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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工作研 完 了 例 一 岁成人的短时记忆
,

其中 例进行 了较详细 的体

格检查
。

以 例 一 岁青年的记忆检查作为对照
,

结果看到

在图片自由回忆
、

逻样 故事识记
、

数字广度识 记三个项 目上
,

记 忆 都有

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减退的明显趋势

识记逻拜故事时
,

对中心意义的记忆 减退较分节记忆减退缓慢
,

顺 背数

字的记忆广度随年龄增长而减小较其他项 目都要缓慢
,

表明老年记忆减 退 有其

特点

神经系统和心血管 系统的病理性或老年性 变化与记忆减退有关
。

当前世界人口 比率的老龄化趋势已日益引起注意
。

在国际上
,

老年病学和老年 心理

学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心
。

近年来
,

有人从毕生发展的观点研究 人 的心

理发展
,

将成人或老年心理作为人生 中的一个阶段来研究卿
。

但在我国
,

尚未见到老年心

理方面系统研究的报道
。

记忆减退是年龄大 的人最常见的主诉
,

国外对此问题已有相当多的研究
。

一 些 研究

表明
,

老年人的初级记忆比次级记忆减退为慢肠。
,

需要集中注意和组织的记忆 材 料 对老

年人更为困难帕
,

如果不计时间或材料容易时
,

老年人 的记忆并不比年 轻人 差伽
。 。

虽然

有的作者认为
,

记忆是与年龄有关的一种智力机能
,

但仍强调老年心智能力的改变和生活

经历的关系
‘。 。

本工作试图就老年记忆减退的特点和条件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方 法

被试 人
,

主要为敬老院的老人
,

部分为新 闻和电影工作者 占 一弱岁被试中的大

多数
。

从 岁起
,

每隔十岁为一个年龄组
。

此外
,

选择 一 岁的青年 包括农 村 社员
、

解放军战士和大学生
,

共 人作为对照组
,

以评定老人的记忆有无减退和减退的程 度及

特点
。

大多数老人  例 进行了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临床检查以及心电图
、

脑 电 图和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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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

而 。岁以后任意两个年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说明 老 年 人 各 年 龄

组与对照组相比
,

记忆有明显减退
,

在 一 岁之间
,

记忆虽继续下降
,

但各组差异并不显

著
。

逻辑故事识记

各年龄组比较
,

可见逻辑分节记忆和中心意义记忆除 一 岁组 以下简 称 岁组

比 岁组成绩略好外
,

其余年龄组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
,

即年龄越大者对故 事 的 回 忆越

差
。

但对故事中心意义的记忆下降较分节的记忆下降为缓慢 图
。

各年龄组间相互比较
,

在逻辑分节记忆方面
,

情况与各组总分比较完全相同
。

在中心

意义记忆方面除 岁与 岁组间无明显差异外
,

情况也与分节记忆相同
。

半小时后
,

老人的延时逻辑记忆 包括分节记忆和中心意义记忆
,

大都有下 降 趋势
,

但下降情况未见年龄差异
。

少数记忆略有上升 有 人
,

占 形
。

图片 自由回忆

由于倒数数字干扰未明显影响结果
,

故将后两套图片检查和前两套结果合并 分 析
。

各年龄组间分别比较
,

情况与各组总分比较完全相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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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年龄组逻辑故事识记
寡杀雾

曲线图

以 。岁组为基数 绘图

图 各年龄组图片自由回忆分数曲线图

以 岁组为基数 绘图

数字广度识记

顺背数字 岁组比 岁组成绩略好
,

其余各年龄组成绩均随年龄增长而 下 降
。

但

顺背数字比起故事回忆分节分
、

图片自由回忆及倒背数字的年龄差异都要小些 可从图
、

、

看出
。

各年龄组间分别比较
,

岁与 岁或都无显著差异
,

而的岁组与钧岁组或 岁组的差

异是显著的
,

可见功岁后在顺背数字方面才有明显减退
。

倒背数字 除 岁组比 岁组的成绩略好外
,

其余各年龄组成绩均随年龄增 长 而下

降
。

各年龄组间分别比较
,

除了 岁与 岁组
,

岁与 岁组以及 岁与 岁组间差异不

显著外
,

其余各组间比较
,

均有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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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记忆和疾病的关系

根据眼底检查
、

神经系统 检 查以

及脑 电图
、

脑血流图描记情况
,

将被试

神经系统状态分为有明显病理改变和

无明显病理改变两组 另根据 血 压测

定和心电图检查将被试的心血管系统

情况也分成有明显病理改变和无明显

病理改变两组
,

分析其与记忆 检 查结

果的关系
。

老人记忆总分平均 为 分
,

取

其接近值 分为划分记忆 好 坏 的 标

准
,

与其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 统 情况

作对照
。

众侣那汉华

年龄 岁

图 各年龄组数字广度

数 绘图

顺背、
,
、

, , 、 , 。 。

。 口
二廿

倒背四汉囚
、以 ‘ ”

夕坦 习荃

从表 可见
,

神经系统有无明显病理改变或老年性变化是和记忆有关的
,

有明显变化

者记忆差的较多 扩
,

尸 。
。

表 一 岁成人记忆与神经系统疾惠关系

记 忆 总 分

⋯
‘及 ‘分 以 生

一

‘

及 分 以 卜

⋯
‘ ‘

合 下卜

邪 书
·

此外
,

从心血管系统疾患和记忆的关系统计分析也可见到同样的倾向 有明 显 疾患

者记忆差的较多 护二 铭
,

尸 表
。

表 一驹岁成人记忆与心血管系统疾息的关系
】

一价户布于邓二 了

多数有心血管系统疾患者同时也有神经系统障碍
,

经统计分析
,

两者的相关也是显著

的 劣 , 。

讨 论

本工作通过逻辑故事识记
、

数字广度识记和图片自由回忆三项方法进行 记 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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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结果均表明 记忆成绩有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明显趋势
。

但 岁组成绩 图片 自由回

忆和顺背数字除外 比 岁组略好
,

这可能与 岁组被试例数不够多
,

而其中有文化 水平

最低的能粗读报纸 的比例 的较 岁组 为大有关
。

就文化程度的影响来看
,

岁组被试文化程度最高
,

全都有文化
,

其中大学程 度 的有

人
,

平均文化程度比青年组 大学程度的有 人 要高
。

就顺 背 数字

结果看
,

岁组平均成绩比 岁组略高
, 了

,

如果仅就其中大学程度的被试 进 行比

较
,

则两组平均成绩为了 岁组 和 岁组
,

差异虽不显著
,

但 岁组比 岁组要

差些
。

从本工作全部结果来看
,

除顺背数字外
,

在其他所有项目上
,

岁组均比 岁组的

成绩明显要差些
,

说 明文化程度对记忆成绩虽有一定影响
,

但不是决定性的
,

仍掩 盖 不了

记忆年龄差异的表现
。

老年记忆减退是有其特点的
。

如顺背数字的成绩虽也有明显的年龄 差 异
,

但减

退的速度较慢
。

从本工作结果看
,

钧岁后才有很显著 的减退
,

其结果和国外是一致的帅
。

这可能 由于它所包含的初级记忆成份较多
,

而老年人的初级记忆较晚 才 受 到 损 害 的缘

故
。

我们将逻辑故事识记分别按中心意义和分节计分是有意义的
。

结果看到 中心意义

的记忆虽有随年龄而明显减退的现象
,

但其减退速度较分节记忆为慢
。

这和老人 的 意义

识记较机械识记减退为晚相联系
,

可能也是老年记忆障碍的一个特点
。

按节拍器声倒数数字的千扰未起到预期的干扰记忆的效果
,

这可能由于我们 对 老人

抗这种简单干扰的能力估计过低所致
。

这方面工作尚应继续探讨
。

从本工作的初步结果看 记忆和人的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状态有关
。

可 以理

解
,

在脑动脉硬化
,

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
,

很难保持良好的记忆
。

由于人向老年发展
,

神经

细胞的大量死亡以 及相应的一系列生理性改变
,

不能不对心理机能发生影响
,

这是记忆随

年龄增长而逐步减退的生物学基础
。

但是
,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等强调 指 出
,

这种退化改变并非正常的心智衰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

如果采取措施
,

使老年人保持身

心活跃
,

衰退是可 以来得晚和轻得多的
‘。

。

例如
,

我们的一位 岁女性被试
,

她的 各 项记

忆成绩都很好
,

总分比对照组平均数还略高些
。

她的经验是 坚持锻练身

体 打太极拳
,

注意饮食营养
,

继续脑力劳动 在敬老院教残废儿童绘画
。

可见
,

记 忆 年

龄差异中的个别差异是很大的
。

如果采取适当措施
,

记忆和其他的衰老过程是可 以 大大

延缓或减轻的
。

在图片回忆的检查方法上
,

条件控制还不够严格
,

有待今后改进
。

一
、

逻辑故事识记内容

一 北方的冬天
、

下着大雪
、

看
、

雪人没眼睛和嘴巴
、

小芳找来
、

小冬和小芳
、

正在堆雪人玩
、

两个煤球当眼睛
、

小冬找来
、

慢慢化掉
、

春天来了
、

突然又下了场大雪
、

他们照样堆雪人
、

一会儿就堆成
、

两尺多高的雪人
、

他们一

两块桔子皮当嘴
、

这雪人
、

过十来天
、

才

二 张平
、

今年十岁
、

是为民小学
、

四年级的学生
、

但这次
、

不到半天
、

就化了
、

路边
、

拣到一个钱包
、

看电影
、

马上把钱包
、

打开一看
、

里面有 块钱 斤粮票
、

月 日晚上
、

他乘车去看电影
、

和 尺布票
、

为 了很快找到失主
、

交到人民警察手里
、

他的行动
、

受到了表扬
、

下车后
、

在马

他决定
、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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