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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在大脑半球 中占有很大比重 于
,

组成大脑的前部
,

是大脑发育过程 中最后发育

的组织
。

至今
,

对额叶功能的研究
,

意见尚有分歧
。

 !∀ 。 # 认为额叶与人的高级整合功能有

关
, ‘

 ∃ %%∃ & ∋( ) 则反对高级机能定位在额叶区
。 ∗ ’

不少作者对额叶健忘症进行了研究
,

 !+
, ,
认为额叶肿瘤患者出现的记忆障碍

,

具有非

特殊通道性质
,

影响整个记忆活动
, ‘’ − ./& 0等认为额叶病 变造成患者缺乏意识指向性

,

不

能按指导语进行回答
,

不能按计划组织安排动作顺序
,

以 完成有目的的行为
,

并月
1

改变朝向

有困难
,

致使表现出与颜叶病变所不同的记忆障碍
。

《∗ 2

我们在前项工作中
“

颖
、

额叶脑肿瘤患者短时记忆障碍的初步研究
” ,

已看到患者

的短时记忆有明显障碍 3 优势半球 以语言文字记忆 下面简称语文记忆 受损为主
,

非优势

半球则以非语言文字记忆 下面简称非语文记忆 受损为主
3 以及颖叶病变的记 忆 障 碍 特

点
。 ‘》在此工作基础上

,

我们对记忆测定方法作了修改和补充
,

为研 究额叶肿瘤患者短时记

忆障碍和意识指向性的特点
,

并验证先前工作
,

分析记忆和脑结构的关系
,

以探讨额叶病变

时某些心理活动的特点
。

方 法

实验组被试为45 例额
、

颖叶肿瘤患者 右额 44 例
、

左 额 ∗ 例
、

右颈 2 例
、

左颖 ∗ 例
,

病例均由临床检查
、

颈动脉造影或 6 和− 7 检查确诊
,

并经手术证实的
。

年龄48 、9: 岁
、

男 8

人
、

女 8 人
,

全部为右利手
。

对照组被试为45 例健康人
,

在年龄
、

性别
、

文化和职业等方面均与实验组相当
,

以作对

照
。

记忆测定方法是在韦 氏记忆量表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
, “

主要修订了语文项 目
,

增加了

非语文项 目
,

并设计了检查意识指向性的项目
。

内容
#

一 语文记忆方面 #

4
1

逻辑记忆 # 所记忆的四个故事全部新编
,

以录音机放录
,

要求被试即时复述
。

从主

题意义和分节分数两方面评定成绩
。

∗
,

联想学 习3 为韦氏记忆量表原内容的修订
,

并增加了性质
、

难度相当的视觉联想
,



听觉和视觉联想均有 4; 对联想词
,

每对呈现 ∗ 秒
,

间隔 ∗ 秒
。

2
1

数字广度
#
采用韦氏记忆量表的数列

,

并增加位数 顺背:、 4∗ 位
,

倒背 2、 4; 位
,

以每秒两位数字的速度读出
,

要求被试即时顺背和倒背
。

:
1

指向性记忆
#
为新设计项目

,

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的指向进行识记和回忆
。

共有两

套内容
,

每套包括∗; 个词
,

每词由 4 ” 2 个字组成
,

以 4 秒速度读出
,

间隔 ∗ 秒
。

其中有4;

个词的内容属同一类别 水果
、

动物
、

蔬菜
、

穿戴类
,

即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识记的
,

另外

4; 个词为其他混杂类名词
,

不要求识记
。

∗; 个词随机排列
,

用录音机放送
,

听后立即回忆
,

说出指定要记的那类词
,

以正确回忆数作为成绩
,

同时记录反应时间和错误
。

二 非语文记忆方面 #

4
1

图形再现
#
采用 韦氏记忆量表的图形

,

每张呈现 4; 秒
,

要求被试立即画出这图形
。

∗
1

图象自由回忆
#
为新设计项目

,

共有两套内容
,

每套包括 49 张黑 白勾画图片
,

内容

有日常用品
、

交通工具和人物等
,

均为人们常接触和熟悉的
。

每张图 片 呈 现 : 秒
,

间 隔 ∗

秒
,

49 张图片连续呈现完毕后
,

要求被试立即回忆
,

说出所记忆的内容
,

以正确回忆数作为

成绩
,

同时记录反应时间和错误
。

2
1

人面相再认
#
为新设计项 目

,

共有∗; 张不同的黑白勾画人面相 男女各半
。

每张

相片呈现 : 秒
,

间隔 ∗ 秒
,

要求被试认知各人面特点
,

∗; 张相片连续 呈现完毕后
,

将它和另

外∗; 张新的人面相随机混合
,

然后一一呈现
,

要求被试立即加 以再认 即认出曾经见过的 ∗;

张人面相
,

以 正确再认数一错误再认数 作为成绩
。

同时
,

还用信号检测沦 的 分 析 方

法
,

计算出辨别力 < 和似然比 日 值
,

加以比较
。

三 意识指向性的检查
#

4
1

累计加数
# 采用韦氏记忆量表中的方法 术前

# 从 4 开始每次加 2 ,

累加到:。, 术

后 #
从 4 开始每次加 :

,

累加到92
,

记录反应时间和错误
,

并根据是否需要重复指导语或

不断提示
,

分析其指向性和错误性质
。

∗
1

动作条件反应
#
术前为叩击条件反应

, “

刺激一动作反应
”

为叩 4 次一举右手
,

叩

∗ 次一举左手
3
术后为举拳一伸指反应

, “

刺激一动作反应
”

为举拳一伸食指
,

伸食指一举

拳
,

动作顺序随机排列
。

此外
,

前面所述的
“

指向性记亿
”

也属这类检查
。

实验组被试在术前和 6 或术后分别用性质相应的两套记忆量表进行检查
,

加以对比
,

两

套量表经 ∗; 例健康人测定
,

证 明难度无差异 + = ;
1

9 ;
。

对照组也用这两套量表先后加以测

定
,

以作比较
。

本实验被试以右额肿瘤患者为主 占4464 5
,

故着重统计分析右额病变
,

所得记忆总

分和语文
、

非语文记忆项 目分别计算所得分数作为记忆成绩
,

与对照组比较
,

以 分析短时记

忆障碍 的特点
,

并通过指向性记忆
、

累计加数和动作条件反应
,

观察额叶病人意识指向性的

特点
。

左额和颖叶肿瘤患者的结果
,

只作某些比较
。

结 果

本工作数据均经 > 考验统计处理
。

一
、

右额肿瘤患者各项记忆成绩与对照组比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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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表可见
,

患者在术前与术后各项记忆成绩均低于对照组
。

以记忆总分作比较
,

差异

极显著 + Ι ;
1

; ; 4
。

图 4

Ε
月口月月.

ϑ乙 了右

口咖碑
口椒映姆

州滩滩日滩灿缨刁.倒日图渊蹄
1; ;

扣

忆总分

站

?

图 4 右额肿瘤患者记忆总分与衬照 组比较

二
、

右额肿瘤患者短 时记忆障碍 的特点
#

4
1

语文和非语文记忆的比较
# 以对照组成绩为基数 ≅Γ ?Κ

,

分别计算语文记忆 包

括四项成绩之和 与非语文记忆 包括三项成绩之和 的相对分数 Κ
,

然后 作 自身 对

切护

口团甲协∀洲血
尸, 卿1 向

峨拍 外么拍
1 1 甲曰

1 1 ,

金吾文

月卜
‘

>警之

术 前 宋 后
图 ∗ 右领肿瘤患者语 文和非语文记 忆成绩比较

一

倒川匆如。叔汁分孰嗬
·



比
,

可见术前和术后的非语文记忆平均分均 低于语文记忆平均 分
,

但差异未达 显著 性 水 平

;
1

∗ ;= + = ;
1

4 ;
。

图 ∗

∗
1

语文记忆的特点
#

逻辑记忆 除  例患者成绩极差外
,

其他尚可
,

复述内容正确
,

仅有  例对故事个别

情节记错
,

但仍与主题有关
。

个别病人反应迟钝
,

需多次催促
,

才 能复述
。

! 联想学习过程 除成绩明显低于对照 组外
,

波动性大
。

在三次联 想学习中
,

有∀# ∃∃患

者 % 占&∋
(

&∋)∗ ,

在 第三次学 习联想词后
,

反将前两次已记住的词忘却
,

成绩下降
。

有一例

每次所记内容均不同
,

有的不是所学的联想词
。

对照组在三次联想学 习中成绩均逐步提高
。

+ 指向性记忆 成绩差
,

错误人数多 〔术前 占, # − %∋ 
(

,) ∗
,

术后 占∋ # . %∋∋
(

了) ∗〕
,

且性质属指向性错误的较多 % 术前 占 # ,
,

术后 占 # ∋ ∗
,

即回答的词不是所要求识记的

类别
。

例如 在回忆水果类 时说
“

雪里红
” ,

回忆动物类时说
“

手枪
” 、 “

拖拉机
” 。

患

者李 / / 、

男
、

,∋ 岁
,

右额中部皮质下星形细胞瘤
,

行肿瘤部分切除和额极切除
。

术后 第 −

天
,

在患者神志清
、

合作的情况下
,

进行记忆检查
。

发现不能按指导语要求回答
,

每次只记

词表中末端一词
,

例如 回忆蔬菜类时说
“

三轮车
” ,

回忆穿戴类 时说
“

棉花
” ,

还加
“

菜

刀
”

一词
,

主试问
“

菜刀能穿戴吗
” 0 答

“

能
” 。

对照组错误人数少
,

第 一 套 占  # ∃,

% ∃&
(

&&) ∗
,

第二套占1 # ∃1 % ∀∃
(

∃− ) ∗
,

性质大多为添加错误 % 即以非词表 中同类词代替

应 识记的词 ∗
。

&
(

非语文记忆的特点

图象自由回忆 成绩差
,

添加错误不多
,

主要出现在回忆第土套图象时受 第一套内容

干扰
,

添加的大多是第一套呈现的图象
。

! 人面相再认 用信号检测论计算分析
,

与对照组比较
,

右额肿瘤患者辨别力 % 2 ∗ 降

低
,

两者差异显著 % 术前3 4 5
(

5,
,

术后3 4 5
(

55∃ ∗ ,

表明患者对人面相辨别力减退明显
。

% 图 & ∗  

沾

淞组

表钱时鑫组

众

6

图 & 右额肿瘤患者和时照组人面 相再认成绩比较



Λ
1  ,、

右额肿瘤患者图象自由回忆和人面相再认的成绩与对照组比较
,

均有减退
,

尤以人面相

再认减退更为明显
。

如 以辨别力 < 和 〔正确再认数一错误再 认数 〕两种方法计算
,

分别

代表人面相再 认成绩
,

再与图象自由回忆成绩比较 均以对照组相应的成绩为基数 4;; Κ
,

计算出相对分数Κ
,

表明人面相再认成绩更差
,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

唯有术后辨别力 <

与图象自由回忆成绩比较
,

差异有明显趋势 ;
1

4; = + = ;
1

;9
,

可见
,

信 号检测论用于神

经心理研究有其优越性
,

以辨别力 < 为指标
,

比传统的再认分数指标更为灵敏
。

图 :

口戳
卿盆#

口咐自二忆
入各栩1 脚职
, 娜砚弄认

嘛》+夕“
尸 1 1 1 ,

创睁∀知峪
1

户1 1 口 1 ,
时Μ ”:
& Α 1

1

,

目

哪目粉Ν
尸1 1 1 ,

日1口 
、一!∀

自‘ #‘#

招时分教帕

术 前 末 会 术 菊
·

未 启

圈∃ 右翻肿疡患者图来白由回忆扣人赫日再林成竣比枝

此外
,

我们从三项新设计项 目可看到右额肿瘤患者意识指向性的特点
% 指 向性差

,

表现

在动 作条件反应中有& ∋ ()患者发生错误
,

需重复指导语
。

对照组不需提 示
,

全部正确 ∗ 累计

加数在术前有∃ ∋ +患者 出现错误
,

均为计算错误
,

有一例缺乏指向性
,

需重复指导语
。

术后有

∃ ∋ ,患者出现错误
,

均为计算错误
,

有一例计算不能
。

患者反应 时间普遍较长
,

最长者达(− .

秒
,

小于&) 秒者仅一例
。

对照组错误较少
,

第一套占∃ ∋ ( − /& 0 0 + 12
,

第二套占− ∋ ( + / & 3 ∃ (12
,

均为计算错误
。

其反应时间短
,

小于& )秒者较多
,

第一套占, ∋ ( − / −. . 1 2
,

第二套占−八 +

/ &3 ∃( 1 2
,

最快的() 秒
,

最慢的 0∃ 秒
∗ 在指 向性记忆检查中可见

,

患者错误较多
,

且指

向性错误占多数
。

左额肿瘤患者 & 例
,

不另作统计
,

仅将其中一例作个案分析
%
赵 4 4

,

女
,

.− 岁
,

左额

中部皮质下星形细胞瘤
,

行肿瘤部分切除和额极切除
,

术后第&) 天
,

在患者神志清
、

合作的

情 况下
,

进行记忆检查
。

发现短时记忆和意识指向性方面均有明显障碍
,

记忆总分 ( ∃ + − ∗

逻辑记忆方面
,

复述故事 困难
,

内容离题
,

出现虚构
。

例如患者说
% “

从前有个故事叫愚公

移山
,

有两座城市
,

有儿座山
,

忘了
” ,

/ 原故事主题为张平拣钱包 2 ∗ 联想学 习过程中
,

以原表为例
% / 见表 2

可见 经第三次学习后
,

反将前两次曾记住的词全部忘却
。

学 习过程中常重复前面所用的

词
,

发生重复性错误
。

例如 % 重复说
“

扁豆
”

达六次之多
,

/
“

蔬菜一扁豆
”

为 一 对 联 想

词 2
。

背数成绩尚可
,

顺背0 −分
,

倒背& −分 ∗ 在指向性记忆检查中
,

不能按指 导 语 作 回

答
,

成绩极筹
,

只能记住首尾一
、

二个询
,

对指导语虽经提醒
,

仍不理会
。

如回忆蔬菜类 时

& )



视

第一次

中间

蔬菜

团结

燕子

女孩

鼻子

西瓜

公园

老师

木 头

容易 困难

觉 联
‘

第二次 容易 困唯

想

容易 困难

鑫边丫

;

鸽子 Ο

跳舞丫

唱歌 Ο

西瓜

女孩

木头

公园

鼻子

燕子

团结

蔬菜

老师

中间

扁豆 Π

扁豆 Π

第三次

团结

蔬菜

女孩

木头

老师

公园

燕子

中间

西瓜

鼻子

黄瓜 Π

;

;

椅子 Ο

;

扁豆丫

扁豆 Π

;

扁豆 Π

;

;

;

西瓜 Ο

扁豆 Π

房屋了

Α
1 ’ 1 ’

容易 ∗6∗ 一 3

Η .6∗ 一。
,

9

门
Β

Β Β

Β

一
。

Β

一
Β

Β
Β

一困‘
’

。

Η
一#

一

Φ
Φ

二Φ
Φ Φ

Φ Φ

Φ

三二二二二
总分 ,

Η
,

1

9

Η
共计∗

1

9分

说
“

扁豆
” 、 “

三轮车
” 、 “

板凳
” ,

回忆穿戴类时说
“

裙子
” 、 “

棉花
” 。

主试问 # “

要

求你记什么
” Λ 答

# “

要求我记板凳
”

应是蔬菜类
, “

要求我记扁豆
”

应是穿戴类
3

在图象自由回忆中
,

对呈现图片大多不能正确辨认和说出内容
,

对不同图片
,

四 次 重 复 说
“

衣服
” ,

回忆成绩极差 仅二
、

三个
,

添加内容与呈现图 象无关
。

例如 # 第一套图象中

说
“

红五类
” ,

第二套图象中说
“

面条
” 3 在人面相再认时

,

不理解指导 语
,

老 说
“

歪 戴

帽
” 、 “

不知道
” ,

胡乱认对 了项
,

错认 8 项
,

难于计算成绩
3 动作 条 件 反 应 在前 : 次正

确
,

从 第 9 次起需经常重复指导语
,

不断提示
,

从第 4∗ 次起
,

对提示也不理会
,

无法进行下

去
,

错误占 Θ 6 4 : : ∗
1

5 Θ Κ 3 渠计加数时
,

不能持久定 向
,

需不断提示
,

重复指导语
,

错

误多
,

从 4 开始每次加 :
,

累加到92
,

错误达 了次
。

可见
,

该患者对所有记忆项 目成绩都差
,

缺乏意识指 向性
,

只能按指导语执行短钊时间

或不能按指导语作出反应
。

讨 论
额叶与记忆

#

由结果可见
,

右须肿瘤患者表现明显的记忆障碍
,

术 前与术后的 ϑ己忆总分均 低
一

 
二

对 照

组
,

差异显著 + Ι ;
1

; ;4
,

此结果再次验证我们过去的工作
。

一般认为
“

优势半球
”

参与文字
、

语言的知觉
,

而
“

非优势半球
”

参与非文字和图形的

知觉
。

本实验中
,

右额肿瘤患者在术前与术后
,

均表现非语文记忆较语文记忆差
,

这与我们

过去的工作结果一致
,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

分析其原 因可 能由于被试人数较少
,

个别差异又

大
,

其中个别患者逻辑记忆太差
,

造成语文记忆平均分大为降低
,

致 使两者差异不显
。

联 想学 习过程中
,

第三次成绩较前两次下降
,

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

这是短时记忆障碍的

又一丧现
,

说明即使记忆在这样照暂的时间内
,

也难 以保持
。

∗4



右额病变时
,

非语文记忆受损较重
,

本实验中三项非语文记忆检查成绩均下降
,

尤以人面

相再认 最差
。

一方面
,

这证明了右额主管脸面认知
,

当该部位受损时
,

脸面认知能力下降
,

严 重

时出现
“

不识人症
” 。

另方面
,

因在图象自由回忆时
,

被试都在认知图象同时呼出图片名称
,

回

忆 时用词回答
,

即通过词为中介帮助记忆
,

所 以看起来其成绩较更为形象的人面相再认好些
。

左额肿瘤患者赵 Π Π
‘

,

短 时记忆障碍严重
,

语文和非语文记忆均受损明显
。

记忆只 能保

持极为短暂
,

表现在图形自由回忆和指 向性记忆中只能记住刺激序列末端的刺激
,

表明患者

对刚刚呈现过时刺激印象清晰
, “

新近律
”

表现明显
,

极短暂的记亿尚能保持
。

此外
,

在所

有记忆项目中顺背数字成绩相对较好
,

也说明极短暂的记忆受损较小
3 在联想学 习过程中

,

患者经常重复同一错误 例如
“

扁豆
”

重复 Θ 次之多
,

虽经主试纠正
,

仍然无效
,

她不能

从错误中学习
,

受益于过往经验
,

而表现 明显的病理惰性
,

当刺激词改变时反应 联想词

不能随之变化
,

这也是额叶病变记忆障碍 的特点之一
。

额叶与意识指向性
#

一般认为额叶主要机能之一是计划程序
、

组织执行有 目的的行为
、

检查效果 和 改 正 行

动
。

当额叶受损时患者往往表现缺乏意识指向性
,

不能按指导语完成任务
,

不能改变朝向
、

转换动作和语 言
,

不能按指导语安排一系列动作顺序
,

因此无法建立记忆程序而表现记忆障

碍
,

并认为这是额叶健忘的特点
。

由实验结果可见
,

不论在右额或左额
,

肿瘤较大
、

较深
、

位于额叶中部皮质下
、

手术行

肿瘤切除及额极切除的患者
1

均表现意识指向性差
,

不能按指导语作正确反应
,

动作失去 目

的性
,

有时还伴有智力和情绪等方面异常表现
。

前面所述的患者 李 Π Π 和赵 Π Π 均属于此类

型
,

表现出短时记忆障碍 明显
、

缺乏意识指向性和智力减退
。

例如
# 李 / / ,

初中文化程

度
,

但个人知识很差 % 问 “

我国国庆节几月几 日
” 0 答

“

十月十日
” 7 问

“

一年有哪

四季
” 0 答

“

春季
、

夏季
、

寒季
” ∗

。

智力减退
,

连简单算术也不会 % 只会算 ∃ 8  二 & ,

不会算  8 & 9 0 ∗
。

定向力也差 % 问
“

今年那一年
” 0 答

“ ∃. ∋  ’’ 7 问
“

现在什么

季节
” 0 答

“

春天
” % 实际为秋天 ∗ , 问

“

现在几月份
” 0 答

“ − 月
” % 实际为 . 月

 &日 ∗ 、 问 “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 0 答

“

在家里
” 。

! 赵 / / ,

初中文化程度
,

但个人

知识也很差 % 问
“

一年有
一

哪四季
” 0 答

“

不知道
” ∗

。

智力减退 % 在 “

第四例外
”

测查

中
,

不能通过思维进行概括和归纳 ∗
。

对时间
、

地点的定向力都差
,

回答错误
。

额叶肿瘤患者短时记忆障碍表现明显
,

缺乏意识指向性
,

两者的关系
,

究竟哪个是因 0

哪个是果 0 随额叶功能的进一步研究
,

将会得到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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