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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外界信息约有 % &是通过人的眼睛获得的
,

人眼通过连续不断地运动以取 得 这 些 信

息
,

眼球运动能使外界静止的或运动的目标
,

在视网膜黄斑部的中央凹上结象
。

当两眼追

踪一个运动着的 目标时
,

眼球可 出现两种不 同类型的运动
∋
当眼球追踪一个缓慢而平稳运

动着的目标时出现缓慢而平稳追踪眼动的
,

此时眼动与目标的运动之间保持着一种固定关

系
。

若目标速度超过追踪速度
,

亦即当所注视的对象和人的视线分离
,

视标从视野中消失

时
,

为了补偿这种误差
,

则出现快速的跳动性眼动
,

以便使目标回到中央凹而重新注视物

体
。

某些中枢神经系统的疾患可使追踪眼动机构受到损伤
,

而呈现不同程度的追踪眼动障

碍
。

早在  % #年 ( )∗ +∗ ,− . / , +和 ( 0 . 1 ∗用角膜光线反射直接照相摄影的方法
,

首先报告了多

数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钟摆运动时存在着明显的追踪障阻
,

而躁郁症和癫痛患者及智

力落后者仅一小部分出现异常
。

并提出了
“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存有障碍的

假说
” 。

 ∀ 2年 3 /
45 6等用 同样的方法对精神分裂症

、

神经症
、

进行性麻痹及酒癖患者进行

了比较研究
,

发现这些患者
一

也同样出现眼追踪缺陷 〔阶梯形追踪异常∃
,

据此
,
他们认为

追踪障碍并非为精神分裂症所特有
,

并推测异常可能是基于患者注意力低下的缘故
。

但其

后四十年来这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
,

直至  ! ∀年7 /8 9 8− 0− 等用 眼动电图 的方 法
,

精

确记 录到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眼动的动态变化
,

确认了( )∗ +∗ : . / , +, 3 / 4 5 6等的研 究 结

果后
,
才引起了其它学者的关注

。

本文就十年来  ! ∀一  # ∀ ∃ 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

、

追踪眼动的异常

 ! ∀年7 /8 9 : 0 −
等报告精神分裂症患者高频度 出现追踪眼动异常 追 踪 中断∃

,

其

频度远高于正常人及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它精神病患者
。

7 /8 9 : 0 −
等的这一实验 及 其 后

的一系列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致如下
∋

被试坐在距视标 米远的椅子上
,

视标运动范 围 为

视角; %
。 ,

频率为 %
<

2赫兹的缓慢的单谐振动
,

固定被试的头部
,

令其用眼追踪摆的运动
,

将安放在两侧外 眼角部的电极通过单极或双极诱导的方法
,

利用角膜和网膜之 间 的 电 位

差
,

即可记录下眼球随视标运动的眼电位变化
。

若眼球在追踪摆的运动时
,

仅有平稳追踪

眼动
,

此刻眼动电图所描绘的波形与视标运动相同
,

为正弦波曲线
。

正常人有时亦混入少
·



一“‘

=丫与
厂

一

寸仪八
二炎波

三类皮

园类谈

图 平稳追踪眼动的分类

量振幅小的跳动性眼动
,

以致正

弦波 曲线呈现轻度畸变 见 图
,

笔者等的眼动 电图记录  # ; ∃
。

7 /8 9 : 0 −
等根据跳动性眼动出现

的频度
,
人为地将追踪运动分为

追踪 良好和追踪 不 良两类
。

在

7 /8 9 : 0 − 等的定性方法中援引了
“
速度阻抑

,, > ∗ 8/ ∗ )?了 0 , , ∗ ≅

Α ?Α ∃的术语
,

以表示眼追踪 停止
,

把在追踪一定次数的摆运动时
,

所出现的追踪停止的数目
,

作为

定量的指标
。

统计分析证明
,

两

者的相关度较高  ! ∀
、

 ! 2 ∃
,

所谓
“
速度阻抑

”
在眼动电图上表现为所呈示的追踪眼动速度曲线 即微分曲线∃ 接近于

零点
。

7 /8 9 ,− 0 −
最 初 的报告是以; Β名精神病患者

,

∀∀ 名正常人
,

和 以 #名性格异 常者为实

验对象
,

其后数年的深入研究
,

又进一步充实了例数
。

研究结果显示 见表 ∃  ! !∃
,

精神分

表 各类疾患中眼追踪良好和不良的病例数及在每一周期中速度阻抑次数的平均值

医 院 诊 断 Χ Δ
Χ Χ

Χ

Χ

心 理 测
‘

验

于一裂症中以追踪不 良者为多
,

速度阻抑也呈现高值
。

通过心理测验诊断 内容后述 ∃这一趋向就

更为明显
,

似 乎追踪障碍为本病的特异性变化
。

丧 示出慢性分裂症患者 中有 #Ε & ; 例中有

;Β 例∃ 呈现追踪不 良
,

速度阻抑为
<

! Φ 周
,

相反在正常人中追踪不 良者仅 # &
,

速度 阻 抑

为 Ε
<

!Ε Φ周
。

Γ 6 0 1 0Α Α
等  ! 2 ∃ 令被试追踪阴极示波器上谐振动的光点

,

用眼动电 图 纪

录
,

他们将结果分为从极好到极坏共 Β个等级
,

根据该分类标准
,

他们证实了7 /8 9 : 0 −
等 的

人人数数 眼追踪踪 眼追踪踪

良良良好组组 不良组组

;;; ∀∀∀ ΗΗΗ ΒΒΒ  
。

   

研究结果
。

七十年代后期
,

不少研究 7 / 89 : 0 −
等  ! Ε一  Β ∀ , Α 6 0 1 0 Α Α

等 ;  ! Ε
,

Ι , 。; ≅

。/ ϑ 0
等 ; ! !

,
Κ ∋ ∋ ∗ ∗ 6 ∗ 二。 ∗ )Α?∗ ,

等  ! !
,

Λ ∗ Μ ∗ ,
等  ! Β

,

高 獭 等  ! #
、

 # ∀
,

3 ?1 0 8)Α 等



 ! !
、

 # ,
Ν )ϑ )Μ 8/ !  

,

中安等  # %
,

武内 % # % ,
( 0 ϑ ).  Α/ ,

Ο / : ∗ ,
等  #

,

笔 者 等

 # ; ,
80 5 。− 。

等  # ; ,

Π )0 8∗ ?等  # , Γ Ν 。6 −
等  Β ∀ ,

Γ ?0 , Μ等  Β ∀ ∃分别用阴极示波器光

点移动法
、

发光二极管顺序闪炼视标法
、

视标数字认读法
、

视标形态辨别法
、

视标光点闪

烁法
、

言语注意提示法
、

在眼追踪的同时让被试进行心算或进行 小时以上的长时间追 踪

运动
、

或用大脑诱发电位和追踪眼动的相关研究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实验条件
,

以眼动电

图或红外线甚至更先进的高分辨反射光等加以观察记录
,

无论是采用定性或定 量 的分 析

法
,

都毫无例外地发现
,

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实普遍存在着追踪眼动缺陷
。

如中安等  #% ∃

根据定性分析的结果
,

将患者分为稳定组 同一类型的波形其振幅
、

速度
、

周期的偏移不

连续出现 ∃ 和不稳定组 同一类型的波形不相连续
,

波形多变
,

即或连续但其振幅
、

速度

或不断变化或出分周期的偏移∃ 两类
,

同时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

求得眼动百分率 跳动
、

性眼动在整个追踪眼动中所占的比率 ∃
。

在稳定组
,

按眼跳百分率的比例和振幅的大小又

将波形分为七类
。

精神分裂症患者绝大多数属于不稳定组
,

少数患者即便为稳定组
,

其跳

动性眼动的百分率也比较高
。 Α 6 0 1 0 Α Α

等  了2 ∃
,

高獭等  ! # ∃
,

武 内  # % ∃ 不 仅

用正弦波而且用三角及方波进行了探讨
,

结果发现本病患者无论哪种波形均呈现紊乱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普遍地存在着明显的追踪眼动障碍

。

;
<

追踪眼动异常和精神症状的关系

追踪眼动质和量的异常与精神症状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研究还极少
。

7 /8 9 : 0 −
等  ! 2

一  # % ∃
,

Γ 0 8∋ 土− 0 −
等  ! # ∃

,
Θ ∗ ϑ )− 等  # ∃ 指出追踪障碍主要和素质有关而和症

状关系不大
。

笔者等  #; ∃ 亦发现追踪异常并不因病期
,

临床症状及病情严重性的不同

而有明显变化
。

本病的急性期和
‘

巨性期的对照比较也无多大差 异 7 /8 9 : 0 −
等  ! 2 ,

笔

者等  # ; ∃
。

中安等  # % ∃ 以活动减少
、

行为单调
、

注意
、

认知
、

思维
、

情感协调和倒

表 ; 追踪眼动类型和临床特征的对应关系

眼动类型
8在 床 特 征

兰⋯
型 Η

Η

—
Δ

, 型

Δ

敏 感多疑
,

基本无人格障碍
,

虽呈现一 过性精和Η症状
,

但社会适应良好
。

敏感多疑
,

紧张
,

对人关系不佳
,

能认识到本身的缺陷
,

以至强烈地 感到苦闷
,

虽勉强维持社

会生活
,

但感到优郁
、

孤独
。

精神活动迟钝
,

马虎
,

有明显的人格缺陷
,

虽有比较固定的妄想结构
,

但明显发病的不多
,

社会

生活比较稳定

稳组定

、

急性精神病状态
。

不稳定组
;

、

残留有部分精神分裂症症状
,

中等度的人格介体
,

易再发
,

难以维持社会生活
。

错等精神分裂症的缺陷症状为 中心
,

考察了追踪眼动类型和精神症状的关系
。

结果证明追

踪眼动稳定组 见前述 ∃ 的各型和症状良好者有对应关系
,

而急性期和有残留症状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多半呈现不稳定组的追踪眼动 如表;所示∃
。

文中的所谓 工型
,

是指类 似 于

正弦波形的追踪眼动
。

亚型为阶梯波形
, 皿型为方波 即矩形波 ∃

。

还发现跳动 性 眼 动

棍入的数量和患者对人关系反应的缺陷程度亦有关系
。

表;也提示了精神症状和追踪眼 魂

琪冬



的波形类型有密切的对应关系
。

然而总的来说
,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

今后仍有进一

步探讨的必要
。

∀
<

追踪眼动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所特异的吗 Ρ

7 /8 9 : 0 −
等  !∀

,
 ! 2 ∃ 通过对精神分裂症及其直系亲属与正常人的对 照 研 究

,

认为追踪眼动障碍为精神分裂症的特异性改变
,

并可能是本病的遗传标志
。

用心理测验进

行诊断 以精神分裂症的奇异思维
、

破裂性思维等思维障碍的有无以及Σ
∗ 5 6 Α 8∗ ,

成人 智

力量表和Τ /, Α 6 0 5 6墨迹测验的结果
,

作为中心的诊断∃ 如表 所示 ∃
,

其特异性更高
。

可是
,

多数研究根据常用的临床诊断标准 ( ΓΠ一五 、

研究用诊断标准
、

华盛顿大学标 准

等 ∃ 发现追踪眼动异常并非为本病所特异的
,

在情感性精神病 Α 6 0 1 0 Α Α
 ! 2

,
Θ ∗ ϑ) − 等

,

Θ )Ν ?/ −
等  # %

,
Υ0 ∗ / − /

等;  # ; ,

松江等  Β ∀ ∃和除了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它精神病 Κ 8∗ )− 等

 ! Ε ∃ 也可出现同样的异常
。

7 /8 9 : 0 −
本人最近  # ∃ 用测定视算轨迹和眼 动 电 图纪

录偏移的定量分析亦承认了这一点
。

但Π )0 8∗ ?等  # ∃ 经过研究
,

仍认为眼追踪异常对

精神分裂症来说比其它精神病更为多见
。

综合以上资料
,

尽管精神分裂症可高频度地呈现追踪眼动异常
,

但并非为本病的特异

性改变
。

2
<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的研究

一∃ 直系亲属的观察

7 /8 9 : 0 −
等  ! 2 ∃ 首先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直系亲属也高频度地存在 着 追踪

眼动异常
,
此现象究竟是反映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存在 Ρ 还是反映疾病本身的素质 Ρ 这是精

神分裂症的眼动研究中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
。

7 /8 9 : 0 −
等  ! 2一  # ∃ 的多 年 的实 验

研究表明
,

精神分裂症追踪眼动异常的发生率为Β 一#Ε &
,

而正常人仅# &左 右
,

患者的

直系亲属虽无精神症状
,

但异常率却高达2 Β&
。

三个实验组被试者的年龄基本相 同并无显

著差异
。

Κ 4∗
5
6∗

− : ∗ )Α ?∗ ,
等  了! ∃ 也曾报告精神分裂症患者双亲的眼追踪

,

类似于患 者

本人
。

7 /8 9 : 0− 等还发现  ! Β ,  ! !∃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也常出现思 维 障 碍
,

其障碍程度又往往与眼追踪紊乱有关
。 Α6 0 1 0 Α Α

等  ! Ε ∃ 进一步用视标数字识读 法 强化

被试的注意后
,

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 #% & ∃ 及其亲属 !Β & ∃ 的眼追踪障碍仍 难 以 改

善
。

以上结果似乎与孟德尔定律的显性遗传方式一致
,

可惜上述研究所观察的家庭很少是

完整的
,

因而需要补充更多的有关的资料和数据来加以论证
。

二 ∃ 挛生子观察

7 / 8= : 0 −
等  ! 2一  Β ∃ 在对单卵挛生子 ; 对 ∃ 和双卵挛生子 Β对 ∃的 研究中

发现
,

精神分裂症挛生子的Ε# &呈现追踪眼动异常
,

而未患病的挛生子也有 Β2 &呈现异常
。

从
“速度阻抑

”
这一指标来看

,

单卵挛生子间的相关系数为%
<

!!
,

而双卵挛生 子 之 间 为

。
<

2 %
。

倘若眼追踪异常和症状无关
,

纯属于遗传问题
,

那未其相关值各自应为
<

。和 %
<

Β % ,

上述的实验值相当接近于此理论值
。

研究还观察到正常挛生子眼追踪类型彼此 间颇为相似

似
,

而单卵挛生子间的类似性又更甚于双卵挛生子 Θ 0 5 。−
等  !  ,

7 。 89 : ∗ −8  ! ! ≅

 # ∀∃
。

以上事实提示
,

眼追踪障碍似乎并不是反映精神分裂症疾病的后果
。

而是表明眼追踪

2 2



异常的发生与遗传素质有关
。

Β
。

和药物的关系

目前已知巴比妥类安眠药 Τ 0 Α6ς 0 Α  Ε
、

7 / 89 : 0 − 9  ! Β ∃
、

苯妥英 松江 ;  Β ∀ ∃
、

酒精 Θ ∗ ϑ Ω  # ∃ 都可引起眼追踪异常
。

临床上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均服用抗精神 病药

物
,

为此对于患者所呈现的追踪眼动缺陷有必要探讨是否是基于抗精神病药物的影响
。

早在本世纪初
,

抗精神病药物尚未 问 世 之 前
,

( )∗ +∗ − . / , +等  % Β ∃
,

3 / 4 ∗ 6 等

 ∀ 2∃
,

Σ 6) ?∗  ∀ #∃ 就相继报告精神分裂症存在着普遍的眼追踪障碍
。

七十年代以来

Γ6 0 1 0 Α Α
等  ! 2∃

,
Κ 4 ∗ ∗ 6 ∗ − : ∗ )Α ?∗ ,

等  ! ! ∃
,

Κ 0 , Α / −  !  ∃
,

7 / 89 : 0 −  ! 2

一  # % ∃
,

8∗ ϑ Ω  # ; ∃
,

吉田  # ∀ ∃ 经过严格的对照比较研究 如用定量 分析 的方

法
,

探讨抗精神病药的服用量和跳动性眼动
、

速度阻抑出现频度及跳动性眼动百分率的相

关度 ∃ 基本上否定了抗精神病药物影响眼追踪机能的这种可能性
。

他们所持的依据是
∋ ∃ 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直系亲属而非患者尽管未服药
,

同样高频度地呈现眼追踪异常
。

;∃ 精神分

裂症患者服药前就呈现追踪缺陷
,

服药和非服药的患者都典型地呈现追踪障 碍
。

∀∃ 非精

神病患者服药后异常率并不高
。

2∃ 有眼追踪紊乱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症状缓解后即使停

药
,

异常依然持续存在
。

Β∃ 正常人服用安定
、

氯丙嗓
、

氟脉吮醇
、

速可眠等药 后
,

虽所

有被试均出现镇静效果
,

但引起追踪异常的仅是速可眠
,

其余药物并不产生眼动变化 安

定的影响尚属可疑∃
。

以上资料足以说明
,

精神分裂症的眼追踪缺陷与抗精神病药物无关
。

这种缺陷而是该

病症的本质反应
。

Ε
。

和年龄的关系

平稳追踪眼动是一种随年龄而变化的运 动 系 统
Α 6 0 ,

Ξ∗ 等  ! # ∃
,

中青年 人 无 论

是健康的还是患 精 神 病 的
,

都要比Β% 岁以上的 老 年 人
Α 6 0 1 0 ΑΑ

等
,

 !2
,

7 / 89 : 0 −

等
,

 李Ρ Ψ Ζ交4 ∗ ∗ 6 ∗ − : ∗ )Α ?∗,
等

,
 ! !

, ΑΝ / / − ∗ ,
等

,
 # %∃ 或 ∀岁以下儿童 Π )88∗ ,

等
,

 # ; ∃ 的眼追踪要好
。

因而
,

在追踪眼动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年龄因素
。

7 /8 9 : 0 −
等  ! !∃

报告约 Β &眼追踪的
“

速度阻抑
”

是由年龄因素造成的
。 ΑΝ / / − ∗,

等  # % ∃对照比较了 ;Β 名

中青年患者 平均年龄2; 岁 ∃ 和 2 名健康老人以及基底动脉机能不全的老年患者的眼追踪

运动
,

发现中青年组明显伏于老年组
,

而两老年组间并无显著差异
。

吉田等  # ∀ ∃ 对 ;%

一; 
、

∀% 一∀ 
、

拐一 2 
、

Β %一 Β 等年龄组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年龄与之相 匹 配 的 正

常人就追踪眼动类型加以比较
,

观察到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加
,

跳动性眼动的出现频度也

逐渐增加
,

同时其分散度亦随之增大
,

患者除;% 一; 岁年龄组跳动性眼动较多外
,

余下各

年龄组间未见到差异
。

就跳动性眼动的百分率和速度阻抑的出现频度来看
,

也有类似的结

果
,

表明了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加
,

则眼追踪的各个方面均趋不良
,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追踪

眼动的障碍却与年龄无关
。

Θ )Ν ?/ − 等  # % ∃
,

7 / 89 : 0 −
等 一 ! Β

、

 Β % ∃ 也有过类 似

的报告
。

综上所述
,

在进行追踪眼动的研究时应考虑年龄因素的影响
,

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

追踪障碍却与年龄关系不大
。



!
<

追踪眼动异常的机制

精神分裂症患者眼追踪异常反映什么样的病态及其发生机制
,

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同时提出了若干假说
。

武田  # %∃ 根据大脑诱发电位和追踪眼动相关的研究哗测
,

基于知觉一运动反馈机

构的作用
,

眼球才得以保持对运动客体的不断认知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追踪眼动障碍
,

表

明患者的该反馈机构有严重缺陷
,

以致造成对运动客体的认知异常
。

7 / 89 : 0 −
等  !Β

、

 ! !∃ 发现用
“
注意唤醒法

” ,

患者的追踪曲线虽有一定改善
,

此时的
“
速度阻抑

”
却无

变化
,

过冲
。
ϑ∗

, Α 6 / ?)− 1 ∃ 儿乎变为零
。

他们推测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知觉障碍 有 关
。

根据笔者等  # ; ∃ 的研究有理由认为
,

本病患者连完成这样简单的认知检查都有困难
,

可以设想复杂的视觉认知机能无疑会有更严重的障碍
,

而且很可能参与视觉认知的中枢存

在着缺陷
,

从而提示
∋
或许这一障碍是形成眼追踪异常的原因之一

。

此外
,

不少研究者还指出
,

随意注意和不随意注意机能低下
,

也可能为精神分裂症眼追

踪障碍的直接原 因
。

Ι , ?9 )− / ϑ 0
等  ! !∃ 让眼追踪正常的被试

,

在检查中同时进行心算或

持续 小时以上的追踪
,

发现正常人也可出现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类似的眼动异常
,

故 而 推

论随意注意的障碍或分心是患者追踪障碍的原因
。

Λ 5 Μ ∗ ,
等  ! # ∃ 采用类似的心算的心

标课题也获得大体相同的结果
。 Α 601

0 Α Α
等  ! Ε∃ 令被试在追踪视标时不断默读画在 视

标上的阿拉伯数字
,

结果
“
速度阻抑

”
明显减少

,

追踪紊乱大幅度改善
,

他们坚信是由于

患者提高Ο 注意水平的缘故
。

7 / 89 : 0 −
等  ! Ε ∃

,
3 ∗ 1 0 8)Α

等  ! 了∃
,

Θ ∗ ϑ )− 等

 # ∃
,

Υ0 5 /

−/ 等  !  一  # ; ∃ 分别通过示波器中心光点监视法
、

视标光点颜色变化

法
,

字母视标识读等提高注意的方法
,

也确认了这一事实
,

但也发现追踪眼动获得改善的

患者和正常人之间仍然存有明显差异
,

强烈提示追踪障碍可能具有注意以外的机制
。

7 。≅

9 : 0 − 等  ! ∀ ∃ 和
“6 0 1 0 Α Α

等  ! 2∃ 的另一项
“
言语性注意唤醒法

”
的研究甚至 观 察

到患者的
“
速度阻抑

”
亦无改善

。

追踪曲线呈现锯齿波和尖波的特殊类型者
, “

注意唤醒

法
”
也不奏效或仅稍有改善 Ι

, ?9 )− /Ω 0  ! ! ∃
。

Π 0Ω  !  ∃ 采用香烟或金钱
,

以试 图

增强患者追踪视标的动机
,

结果发现患者的追踪紊乱连暂时的改善也没有
,

显然追踪质量

不受随意注意的控制
。

Ξ0Α Α
等  ! , ∃

,
Θ ∗ϑ Ω等  # ∃ 根据分心课题的实验

,

也 证 实

注意力减弱并非是患者追踪异常的主要原因
。

Θ ΥΞ?
。。
等  # % ∃ 指出分心和单纯不注意虽

可使追踪正常的健康人产生追踪紊乱
,

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追踪异常相比
,

无论是数量

或质量上都是有区别的
。

中安等  # %∃ 将精神分裂症的追踪异常分为混入规则性的小的

和大的跳动性眼动两类
,

结果发现大的眼跳经用
“
言语提示

”
并无改善

,

但用
“
光点辨别

,

,

作业法
”
后才得以改善

,

他们设想追踪异常主要是由于不随意注意障碍引起的
。

小的眼跳
,

“
光点辨别法

”
也不能使之改善

,

这一事实又表 明
,

障碍和注意水平未必有关
。

综上所述
,

现有的资料并不支持
“
精神分裂症的眼追踪障碍是由单纯的不注意

、

分心或缺乏动机造 成

的
”
这一假说

。

在这个间题上
,

7 /8 9 : 0 −
等  ! !∃ 曾作过如合诙谐的比喻

∋ “
有 口吃的

人在唱歌时
,
口吃虽然消失了

,

但不能认为 口吃的原因是由不唱歌引起的
,

同样促成精神

分裂症患者保持注意状态
,

固然患者的追踪异常可得到改善
,

但就此推论追踪紊乱的原因

是基于随意注意水平的低下
,

这同样是片面的
。

不随意注意的障碍或许是其原因之一
。

近年来
,

神经眼科学的研究指出
,

平稳追踪眼动
、

跳动性眼动和前庭一眼反射是人类



的三种基本眼动类型
,

它们受大脑的不同部位所控制 7 /8 9 : 0−  # ∀ ∃
。

比较这 三 种不

同的眼动系统
,

对眼动机能障碍的本质及其可能的定位也许会提 供 一 些线 索
。

Θ ∗ ϑ Ω 等

 ! # ∃ 和Θ 0 ?6 0 : 等  # ∃ 分别指出前庭眼动和视觉 眼动是彼此独立的 两 种控 制 系

统
。

Θ ∗Ω Ω等  ! #∃ 采用热刺激诱发眼球震颤 简称眼震 ∃ 时发现
,

精神分裂症 患 者 的

前庭反应是正常的
。

Θ 0 ?6 0 : 等  # ∃ 对平稳追踪眼动呈现紊乱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
,

分

别进行皮层下前庭通路的部分区域 Ξ
0 ?) 0 8+ )∗ 8.∃ 和全区 +48 8 +) ∗ 8.∃ 刺激以诱 发视 动

性眼震
,

结果观察到部分区域诱发的眼震
,

其缓慢相虽远较正常对照组紊乱
,

但全区刺激

诱发的眼震是正常的
。

鉴于前庭道路的部分区域刺激诱发的眼震是反映大脑皮层的机能
,

而后者则是反映脑干部的机能
。

根据这一实验结果
,

他们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千机能

并无障碍
,

而非特异性的皮层机能紊乱尤其是顶叶联合区的异常
,

可能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眼追踪缺陷的原因
。

近年来的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证实
,

大脑皮层顶叶联合区

存有与三维空间识别有关的注视神经无与注视追踪神经元
,

它们分别对不同远近静止的或

运动的目标起反应 酒田  # ∀ ∃
。

这就为该假说的建立奠定了定位基础
。

Θ 王Ν ?/ −
等报告  # % ∃

,

精 神分裂症患者经由前庭一眼反射 头转动而双眼注视一静

止视标时∃ 产生的缓慢眼动是平稳的
,

无眼跳混入
,

但在追踪运动着的视标时
,

若限制头

的活动
,

便出现平稳追踪障碍并混入较多的眼跳
,

这表明本病只限于视觉视标的缓慢追踪

机能障碍
,

而不影响所有的缓慢眼动
,

也表明调节前庭一眼反射运动的中脑和脑干机制在

精神分裂症并无异常
。

有些研究还观察到
,

患者跳动性眼动的动态特征
,

诸如眼跳的潜伏

期 80 ∗ / − /
等  Β ,

8∗ ϑ )− 等  # ∃
,

运动轨迹 8∗ ϑ )− 等  Β ; ∃
、

眼动速度
、

持续时间 和

眼跳的振幅 8∗ ϑ) −
等  #

、

 # ; ∃ 等和正常人也无明显差异
,

而跳动性眼动的信 息控 制

又是在桥脑网状结构旁正 中带 7 / 89 : 0 −
等  # ∀ ∃

,

这更加证明精神分裂症眼追踪缺陷并

非反映脑千机能障碍
。

综上所述
,

精神分裂症眼追踪机能异常的机制
,

尽管有若干假设
,

然而产生这些异常

的神经回路或制约它们的神经系统的特定部位还不太清楚
,

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和进一步

阐明
。

结 束 语

本文重点介绍 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稳追踪眼动障碍的特征
,

也讨论了与本病有关因

素同眼追踪的关系
。

并阐述了眼追踪障碍可能受遗传控制
。

就眼追踪异常的发 生 机 制 来

说
,

它可能反映了本病存在有不随意注意和视觉认知障碍
,

而障碍的部位是在脑干水平以

上的大脑皮层
。

然而总的来说
,

已阐明的方面还很少
。

至于眼追踪异常对精神分裂症是否

有特异性 Ρ 目前的研究方法
,

是否有利于揭示本病的发生机制 Ρ 均尚属疑问
,

但已有的资

料
,

使我们深信近年来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

对于了解精神分裂症的本质
,

无疑

已积累了一些数据
。

加深了对本病的进一步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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