消耗值
。

另有研究指出
,

老年人在双任务

作业条件下不如青年人
,

分心消耗值也大
,

这可能与

老年人注意能量减退有关川
。

气功组后实验故事意

义分的分心消耗值降低较多
,

表明一次练功不仅能

提高记忆成绩
,

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老年人

的注意能力
。

一次练功后
,

三项生理指标即时测量结果表明
,

气功组指端血容波幅明显增大
,

说明气功锻炼有改

善血液循环
,

特别是微循环的作用
。

后实验中
,

气功

组血容变化率比前实验有所增加
, 、

而对照组则有所

降低
,

提示练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机体植物神

经系统的反应性
。

但一次练功改善记忆活动的作用

与植物神经系统反应性改变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

探讨
。

从本研究结果看
,

在前后实验中
,

中老年气功组

与对照组记忆成绩无明显差异
,

对照组前实验结果

甚至略优于气功组
,

这结果与预期不大相同
。

以往的

研究如孙长华t31 等曾发现经过一年气功锻炼 (大雁

功)的中老年人记忆明显提高
,

气功组前实验成绩略

差的原因可能与他们身体状况有关
,

这些被试在练

功前均患有各种疾病
,

如高血压
、

冠心病
、

糖尿病等
,

参加练功后虽然体力有明显增强
,

但少数人仍有睡

眠不佳或血压波动现象
,

而对照组全是正常人
。

在一

次练功后
,

气功组各项记忆成绩 (除指向 3 比指向 1

外 )均有明显提高
,

而对照组只有一项明显提高
,

说

明一次练功明显改善了中老年气功组的记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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