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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生工作的特点 ,经常在忙碌一天以后在夜间继续值

班 ,因此广泛存在着睡眠不足和睡眠剥夺 ( sleep dep rivation,

SD)。SD情况下人体心理功能易发生变化 ,如情绪情感改变、

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工作绩效及逻辑推理能力降低等 [ 1 ]。工

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和储存的综合能力 ,目前

国内还缺少相关研究。我们通过数字和词语记忆广度测验、连

续减法测验和随机数字生成测验来测查外科医生的工作记忆

情况。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2003年 3月至 5月的矫形

外科值班医生 ,共 15名 ,均为男性 ,平均年龄 30. 1岁 ,右利手 ,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值班的 24 h内睡眠小于 4 h。分别在值班当天、值夜班后 ,

于早 8: 30交接班后进行测试 ,连续 2 d。

二、研究方法

11数字记忆广度 :来自韦氏智力量表中的“背数 ”。由主

试按 1个 / s的速度念出不同数目的数字 ,从 3个数字开始 ,每

个数目的数字进行测试 2次 ,直到被试连续 2次不能够正确回

忆出 ,为被试能够正确回忆的数目 ,最多为 9个数字。共有 2

种 :正背和倒背。得分分别计算正确回忆的数目。

21词记忆广度 : Rey听觉语词学习测验。由主试按 1个 / s

的速度念出 15个词汇。念完 1遍 ,被试回忆 1遍 ,共进行 5遍。

然后再念另 1组词。要求被试在听完后立即复述。复述后 ,要

求被试再尽量回忆第 1组词。对第 1组词的每一正确回忆记 1

分 ,总分为 5次内正确回忆的总数。

31连续减法测验 (DST) :任给被试 1个百位数为 9的 3位

数 ,要求被试大声读出 ,依次从该数中减 9并报告 ,减 8报

告 ———直至减 1,再依次减 2报告 ,减 3报告 ———直至减 9,如此

循环 ,记录每次的计算结果。要求被试越快越好 ,越正确越好。

若超过 20 s没有回答 ,由主试进行提醒。总测试时间为 3m in。

记录指标 :反应总数 ,正确反应数占总反应数的百分比。

41随机数字生成测验 :要求被试在 1m in之内说出 1位数

(0～9)的随机数 ,要尽可能随机和尽可能多。由主试用 RG2
Calc软件 [ 2 ]记录和分析。分析和统计指标 :产生随机数字的总

数 ,偏离理想数字序列的程度 ,随机性。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 0 forW indo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采用配

对样本 t检验。

结 果

一、值班前后数字及词记忆广度比较

同值班前相比 ,值班后 ,数字及词汇记忆广度下降 ,其中数

字倒背和词汇记忆广度差异有显著性。见表 1。

表 1 值班前后数字和词记忆广度测试成绩

( n = 15,分 , x ±s )

测试时间 数字正背 数字倒背 词汇

值班前 8. 53 ±0. 52 7. 13 ±0. 64 70. 20 ±4. 21

值班后 7. 92 ±1. 11 5. 13 ±0. 743 62. 13 ±5. 173

注 :与值班前相比 3 P < 0. 05

二、值班前后连续减法测验比较

同值班前相比 ,反应总数和正确数占总反应数百分比下

降 ,其中正确数占总反应数百分比 [值班前 (95. 33 ±2. 06) % ;

值班后 (85. 40 ±3. 94)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05)。

三、值班前后随机数字生成任务比较

同值班前相比 ,值班后随机数字总数下降 ,随机性增加 ,差

异有显著性 ( P < 0. 01)。见表 2。

表 2 值班前后随机数字生成任务

结果 ( n = 15, x ±s )

测试时间
随机数字

总数 (个 )

偏离理想数字

序列的程度 ( % )
随机性

值班前 85. 75 ±24. 13 40. 00 ±13. 00 0. 12 ±0. 02

值班后 66. 00 ±14. 803 48. 00 ±8. 00 0. 23 ±0. 033

注 :与值班前相比 3 P < 0. 05

讨 论

医生的工作要求必须保持高警觉性进行高效率的工作。

外科医生值班过程中经常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常无法预期 ,

即使有一定的睡眠 ,但不足以补充脑力和体力消耗 ,已有研究

表明医生夜间清除自由基和抗疲劳能力下降 [ 3 ]。国外有关医

生值班的研究较多 ,表明 SD后医生的警觉性下降 [ 4 ]、工作绩效

明显降低 [ 5 ] ,创造性思维能力下降 [ 6 ]。因此 ,研究医生的睡眠

问题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非常有意义。由于数字正背记忆

广度测验任务相对比较容易 ,作业时间相对较短 ,被试通过努

力可以一定程度对抗 SD的作用。因此尽管成绩有一定下降 ,

但不是很明显。在 Deary[ 7 ]研究中 ,医生一夜没有睡眠 ,结果数

字记忆广度虽有一定减少 ,但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倒背不仅同

短时记忆有关 ,由于难度加大 ,同工作记忆也有一定关系 ,值班

后数字倒背记忆广度测验成绩明显下降。而词汇记忆广度测

验难度也较数字正背记忆广度测验增加 ,值班后也表现出成绩

的下降。值班后 ,连续减法测验中 ,无论反应总数还是正确反

应数 /总反应数 ,随时间延长 ,都有一定下降 ,其中正确反应数 /

总反应数敏感于反应总数 ,同以前的研究相一致 ,表明 SD对正

确性影响更大 [ 8 ]。该任务较短时记忆任务 ,难度加大 ,不仅要

记住计算结果 ,还要记住上个被减数 ,工作记忆加工负荷加重 ,

耗费心理能源比较多 ,因而耗费时间较单纯短时记忆任务要

长 ;因为加工需时长 ,就会影响储存和保持 ,出现遗忘上一个被

减数。值班后 ,医生出现长时间停顿 ,不知道自己做到什么地

方的现象 ,进一步证明了 SD作用的脱漏假说 [ 9 ]。SD时 ,出现

了不时发生的“阻滞 ”或者没有反应的短暂间期 ,其发生频率和

时程同 SD的情况有关 ,从而导致反应时延长 ,在本实验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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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应总数的下降。在阻滞或无反应期的反应则表现为正确

率的下降。随机数字生成任务需要持续注意能力 ,并且可能主

要包括如下几个过程 [ 10 ] : ①整合定势和被试长时记忆中有关

随机性的概念 ,并保持 ; ②选择合适策略 ,抑制同指导语相反的

反应 ; ③监测输出 ,将输出同随机性概念进行比较 ; ④如果同随

机性概念不同 ,进行策略调整和改变。SD后 ,随机数字生成任

务完成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工作记忆的下降 ,控制者的能力有

限 , SD后对于高联系强度或强联系力度的联系抑制的能力下

降 ,其能力不足以产生随机性高的数字序列 ,更容易按习惯化

方式反应 ,导致随机性下降 ;控制者能力下降的另一方面表现

可能是不能够根据违反规则的反馈及时调整产生随机数字的

规则 ,从而也导致随机性的下降 ,从而表现为随机数字生成任

务成绩的下降。同宋国萍等 [ 8 ]的研究相比 ,被试在实验室中单

纯 SD,没有其他负荷 ,因此 ,虽然用同样的测试方法 ,但在 SD45

h后才有明显的成绩下降 ;本研究中 ,医生需要进行繁忙的医务

工作 ,耗费的能量更大 ,要求更高的注意力水平。因此 ,虽然仅

仅部分 SD1夜 ,各测验成绩却有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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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军人的生活事件均分及各因子分与自测健康的三

个子量表的得分和总分均相关显著 ,其中适应因子、工
作环境因子和人际因子与自测健康的相关系数更高 ,

而且工作环境因子和人际因子进入三个回归方程。这
提示我们可以帮助高原军人尽快适应环境、学会适应

军营集体的生活、增强与人交往的能力 ,来减轻不良生
活事件的影响 ,进而提高他们的总体健康水平。国内
多个对高原军人心理影响因素的研究 [ 4, 5 ]均表明个性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很大。国外 N icolas等 [ 6 ]对在高海
拔地区旅行者进行测评 ,发现人格特征对状态焦虑反
应的发生起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 ,人格的内外

向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与自测健康三个子量表的得分和

总分均显著相关。这说明个性特征和情绪稳定性是影
响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外向性格和稳

定的情绪有助于提高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社会
支持通过提高个体对日常生活中伤害性刺激的应对能

力和顺应性 ,从而削减应激反应 ,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
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 ”[ 7 ]。本文结果表明社会支持
与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各子量表得分明显相关 ,尤其
是与社会健康子量表相关更加显著 ,多元回归结果表

明来自家庭、朋友和领导、战友等各方面的支持主要对
高原军人的心理和社会健康影响较大。说明在高原军

营这种特殊环境下 ,社会支持对高原军人的总体健康
作用尤其重大。

应对方式作为一种中介变量 ,影响着应激反应的

性质与强度 ,并进而调节应激与健康或疾病的关

系 [ 8 ]。多数研究的结论认为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人的

健康和生活质量有不同的影响。本文结果表明积极和

消极应对方式与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各子量表得分明

显相关 ,尤其是积极应对因子进入全部四个多元回归

方程 ,说明改变应对方式 ,尤其是培养他们积极的应对

方式对提高高原军人总体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

从本文多元逐步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事件、

个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

有重要影响 ,保持情绪的稳定、完善个性、寻求社会支

持、减轻生活事件的影响、应用积极的应对行为是提高

他们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说明还存在其他影响他们

健康的因素 ,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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