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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正常人 − 名 醒觉状态下闭眼时不随意眼动的

特点从心理生理 学的观点进行 了研 究
,

同时 以 眼动 作为指标探讨 了精神 分 裂旋

患者的 觉醒水平和 习惯化现 象
。

记录用眼电位 图加 以 表示
。

结 果 . /0 眼动 大

体分为快速眼动和缓慢眼动两种类型
,

精神紧张时易出现快速眼动
,

精神松弛状

态下 易出现缓慢眼动
(

1 0 乡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安静状态下 及应激时有着与

瓜 常人 明显相异的眼动特征
。

0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人 的 觉 醒 水 平

高
,

并且衬外界刺激不 能迅速形 成 习惯化加 以 适应
。

交中并就 本病的 发生 机 制

2生行 了探讨
。

问 题

自 」+ 3 年 八、曲〕
众4 和

一

( (妞曰56 7 8 临〕用眼电图观察到睡眠中的某些时期 出现快速眼

动以来
,

眼动的测定在临床生理心理学中已作为研究睡眠和梦
、

心理活动和脑机能关系的

一种指标
。

一些生理心理学
。一+9/ ” 与精神药理学伪

” ,

哟 的研究指出
,

眼动能在一 定 程度 :

敏感地反映脑的活动水平和人的心理状态 以及睡眠时醒觉水平的变化
。

在当前精神病的研究中
,

人们用眼动测定来探索某些精神病
,

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某些病理心理和生理的特征
。

(+ ; 年岛菌等娜
〕
首先报道正常人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醒觉闭眼时的眼动有明显差异
,

其后的研究“一+(( ”进一步确认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

人难于出现缓慢眼动
,

但却频繁出现快速 眼动
,

且临床症状与快速眼动的类型和频率有一

定关系
。

但 目前对急性期症状活跃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醒觉闭眼状 态 眼 动 特征的研究还

甚少卿
。

已有的神经精神病学的研究指出
. “

不进行眼动的观察就没有脑千的神经学
” 2 “

眼震

图是脑干的脑电图
”

叻
2 “眼动的观察可窥视 中脑眼动神经核群的活动

,

进而更可探索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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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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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神经核群影响的各个脑部位的机能状态
” 〔。

。

近年来的各种研究表明
,

精神分裂症的发

生机制之一可能与皮层下
,

特别是脑干的机能障碍有关帅
。

本文试图探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醒觉闭眼时的眼动特征
,

并作为精神 分 裂症的

发病指标
,

以期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

同时
一

也有助于阐明本病的发生机制

方 法

研究对象为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 人 ∗急性期 9>人
, ‘

漫性期急性发作招人 、2 男 1 − 人
、

女 (− 人 2
年龄为 (丫一? ;岁

。

未服药或停药时间在一周以上者 1( 例
,

服过少量但未达到治疗

剂量的奋乃静等安定剂者 + 例
。

正常对照组 − 人 2 男拓人
, ≅

交(?人 2 年龄 1 (一? ,岁
。

实验条件与脑电图基本相同
。

被试坐在半隔音的 室 内 的 沙 发 椅 ∃
,

室 温 为 ( ;
Α

1 3
“ 。

室内照明 为 ;− 瓦 2
实验者在操作室内通过对讲机与被试自由通话

,

并 可通过观察

窗窥视被试的状态
。

实验仪器为国产 ) Β 一 ,1 Χ型八道脑电图记录仪
、

实验均在 卜午进

行
,

每次约1 (分钟
。

眼动记录
.

主要观察水平方向的眼动
。

以 良径 ? 毫米的银质小圆板去极化 电 极
,

安

放在两眼外眺外方约 ( 厘米处
,

通过双极导联连到脑 电机
,

即 可记录下大体 少
、

和水平眼动

的旋转角成比例的眼电位变化
。

记录时间常数为 仁。秒
,

增益为 Δ 毫米 Ε 1 − −微伏 纸速 “

0草米Ε秒
。

检查前指示被试在整个检查中必须闭眼安静
,

不 要想事
。

实验开始先进行 场 分钟的

安静记录
,

第 (3 分钟起顺序给予下列各种刺激
.

Φ0 蜂鸣音 ∗(− −。赫芝
、

Δ − 分贝 0
,

每隔断

秒一次
,

每次待续 ; 秒
,

共 次
。

1 0 短音 ∗3− −赫芝
、

门分贝 0
,

每隔 ? 秒一次
,

每次持续 Γ

秒
,

共 。次
。 一

幻 刺激词
、
每隔1 。秒给予

“

玻璃
林产桌子气 计走路

, ‘

等三个币性刺激词 补

心算
,

每隔1 ;秒进行
“ , 1 一 (; ”

、 “ (1 钱
一

1 ” 、 “ ( 丫 匕
’ ‘

,均心舅
Η

结 果

一
、

眼动的分类

根据眼电图的波形特征 可分为快速眼动与缓慢
 一广 Ι 一

一
‘ Α 一 、

Α ,

—一
一 Ι

、

一
, Α

一七一Ι 卜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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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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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眼动的分类

左一振幅大的快速眼动
犷
一振幅小的快速眼动

犷 护

一阶梯型快速眼动
尸

,

一移行型快速眼动
及一振幅大的缓慢眼动
.

一振幅小的缓慢眼劫
, ,

一不规则缓慢眼动

眼动两大类 ∗见 图 / 0
。

快速眼动在记录纸 上是以陡

峻的角度
,

短时间 上升至峰端
,

到达 峰 端 有 一静止

期
,

而且往相反方向的运动也快速变化
,

以致形成
一

矩形波 2 缓慢眼动是以较平坦的角度缓慢
≅

上升 或下

降
,

类似于正弦波曲线
。

以上分类我们大体
≅

≅

仁是水

照岛菌等Κ’, 们
、

坂本 Η 的标准划分的
,

但为 方 便 和实

用起见
,

对缓漫眼动未进一步分型
,

至于快速眼动的

分型
,

我们未采用岛菌等的标准
,

而是以振幅 3 毫米

为界限
, 3 毫米以上为振幅大的快速眼动

,

(一;毫米

之间为振幅小的快速眼动
。

此外我们对某些难以单

纯按以
≅

∃标准分类的眼动
,

根据其出现的 规 律及波

形形状将之列为快速或缓慢眼动的变异型如移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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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眼动
、

阶梯型快速眼动
、

不规则缓慢眼动 ∗见图 ( 0
。

实验结果发现
,

多数正常人于安静闭眼记录 +一 (− 分钟后各型眼动出现率趋向稳定
,

为此我们将记录开始后的第(− 一 ( 3分钟作为被试安静状态时固有的眼动类 型
,

将 此 3 分

钟内各型眼动的出现数加以平均即得一分钟的眼动平均出现频率
,

此即精神分 裂 症患者

与正常人在安静状态下眼动频率比较的标准
,

划分方法基本 卜与 岛茵 等 的 分 度 相 类

似
。

二
、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的比较

∗一 0 安静时的眼动

(
Η

眼动的变化规律

正常人 ∗11 例了 形0在闭眼安静状态下进行 记录后不久
,

水平眼动主要为振 幅 小的快

速眼动
,

极少有缓慢眼动
,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
,

快速眼动逐渐减少
,

缓慢眼动出现并逐渐增

加
,

到给予刺激前数分钟
,

缓慢眼动明显 占优势
,

快速眼动极少出现
。

正常人安 静 时每分

钟快速眼动与缓慢眼动的平均出现率亦呈现出大体与 之 相 类 似 的 动 态 变化 ∗见图 1
、

0
。

就缓慢眼动的波形来看
,

相当多的正常人是由不规则到规则
,

由不光滑到光滑
,

振幅

由小到大
,

波数 由单个发展到 1一 个甚至更多个连续出现
,

而形成所谓钟摆样运动
。

精神

分裂症患者则没有这种规律性变化

个故

产一
产

月
’

ϑ 。

一。 ≅ ≅ 。二
‘“ 一 ’。 ’ 一

“一 “
、二 .

’

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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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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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胃月刃斗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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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安静闭眼时快速眼 图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安静闭眼时缓慢眼

动每分钟平均出现率的比彩 劝每分钟平均出现率的比较

# 各型眼动的频率

∀( 快速眼动

如表 ∀ 所示
,

在记录开始后的第 ∀ )一 ∀∗ 分钟
,

正常人完全不 出现快速眼动 的 有 打 例

& ∗+ 形 (
,

患者组则无
,
出现快速眼动的正常人其数多半 & ∀∀ 例−∗ 万( 在 # 个. 分以下

,

而患者

组出现快速眼动 扣 个 . 分以上者为 #∗ 例 & −∋ 厂 (
。

每分钟快速眼动的平均 出 现率患者组

& #∀
 

/ 个 . 分(亦明显高于常人组 &)
 

−+ 个. 分 ( &尹0 )
 

) ∀ (
。

裹 ∀ 精神分裂症息者与正常人安静闭眼时快速眼动每分钟出现率的比较

出 现 率 个. 分 1一# ∀ ∋一∗ % /一#) % ∀ ∀一# ) 2 # ∀一∋ ) ∀ ∋ ∀一3 ) , 3 ∀一/ )
∗。以上 4合 计

一
精神分裂症麟

组 4
”

常 人 对 照 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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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发现 − 例患者中有 (, 例 ∗;− 形0在记录开始后的第 (− 一 (3 分钟内出现大振

幅的快速眼动 ∗平均 出现数为 1
Η

了个 Ε分 0
,

而正常人无 ( 例 出现 ∗&, Λ −
Η

− ( 0
。

1 0 缓
‘

漫眼动
正常人巾1丫例 ∗+− Μ 0出现缓慢眼动

,

而患者组仅 + 例 ∗ − Μ 0出现∗见表 1 0
。

患 者 组

裹 1 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安静闭眼时级住眼动每分钟出现率的比较

现
万

仁
个广分

。”
’

⋯一朴
一

上
≅

≅
≅

二
Η

精 神 分 裂 症
爱龙者 组

常 少
、

对 照 组

丙丁
(卜 ( 1

⋯
( 以上 、、

一

万
一

可一
一而

;

:
1 : 。

缓慢眼动出现数均不到 个 Ε分
,

平均为 −Η ?了个Ε 分
。

正常人中 1( 例 ∗刊形0则 为 Δ 个 多Ε

分
,

平均 Δ
Η

;个Ε 分
,

两者差异极为显著 ∗尹Λ −
Η

− ( 0
。

出现缓慢眼动的 + 例患者
,

其平均出现

率亦不过为 (
Η

; 个 Ε分
,

从眼动类型的分布来看
,

仍以快速眼动占优势
,

其中 , 例∗眺拓0出

现数在 Δ 个 Ε分 以
≅

匕而呈现缓慢眼动的正常人中有 1 ; 例 ∗+; 解0均极少出现快速眼动 ∗平

均出现数在 1 个
Ν 分以下0

。

∗二 0 刺激时的眼动变化

(
Η

作言语刺激和言语刺激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对于非言语刺激 ∗声音0和言语刺激 ∗语词
、

心算 0的反 应 方

式两者之间同样有着 显著差异 ∗见图 ? 0
。

在正常人一般多为快速眼动增加 〔和刺 激 前相

哪 增 。。 粉电分翱众病 人 厕 琳 如

Η
沃戈

,

‘

口 下盛

Η
2中朴

比
,

平均出现率增 加
Η

1 倍
,

在第
、

Α

次声音刺激
、

第一个刺激词
、

第一次

心 算 后 分 另‘< 有 1 例 ∗Δ + 形0
、

1 −

例 ∗; +形01 3例 ∗, 不0的 正 常 人 增

0,、、飞
,

或缓慢眼动 消 失∗或减少 0〔比

刺激前减少 (招
,

第一次声音刺激后

有 1( 例 ∗Δ; 多0的人减少0
,

但在患者

组相反以快速眼动减少而呈现所请

异相反应者最为多见 ∗出现 率 减少

了 ( Ε
,

在第一次声音刺激
、

第 一 个

刺激词
、

第一次心算后分别有 1? 例

∗, −多0
、

(了例 ∗3 +男0
、

( Δ例∗; (终0的

患者减少〕
,

较少见有增 加 者〔在第

一次声音刺激
、

第一个刺激词
、

第一

次心算后分 别 有 ? 例∗( 万0
、

了例

一

ΓΗ怪
一

(ΗΗΗ(

圳激词 心订

图 ?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对各种刺激的反应结果 ∗快

速眼动0比较

上.
横轴表示第一次声音刺激

、

第一个刺激词
、

第一次心算刺

激 2纵轴表示各种刺激后快速眼动变化 ∗和刺激前的值相

比较0的人数对于全体被试数的百分率

∗1? 拓0
、

; 例 ∗1( 拓0的患者增加〕
。

两组对于刺激反应方式的差经 Ο 记Φ5 分析
,

差异 极其

显著 ∗尹Λ −
Η

− (0
。

1
Η

反复短音刺激

对于反复短音刺激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其缓慢眼动的平均出现率 明 显 低 于 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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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 个 Ε −次 Λ (Δ
Η

生个 Ε 。次
,

尹Λ 。
Η

− (0
,

而且在反复刺激时缓慢眼动变化的人数分布 <几亦

清楚表明患者较正常人难干习惯化
,

1+ 例 ∗盯 拓0的正常人对反复刺激能产生适应 而 出现

缓慢眼动
,

患者则反之
,

仅 了例 ∗1 厂0出现缓慢眼动
。

从缓慢眼动的波形来看
,

患 者 即便

出现亦多为单个不规则慢波
,

而正常人波形光滑并连续出现者不在少数
。

讨 论

一
、

闭眼状态下 眼动的一般性质

闭眼时的眼动能否反映人的觉醒水平和心理状态 Π 前人的工作都在不同程度土作了

肯定的回答
。

有些研究指出
,

闭眼时的眼动可正确反映睡眠中快速和缓慢眼动 两 时相的

存在洲及入睡时觉醒水平的变化∗(− , 。

随着觉醒水平的降低
,

快速眼动相应减少
,

缓慢眼动

增加
,

而在高度醒觉状态下
,

快速眼动频繁出现
,

缓 慢 眼 动 则 消 失Κ/− , 。 ∃ Θ Ρ8
>
等 ∗(+ ; 1

年0Κ/, 0
发现在心算时快速眼动增加

,

推测这可能与心算时被试的视觉表象和 思 惟 过 程有

关
。

∋ 6 7 ΣΡΘ 等 ∗(+ ; 年 0〔(+1 认为快速眼动的增加是精神紧张和注意力集中的一种非特异

性现象
。

岛菌等的研究卜扒” 进一步指出
,

快速眼动和缓慢眼动的增减与精神紧张的程度

有关
,

精神紧张时出现快速眼动
,

安静松弛时则出现缓慢眼动
。

精神药理学的研究进一步

支持了上述的见解
,

给正常人投入异戊巴比妥或氯丙嚓等安定剂后
,

快速眼动减少甚至消

失
,

并出现缓慢眼动
,

相反投入甲基苯丙胺等中枢神经兴奋剂则快速眼动增加
,

缓 慢 眼动

消失肠 ((( 哟
。

本实验也考以寻了与
≅

卜述材料相类似的结果
,

我们发现
,

眼动方式 虽 有个休差

异
,

但一般来说
,

眼动对心理状态的改变可显示相应的变化
,

正常人在检查开始 时 往往对

实验场所和检查本身产生程度不等的紧张感
,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产生适应而逐渐消除
,

可是当给予声音
、

语词
、

心算等刺 激后
,

人的心理状态又发生相反的变化
,

由安静松弛转变

为精神紧张
,

这反应在眼动类型
≅

<二亦发生相应的变化
,

即快速眼动转为缓慢眼动
,

最 后 叉

回复到快速眼动
Η.

由此可见
,

眼动类型的变化存一宁程度土能敏感地反映人的 竿此心理

状态与脑的活动水平的变化
。

二
、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动特征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觉醒闭眼时的眼动类利
一

与正常人有着明 显的差异
,

这砂
,

为 岛
一

断

等学者的一些研究所证实
〔卜+0/ , , 。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活跃
,

本实验的病例多数表现有程度不等的紧 张
、

焦 虑
、

兴

奋躁动
,

有的还存在明显的妄想
,

这在眼动方式
一

∃亦明显地表现出来
,

多数患者极难 出 规

正常人在安静松弛状态下所见到的缓 ,/Τ 眼动
,

相反所有患者于安静时均频繁出现 正 常人

在精神紧张时所见到的振幅小的快速眼动
,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多的病例还出现 正 常人所

难以看到的大振幅 ∗ 3 毫米以上 0的快速眼动
,

这与大高 ∗( + Δ? 年0的报道叻 相类似
,

在他所

观察的 了例急性紧张型木僵患者 中有 ? 例频繁出现振幅大的快速眼动
,

而在缓解 期 均有

所减少
。

从正常人伽
, 和各种精神病患者汤的 的眼动类型特征来看

,

振幅大的快速眼动似乎

和基于病人的体验而导致的高度意识性焦虑
、

紧张有关朗
,

我们亦有类似的看法
。

急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安静和应激状态下 眼动的特征性变化还提示本病患者的觉醒水平比正常人

要高
,

这和某些研究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见 Ο Υ Ρ  Θ 6 ς Ρ/ / ( +了;年综述 0咖
。

故此我们

认为
,

快速或缓慢眼动的频率和振幅与觉醒水平有着直接关系
,

眼动就是觉醒水平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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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
,

用它作为觉醒水平的指标是可信的

已有的研究
〔‘一幻 ’的 表明

,

精神分裂症患者习惯化极为困难
,

本实验的结果也从眼 动 这

一侧面提供了支持的证 据
。

小 岛 ∗( + Δ 1年 0〔。
、

川原 ∗( + Δ ;年 0‘” 等指出
,

精神 分 裂 症 患

者由于脑 内以脑干网状结构为中心的皮层下抑制机能发生某种程度的障碍而 难 以 习 惯

化
。

动物实验证实
,

习惯化的形成与脑干网状结构的机能有关比 , 哟
,

预先破坏脑干 网 状

结构
,

习惯化便不 复出现咖
0 。

在眼动反应 卜
,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反复刺激明显难以 习惯

化的现象很 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
。

眼动主要受位于中脑内的眼动神经核群的调节
,

但脑的各个部位的机能状态 均 可直

接或间接影响其活动闭
。

ΘΩ Ρ8 等∗( + ; ,年0‘幼发现
,

醒觉状态下猴子的桥脑网 状 结 构旁

正中部在快速眼动出现前 (− 一1− 毫秒产生较高的电位
,

并且该电位随着眼动的方向而变

化
。

至于缓慢眼动与脑干网状结构的机能
,

实验证明亦同样有着密切关系
‘枷川

。

Ξ 咭Ω> 5ΡΦ/
、

等 ∗( +仪年 0‘川从神经解剖生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
,

从桥脑网状结构至眼动神经 核 的运

动神经元有直接 ∗单突触性 0径路
。

林
、

山本二氏 ∗( + Δ (年 0〔助临床研究也发现
,

中脑 以下部

位的损伤难于出现缓慢眼动
,

而桥脑附近的损伤易于出现快速眼动
。

根据
≅

仁述 神 经生理

学的基础研究和有关临床研究
,

结合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推测
,

精神分裂症患者觉醒闭眼

时眼动的特征性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患者皮层
一
皮层下的调节结 构 尤其是脑

干网状结构至少在抑制机能上存在有某种形式的障碍
,

这就从另一侧面提供了支持
“

精神

分裂症的发生机制可能与脑干部分的机能 障碍有关
”

的观点的证据
。

我们认为
,

进一步探

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动特点
,

尤其是对反复刺激习惯化的深入研究可能 有 助于从一个

侧面阐明本病的发生机制
。

最后
,

急性精神分裂症闭眼时的眼动反应特征能否有助于本病的诊断
,

尚 未 见 有 报

道
,

根据本实验结果我们认为
,

在眼电记录开始后的第 功一 (3 分钟期间内无缓 ,/Ψ 眼动
,

但

有 (− 个 Ε分以 卜的快速眼动
,

特别是伴有振幅大的快速眼动出现
,

而刺激后快 速 眼动相反

减少
,

同时对反复刺激又难以习惯化者
,

似可为本病的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

当然这个看法

还应以本病的不同病期以 及其它各种精神疾患的比较实验来进一步证实

小 结

( 醒觉闭眼时的眼动
,

在一定程度能敏感地反映人的某些心理状态
。

1
Η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着与正常 人明显相异的眼动特征
。

Η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人的
“

觉醒水平
”

高
,

对于反 复刺激 明 显 难 以 习 怜

化
。

文中并就本病的发生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
。



期 顾锦坤等
.

急性精神分裂庄患者醒觉闭眼状态眼动特点的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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