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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 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

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国内外 已有很多研究表明 成人记

忆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减退 《‘一 ” 。

睡眠对于记忆有重要作用
,

也有大量资料报告了 剥 夺睡 眠

对记忆的有害影响 魂一 ‘ 》 睡眠与记忆的关系也反映在记忆的 日节律变化方面
,

有不少 研究

表明正常人的短时记忆在早晨和上午较下午和晚上要好 ‘’‘ ’ ,

但直接 比较睡 眠前后记 忆 差

异的研究尚少
。

本工作对不同年龄成人晨晚短时记忆的差异进行比较
,

目的为探讨年龄和测验所在时间

早展与晚上 双 重因素对于短时记忆的影响
,

以期观察不同年龄成人在早晨和晚
一

上可能表

现出短时记忆测验成绩及其特点的差异
,

为深入研究记 忆过程的规律提供参考
。

方 法

受试者为 名健康成人
,

其中男 名
,

女 名 年龄 岁
,

分为三个年龄组 青年

组 岁 名
、

卜年组 岁 名
、

老年组 岁 名 文化程度 大

学 名
、

中学 名
、

小学 名
。

各年龄组在性别
、

文化
、

职业等方面条件基本匹配
。

记忆测查方法 采用心理所等单位协作编制的
“

试用临床记忆量表
” ,

包括性质相同
、

难度相 当
、

内容基木匹配的甲
、

乙两套侧验材料
,

每套由联想学 习
、

指向记忆
、

图象自由回

忆
、

无意义图形再认和人像特点联 系回忆五项分测验组成
。

操作方法和评分标准均 按该 量

表的使用规定 , 》。

实验顺序 为避免学习经验对记忆的影响
, 以及 甲

、

乙两套量表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异对

测查结果的影响
,

每组有一半受试者先于晚上 了 时进行第一次记忆测验 使 用 甲 套 量

表
,

次 日早晨 时进行第二次记忆测验 使用 乙套量表
,

称为晚 晨组 另一半受

试者测验顺序则相反
,

先于早晨 时进行第一次记忆测验 使用甲套量表
,

当天晚上

时进行第二次记忆测验 使用乙套量表
,

称为晨 晚组
。

分析结果时
,

将各年龄垠的

晚 晨组对晨 晚组分别 加以合并处理
。

关于使用的 墩表
,

简介于木文后‘ 。

结 果

一
、

各年龄组晨晚各项记 忆成绩比较

各年龄组在各项分测验成绩和总分方面
,

无论早晨或晚上的成绩作相应比较 即晨与展

或晚与晚相 比
,

都分别表现出记忆随年龄增长而减退
,

即青年组成绩高于中年组
,

而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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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绩又高于老年组
。

然而
,

对于

在不同时间完成的测验成绩作交叉

比较 晨与晚相比
,

则并非芫全

如此
。

具体表现在中年组早晨的测

验成绩略高于青年组晚上的测验成

绩
,

同时
,

老年组早晨的测验成绩

与中年组晚上的测验成绩之问的差

距小于老年组与中年组在相同时间

的测验成绩之问的差距
。

各年龄组内短时记忆测验成绩

的 比较
,

都有早晨高于 晚 上 的 趋

势
,

但各组在不同测验项 目方面具

体表现不同
。

青年 组 在
“

联 想 学

习
” 、 “

无意义图 形 再 认
”

和 总

分 方 面
,

早 晨 显著高于晚上 中

年组在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 “

图象

自由回忆
”
和

“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

方面
,

早晨显著高于晚土 老年组

在
“
指向记忆

” 、 “

无意义图形再

认 ” 、 “
图象自由回忆

”

和总分方

面
,

早展显著高于晚上
。

见表

本实验结果表现出年龄和测验

所在 时间双 重因素对短时记忆的综

合影响
。

二
、

各年龄组晨晚记亿特点比

较

对各年龄组晨晚记忆的错误进
’

行比较
,

可能屯进 一步看出各年龄

组在不 司时间测验的短时记 忆特点

的差异
。

联想学习

综合非正确答案的性质
,

大致

可分四 类

全遗忘 即受试者说
“

忘

了
”
或

“
记不得

” ,

而未作具休回答

混淆性错误 即混淆了

答案
,

出现
“

张冠李敷
”

的现象

重复性错误 即重复其

它联想词 之正确答案于 本 联 想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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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造成重复错误

添加性错

误 即添加了最表以

外的新词
。

需要 说 明 的 是
“

混淆
”

和
“

重复
”

这两类错误可能发生

重受
,
也就是说一种

答案兼有两种错误性

质
。

各年龄组间非正

确答案的差异
,

无论

在早晨或晚上测验
,

老年组非正确答案的

总数都明显高于青年

组和 中年组
,

有关联

想和无关联想均表现

如此
,

但是无关联想

的差异更为显著
,

而

中年组和青年组情 况

相似
。

各年龄组非正

确答案的 性 质 都 以
“

全 遗 忘
, ,

和
“

混

淆
”

为主
,

其所占百

分率的大 小顺 序 均

为
“
全遗忘

” “

混

淆
” “

重复
” “

添

加
” 。

但是 老年组
“

添加
”

的百分率明

显降低
,

而
“

全遗忘
”

的百分率明显增高
。

各年龄组内晨晚

差异 比较稍有不同
。

青年组和老年组均在

晚上侧验的非正确答

案总数多于早晨
,

而

中年组未 见 这 种 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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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非指向记忆数和添加性错误数
。

各年龄组间的 比较
,

无论在早晨或晚上测验
,

都观察到非指向记忆数有随年龄增长而减

少的趋势
,

即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

添加数在中年组较青年组和老年组有所减少
。

各年龄组内晨晚差异 比较
,

青年组和中年组的非指向记忆数和添加数均在晚 上 多 于 早

晨 而老年组情 况不同
,

非指 向记忆数早晨多于晚上
,

添加数晨晚相近
。

见表

组组 别别 指向记忆忆 无 意 义 图 形 再 认认 图象自由回忆忆

非非非指向向 添加数数 击 中 数数 虚 极 数数 添 加 数数
记记记忆数数数数数数

青青年组组 早晨晨 士 士

晚晚晚上上 士 士

中中年组组 早晨晨 士 士

晚晚晚上上 士
·

士
·

老老年组组 早晨晨 土
,

士

晚晚晚 」二二 士 士

三 项 分 测 验 的 记 忆 特 点 之 比 较 ,

表内数据为实际总次数
,

无意义图形再认

括号内为平均次数士标准差

分析击中数 代表正确记忆的 目标刺激数 和虚报数 代表错误记 忆的混入刺激数
。

各年龄组间的 比较
,

击中数表明与该项测验成绩相一致
,

老年组击中数明显减少
,

虚报

数明显增多
。

各年龄组内晨晚差异 比较

图 象 自由回忆

,

击中数均早晨多于晚上
,

而虚报数均晚上多于早晨
。

见表

分析添加性错误数
。

各年龄组间的 比较
,

老年组添加性错误数明显减少
。

各年龄组内晨晚差异 比较
,

青年组和 中年组添加数均晚上多于早晨
,

而老年组却并非如

此
。

见表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非正确答案的性质分类与
“

联想学 习
”

的相 同
。

各年龄组间的比较
,

非正确答案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趣势
,

老年组非正确答案总数增

加明显
。

各年龄组内晨晚差异 比较
,

三组表现基本一致
,

非正确答案均在晚上多于早晨
,

非正确

答案之首分率多为
“

全遗忘
” “

混淆
” “

重复
” “

添加
” 。

见表

在完成上述实验分析的同时
,

我们还对三组受试者运用识记方法的情况作 了比较
。

在各

项分测验中
,

使用方法的人数百分率均以 中年组最多 占肠 多
,

青年组 次之 〔占邱 形
,

老年组最少 占 拓
,

中年组使用方法的人数百分率为老年组的一倍多
。

所用方法的种

类也以 中年组为多
,

例如中年组采用分类
、

想 象和联想等方法
,

而老年组大多不用 方法只用

简单的数数 法
。

在
一

早晨和晚上测验
,

在运用识 记方法方面未见差异
,

晚一晨组或晨一晚组无

论在使用方法的人数百分率和种类都相接近
。



表 人象特点联系回忆非正确答案性质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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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实验初步观察到年龄和测验所在时间 早晨 与晚上 双重因素对于短时记忆的影响
。

年龄对于短时记 忆的影响表现为
,

无论在早展或晚上完成测验的成绩均有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的趋势
,

这与其他作者所报告的成人短时记忆的年龄发展变化相一致 ‘几一 ’。

但需要说明的

是
,

本实验因受试人数有限
,

只能采用跨度较大的年龄分组
, 以使各组匹配

。

例如 中年组

为 岁 主要在 岁以下
,

而老年组为 岁 主要在 岁
,

肠岁者较少
,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年龄差异
。

测验所在 时间对于短时记忆的影响表现为三个年龄组均

内早展的测验成绩较晚上的好
,

这也与其他作者观察到的结果相符 ‘” ” 。

此外
,

本实 验 还

观察到不同年龄组在早晨与晚上测验成绩交叉比较的结果
,

具体表现为中年组早晨的测验成

绩略高于青年组晚上的侧验成绩 同时
,

老年组早展的侧验成绩与中年组晚上的测验之间的

差值小于老年组与中年组在相 同时间完成的侧验成绩之间的差值
。

该结果清楚表明了侧验所

在 时间对于短时记忆年龄差异 的影响
。

由此我们认为
,

测验所在时间对于短时记忆的影响
,

即短时记忆的 日节律问题
,

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 也提示了在研究不同年龄及其 他因素对于

短时记忆的影 响时
,

测验所在时间对记忆的影响
,

也就是记忆的 日节律变化是不 可忽略的
,

尤其在小样本实验或重复测查时需加 重视
。

由表 可以看到
,

不同年龄组在早晨和 晚上的各项分测验和总成绩
,

仅在
“

无意义图形

再认
”

一项分侧验
,

三个年龄组的成绩均一致表现出早晨明显高于晚上
,

而共他四项分侧验

的晨晚差异在各年龄组表现不同
。

是否因为再认本身比回忆容易
, ‘

已可以根据所提供的图形

进行识别 回忆
,

加上该项分侧验难度较小
,

这类信息加工过程较简单的项 目比难度较大
、

信

息加工过程较复杂的项 目更容易受测验所在时间的影响
,

即更为直接地表现出短时记忆的 日

节律
。

对于难度较大的项 目
,

信息加工过程相对比较复杂
,

这势必比难度较小的项 日更易受

年龄 、 文化和职业的影响
,

也容易受个人经验
、

生活作息习惯和记亿技巧的影响
,

因而
,

上

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
,

使各组内记忆晨晚差异 分别表现在不同的分侧验上
。

例如 老年组记

忆侧验展晚差异显著的项 目都是难度相对较小的项目 如
“

指向记忆
”

和
“

图 象 自 由 回

忆
” ,

这是该量表在年龄变化中属于稳步而缓慢下降的项 目 ‘ ’ , 而难度较大的项 目 很 可

能因为信息加工过程复杂
,

老年人无论在何时测验成绩都较差
,

因而看不出差异
。

而在青年

组和中年组
,

对于某些难度较大的分测验则仍可观察到记亿的晨晚差异
,

但情况比较复杂
,

上述所提到的诸因素对记忆 日节律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对各项分测验结果的分析
,

观察到三个年龄组所作出的错误回答情况不尽 相同
。

在
“

联

想学习
”

方面
,

老年组的非正确答案总数明显高于青年组和 中年组
,

其中无关联想差异更为

显著
。

各年龄组各类非正确答案所 占比例的顺序虽然一致
,

但老年组
“

添加性错误
”

百分率

明显降低
, “

全遗忘
”

百分率明显增高 在
“

指向记忆
”

方面
,

老年组非指向记忆数最少
,

而中年组添加数最多 在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方面
,

老年组击中数明显减少
,

虚报数明显增

多 , 在
“

图象自由回忆
”

方面
,

老年组
“

添加性错误
”

数明显减少 , 在
“

人像特 点 联 系 回

忆
”

方面
,

老年组非正确答案总数明显增加
。

一

上述老年组所 次现的错误回忆特点不同于青年组和中年组
。

错误数量随年岭 增 长 “口曾

加
,

反映了记 忆随年龄增 长而减退的趋 势
,

而错误性 ‘的不同则反映出老年人在 记忆的洁以



加工
、

贮存和提取过程可能发生困难
,

表现在
“

添加性错误
”

减少
, “

个遗忘
”

增加
,

准子

建立新 的联系
。

在各年龄组使用识记方法的情况表现不 同
,

使用方法的人数百分率中年组 青年组 老

年组
,

这与 已有的这方面研究结果相符 ‘ 。

中年组知识经验丰富
,

思维能力强
、

灵 活性大
,

警于用各种方法提高记忆戍绩 老年组虽然知识经验不少
,

但由于思维能力有所减退
,

灵活

性差
,

大多死记
,

影响了记忆成绩
。

看来识记方法的有无
,

对记忆成绩也有一定影响
。

本工作涉及短 时记忆 日节律变化的两端
—

早晨 与晚土
。

很多研究表 明
,

短时记 忆在一

夭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下降
,

在晚上表现最差
,

本实验结果与此相符
。

关于记忆 日 节 律

变化的解释
,

早期主要有唤醒理论 和干扰理论 , 。

唤醒理论假定测验所在时间对记忆的影响是众所 周知的多种生理功能昼夜节律的反映
,

而这

些生理功能的昼夜节律受基础唤醒水平 的节律变化所调节
。

有人指出
,

除午睡外
,

人在 一 夫

里墓础唤醒水平随时间的进展而升高
,

晚上八时达最高峰
,

这与体温的昼夜节律 变 化 相 平

行
。

许多工作报告短 时记忆通常在早晨和上午好
,

而在晚 巨最差
。

等人发现基础唤醒

水平过高对于短时记忆是有害的 ‘ 。 。

因此
,

唤醒理论认为在一天里
,

短 时记忆的优劣与体

温高低呈相反关系
, 而长时记忆的好坏与体温高低呈平行关系

。

干扰理论主要用于解释长时记 忆
,

认为在一天里长时记忆最好的时间应在 晚上
,

这 由于

学 习材料的呈现与睡 眠之间的时间间隔缩短
,

从而减少了其他事件的插入
,

随后的睡眠有利

于记忆的巩固
。

近期
,

有的研究得出不同结果 《盆 盆 ,

加 以关于倒班或夜班工作人 月记忆的研

究
,

发现上述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记忆的昼夜节律变化 ‘ 。

因而
,

有人提出一种多因素 理 论

比
,

主张记忆的昼夜节律变化需要研究测验所在时间对于记忆保持的

影响
,

以及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记忆编码
、

贮存和提取过程变化的规律
。

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

始
。

本工作 目的是研究年龄和测验所在时间 早晨和 晚上 对于短 时记忆的影响
,

初步观察

到不同年龄组在早晨和晚上测验短 时记忆所呈现的既 相同又 相异 的特点
,

是对了解不同年龄

成人在睡眠前后短时记忆差异的一次初步尝试
,

我们认为这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关于多种因

素对于短时记忆 日节律的影响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附 〕且表简介干下

量表简介 包括五项分测验 联想学习 包括有逻辑关系 〔即有关联想 和无逻辑关系 即 无关

联想 成对词各 对
,

由录音祝放送
,

共学习测试三次
,

检查不同成对词的学习记忆情况 指向记忆

包括两组词各 个 每组中有要求受试者识记的指向词 个 饲的种类相同 如水果类或蔬菜类 另有

不要求识记的混入词 个
,

与指向词类别接近 〔例如 在水 果类词中混入常见的副食品名词 由录音机

放送
,

要求受试者立即回忆说出指向词 图象自由回忆 它包括两组匀画的黑白图片各 张
,

内容均

为人们所熟悉和易于辨认的 如 日常用品
、

食品
、

花木等 以序列方式呈现 要求受试者立即回忆图

片内容 无意义图形再认 以序列方式先呈现 张无意 义 图形 为目标刺激
,

然后再呈现 张图形

包括原目标刺激和新混入的同类型图形各 张
,

随 机排列
,

要求受试者在呈现每张图片时予以再认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包括勾画的黑白人像 张 随机排 列 以序列方式呈现
,

同时向受试者介绍每张

人像的
“

姓氏
” 、 “职业

” 和
“

爱好
”

三个特点 〔如 姓方
、

护士
、

爱游泳 重复两遍
。

然后再按另一

随机顺序垦现
,

要录受试者说出每张人像的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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