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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和轻微脑功能障碍儿童

在不同情境下的脑电图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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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马 若 飞
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中医医院

摘 要

本文观察了在不同情境下 闭目安静
,

倾听音乐和故事
,

以 及完成校正 改 错

测验 时 正常和轻微脑功能障碍 简称 儿童 的脑 电图特点
。

结果表明
,

当

闭目安静
,

倾听音乐时
,

儿童左侧半球的 均值显著低于正常儿童 当 倾 听

故 事时
,

其右侧半球的 均值低 于正 常儿童
。

在校正改错刚验中 儿童 的 错

误率高于正常儿童
,

在刚验前和刚验时的脑 电图无明显差异 正常儿童测验前和

测验中的脑 电图有显著的差异
。

本文就上述结果进行 了分析
。

轻微脑功能障碍 简称
,

又称注意力缺乏障碍 简称
,

其主要症状是注意

力涣散
,

情绪不稳定和易冲动性
,

以及活动过多
。

由于这类儿童具有上述症状
,

致使 学 习

成绩下降
,

甚至影响班级课堂秩序
。

但是
,

至今为止
,

对 本质的认识并不清楚
,

在临

床诊断上也存在着很大分歧
。

目前对 儿童 的临床脑电图检查
,

主要以自发脑电图为主
,

其所得的材料和 结论

并不一致
。

其原 因之一
,

可能是在不加任何负荷的条件下 儿童的 自发脑电图并不能

反映其脑功能的特点
,

因此
,

本文将分析比较正常与 儿童在不同情境下 闭自安静
,

倾听音乐和故事
,

以及完成校正改错作业时 的脑电图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

实验材料和方法

研究对象

儿童 名
,

年龄为 一 岁 其中 年级学生 名
,

一 年级学生 名
,

年级学

生 名 男 名
,

女 名
。

经北京西苑医院临床诊断
,

以及本所心理学检查
。

临床诊 断 标

准为 注意力涣散
,

活动过多
,

情绪不稳定 症状持续半年以上 无躯体性疾病和神经系统

异常
,

并排除智力障碍和产伤史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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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正常儿童 名
,

年龄和年级与实验组相同
。

其中男 名
,

女 名
。

两组被试

均为北京西颐小学学生
。

实验方法

脑电图描记系采用 日本 型脑电图仪
。

描记时增益为
,

时间常数为 高频 衰

减
。

电极安置于额部
, ‘ ,

颖部
, ,

枕部
, 。

单极导出
。

额中 为参

考电极
,

双耳 电极接地
。

脑电图描记条件 闭目安静
,

闭目倾听音乐
,

闭目听故事
,

睁眼和进行 校 错

侧验
,

一 年级学生的脑电图描记条件为 一
,

年级学生为
, , 。

音乐和故事均由录音机播送
,

录音机安放在被试前正中一米处
,

有屏幕遮掩
,

音乐为儿

童不熟悉的曲调
,

约演奏 分钟 音乐停止 分钟后播送简短故事 亡羊补牢 一则
,

秒钟
。

对六年级学生由于故事内容太简单
,

因此改换校正改错测验
。

测验材料和 方 法 校

正改错测验记录纸一张和录音带一盒
。

记录纸上印有△
, ,

口 几 何 图形 个
,

每 行

个
,

共 行
,

三种图形排列次序是随机的
,

录音带上录有按记录纸图形
“

三角
” , “

圆圈
” ,

“

方块
”

的朗读声
,

但是朗读的音符与图形排列次序并不完全相同
。

在测验时
,

主试要求被

试注意听着并根据录音将纸上与朗读音符不相符合的图形圈出来
。

本测验分为 三 段
,

第

一段有二行
,

是练习段 第二段五行
,

朗读速度为每秒一个音符 第三段为十行
,

朗读 速 度

为每秒两个音符
。

在进行本测验时
,

同时描记被试的脑电活动
,

实验完毕后
,

分析被 试 校

正改错测验的成绩
,

计算漏改和错改百分率
。

在墨水笔描记脑电图的同时
,

用 一了型自动频率分析仪对双侧枕叶脑电图作频
‘

率

区段积分谱记录
,

并计算各频率区段在总区段中所占的百分值
。

因此
,

本文脑电图频率分

析
,

主要以双侧枕叶电活动的各区段分配值为基本数据
,

比较 与正常儿童左右脑电

图在不同情境下
,

主频率区段的平均值
。

结 果

正常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脑 电图特点

在不同情境下
,

正常儿童脑电图的主频率区段在 频带 在闭 目安静和听音乐情境下
,

右侧脑电图的 均值略低于左侧的 在听故事情境下
,

则相反
,

左侧脑电图的 均值略低于

右侧的
。

经 检验
,

不同情境下的左右侧脑 电图的 均值无显著性差异 表
。

童与正常儿童的脑 电图比较

在不同情境下
,

儿童脑电图的主频率段与正常儿童相 同
,

在 频带
,

但是 均值普

遍低于正常儿童
。

在安静和听音乐情境下
,

儿童左右侧脑电图的 均值极为相似
,

其

左脑的 均值显著低于正常儿童 在听故事情境下贝」相反
,

右脑 的 均值显著低

于正常儿童 表
。

 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校正改错测验时的脑 电图 比较

侧验结果表明
,

儿童的错误率 明显高于正常儿童
,

其错误次数
’

的 均 值 分 别 为

次和 次
。

把校正改错测验前和测验过程中所描记的脑电图作比较可见
,

正常儿童在测验 中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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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了

右侧脑电图的 节律阻抑
,

夕节律增强
,

其均值与测验前作比较差异是显著的 。 而

儿童在校正改错测验前和测验中的脑电图无显著性差异
。

儿童与正常儿童在

测验时的脑 电图比较
,

在
,

刀波段未见显著差别
,

但是在 波段
,

儿童脑电图中的 均

值高于正常儿童
,

它们分别为 和
,

两者间的差异是显著 的 表
。

表 多动症及正常儿童在不同情境下脑电图 均值之比较 又

组 别 被 试 人 数 描 记 部 位
不 同 情 境

闭目安静 听 音 乐 听 故 事⋯
一

⋯
一

⋯
一印

儿童组 名
左枕

右枕

士
·

朴

·

土
·

·

士
‘, 朴

·

士
·

土

 士
·

份

正 常儿 童 组 名
左枕

右枕

士

士

·

士

士

·

士
·

·

士
·

资 份

表 多动症与正常儿童在校正改错测验时枕叶
,

吞均值的比较
”

、

”
一

’ ‘

一
’ ’

下一
”

一「一
尸

一
卜

一
’

一

下一 一某一荀 誓 薪
’

一
” 一 一

‘

一
组 别 被试人数 描 记 部 位

不 同 情 境

闭目安静 测 验 前 测 验 中

儿童组 名 枕叶 左侧
节律

右侧

左侧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

士
·

口节律
右侧

·

士
·

士
·

士

么 士

·

士

士魂

正 常儿 童 组 名 枕叶
节律

左侧

右侧

士

 !
·

7 0 土6
.
89

25
·

9 1 士9
.
42

25
.
90士9

.
03

口节律
左侧

右侧

16
‘

8 0 土2
.
22

17
.
90士2

·

9
8

2
1

.

7 1 士2
.
4 4

23
·

1
0 士3

.
09

朴
P
<

0
·

0 5

讨 论

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
,

关于临床脑电图检查对M B D 诊断的意义存在不 同的看法
。

有

些作者在分析M B D 儿童脑电图时仅见到一般的轻度异常
,

有明显异常的很少
,

况且这些异

常在正常儿童中有时也存在
〔一幻

。

另一些作者观察到
,

M B D 儿童脑 电图有较高的异常率
,

且有觉醒不足的表现叻
,

因而前者认为临床脑电图检查对 M B D 无诊断价值
,

而后者 则 认

为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

本文主要分析了M B D 儿童在不同情境 下左右脑电活动的变化
,

并与正常 儿 童 作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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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在不同情境下
,

M B D 儿童的脑电图与正常儿童不 同
,

未呈现左

右侧脑电图不对称的趋向
,

其主频率区段一
一 a
均值普遍低于正常儿童

;在不同情 境 下
,

即给予不 同性质的负荷时
,

M B D 儿童相应一侧脑的
a
节律阻抑不明显

,

而正常儿 童 的a节

律阻抑很明显
,

因此两组
a
均值的差异不明显

。

相反
,

两组另一侧脑的a均值之间的 差 异

是显著的
。

在进行校 正测验时
,

M B D 儿童脑电图虽然表现出a节律阻抑和 刀节律增强
,

但

与测验前作比较
,

差异均不显 著
,

而 正 常 儿 童 测 验 前 后 的 脑 电 图 却 有 明 显 差 异

(P < 0
.
0 5)

。

由此可见
,

在不同情境下
,

M B D 儿童脑电图可以反映出这些儿童 的脑功能特

点
,

对临床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而且对M B D 本质认识也有一定的启示
。

根据上述初步获得的结果
,

联系脑发育的研究资料你
幻 ,

可 以作这样的推 侧
,

M B D 儿

童 由于某种或多种 尚未知的原因
,

使其脑发育略为迟缓
,

表现在a均值低于正常儿童
,

与此

相联系
,

皮层抑制过程发展不足
;
在给予不 同性质负荷时

,

又可以观察到相应脑皮层 的 兴

奋不足
,

表现a节律阻抑不显著
。

而在皮层兴奋不足的情况下
,

皮层下活动增强
,

在行为上

表现为兴奋
、

易冲动
,

注意力涣散
,

动作过多
。

本工作被试人数不多
,

数据分析手段较粗糙
,

但是随着电子计算机 的应用
,

在脑 电图上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
,

将从脑电图上提取更多的

特征性信息
。

关于 M B D 脑电图特点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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