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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研究 如何避开他们的心理劣势
,

发挥他们的社会心理优势
,

使他们愉快
、

顺

利地度过人生的重要关口
,

有待于我们进一

步研究
、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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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流畅性的年龄差异及其

与词语记忆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许淑莲

河北廊坊师范专科学校 孙弘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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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平

说话或写字时找词困难是老年人的一种

常见特点
。

词语流畅性主要是一种包含速度

要求的词语记忆作业
。

本研究是我们对记忆

的年龄差异研究的继续
,

目的是较全面地探

讨词语流畅性的年龄差异及其和词语记忆的

关系
。

被试为自觉健康的成年人&∋ 例
,

其中青

年组 (例 !年龄 ) ∗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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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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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人
,

女∀% 人
−
中年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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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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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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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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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峨人
∃ 老年组% )

例
,

年龄 /) 一&+ 岁
,

平均 /已
,

∋岁
,

男∀+ 人
,

女

∀+ 人
。

各年龄组中大学
、

高中和初中文化程

度者均各占. 0 %
。

实脸结果

一
。

词语流畅性

!一# 在 ∀ 分钟内尽量多地说出同类词

!食物或日用品或著名人物名 # 的数量上
,

老年组和青年组
、

老年组和中年组都有很显

著的差异
,

而青年组和中年组很相近
。

变异

数分析结果表明
,

除年龄因素有极显著作用

!1 2 。
,

)∀ # 外
,

性别亦有显著作用
,

女性比男

性说出词多!1 2 )
,

)+ #
−
文化因素亦有很显

著作用!1 2 。
,

)∀ #
,

文化程度高者说出词要

多些
。

!二# 在说出非某类词的作业上
,

说出

不属某种动物的平均反应时
,

老年组既明显

较青年组慢
,

也明显较中年组慢
,

在说出非

某类花时
,

老年组仅较青年组为慢
。

变异数

分析表明
,

年龄和文化因素对说出反应时有

显著影响而性别无影响
。

!三# 读短文
,

老年组
、

中年组和青年

组的阅读时间分别为 +
,

(
、

/
,

( ( 和 / (
,

+ ∀

秒
,

老年组显著比年轻两组长些
。

变异数分

析表明
,

文化因素也有很显著作用
,

初中文

化者阅读时间显著长些
。

年龄和文化因素还

要明显的交互作用
。

!四# 3 4 5 。。1氏测验
,

在反应时方面
,

读黑体字
、

颜色命名
、

读颜色字的字
,

读颜

色字的颜色四项测试老年人均数显著地比青

年人慢些
,

读黑体字中年人还比青年人显著

慢
、

颜色命名则老年人比中年 人很 显 著慢

些 ∃
在读颜色字的字和颜色字的色两种有干

扰的测试中
,

较年老组均较年轻组反应时显

著长些
。

变异数分析结果表明
,

除年龄因素

影响极显著外
,

文化因素对 ( 项测试都有显

著影响
,

而性别对颜色命名和读颜色字的颜

色两项有显著作用
,

女性明显快些
。

在读颜

色字的颜色测试上
,
有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

用
,

在两种颜色命名测试上
,

存在性别和文

化程度的相互作用
。

不同测试内容反应时不

同
,

均以读黑字最短
,

读颜色字的色最长
。

在 3 45 ““6 氏 测验的错误上未 见到 年龄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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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书写流畅性
,

在要求三分钟 内尽

量多地写出
“

出
”

打头的词和
“

提手旁
”

组

成的字的测试中
,

老年组均明显地比青年组

差
,

前者老年组还比中年组差
。

除年龄外
,

文化因素也有显著作用
,

初中文化者写 出字

词明显少些
。

二
、

词语记忆 在词的 自由回忆
、

字的

自由回忆和联想学习三项测试上均见到老年

组既极显著地较青年组差
,

又显著地较中年

组差
。

三
、

词语流畅性和词语记忆的关系 词

语记忆和各项词语流 畅性 测 验的 相 关 从

。
,

( % /至。
,

+ / % ,

都很显著
。

结 论

一 在口语
,

阅读和书写流畅性方面
,

存在明显年龄差异
。

在多数项 目上表明老年

组既较青年组差
,

也较中年组差
,

即人们主

要在中年期后词语流畅能力减退
,

各项 测试

中以需排除干扰的读色字
一

与读字色的年龄差

异最大
,

说非某类词次之
。

二
,

除年龄因素外
,

文化因素有重要影

响
,

有时性别因素也有影响
,

且常与年龄因

素有相互作用
。

测验内容也有影响
。

三
,

词语流畅性和词语记忆有显著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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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蛇毒抗栓醉为主综合治疗展颇麻痹 ∀∀ 例报告

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中心医院 张举华 齐之满 刘玉湖

我院自 ∀ ∋ ∋ 年 ∀∗ & 月
,

选择了动脉硬化性震

颤麻痹∀∀ 例
,

均为男性
,

年龄++ ∗ &+ 岁
,

病程最短

∀年
,

最长 年
。

诊断标准 患肢促动肌和拮抗肌出现有节律的

收缩和松弛震颤
,

手指呈丸样动作 , 肌 张 力增 高
,

肢体呈
“

齿轮样强直
” 、

走路呈
“

慌张步态
” , 运

动减少
∃

可有
“

面具脸
” , “

写字过小症
” 。

治疗方法 江浙蝮蛇抗栓酶9
,

+; 加入生理盐

水+ )司
,

每 日一次静滴
。

视病情逐渐加量
,

∀ 天

为一疗程
,

可行第
、
% 疗程

。

治疗中定期查出
、

凝血时间
,

血小板计数
,

治疗前后做血液流变学检

查
。

疗效判定治疗结果

∀
,

治愈
∃

临床症状恢复好转
,

能自理生活
,

并能从事一般活动
。

,

好转
∃

临床症状及律征改善
。

%
,

无效
∃

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均无变化
。

本组病例
,

治愈 . 例
,

好转 ∋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为∋ <
。

病例 马 = ,

男
, + ∋岁

,

病案号吕& % ∀
。

于∀ ∋ (

午发病
,

开始右手指不自主颤抖
,

运动不灵活
,

随

之波及到右上
、

下肢
,

行走呈急速小步
,

不能及时

止步及转弯
。

一年后左上
、

下肢出现类似症状
。

曾

在外院行
“

颅脑立体导向术
” , “

换血疗法
” ,

口服
“安坦

、

美多巴
”

’

疗法
、

患高血压
、

冠心病∀+ 年
、

查体
∃

血压 ∀ (。0 >?) ≅ ≅ Α  ,

神清
,

表情呆板
,

头

部前倾
,

语言欠清晰
,

四肢震颤
,

情 绪 激 动时加

重
,

手指呈搓丸样动作
,

不能完成精细动作
,

呈写

字过小症
。

肌张力增高
,

走路呈慌张步态
。

血液流

变学检查呈高粘
、

高凝
、

高聚
、

高脂状态
。
眼底检

查呈眼底动脉硬化期
。

超声心动图示
∃

高冠心病
。

入院后给予江浙蝮蛇抗栓酶治疗
,

第一疗程震颤减

轻
,

以后曾一度加重
,

随后又减轻
,

继之消失
。

头

能抬起
,

面部表情自如
,

语言清晰但说话速度较慢
,

写字正常
,

肌张力正常
,

生活自理
,

血液流变学

检查正常
,

行第 疗程巩固治疗后出院
。

讨论 震颤麻痹又称帕金森氏病
,

目前用抗胆

碱能药及左旋多巴治疗
,

疗效不肯定
。

以Β , , 4Χ
为

主综合治疗对该病有一定疗效
,

值得研究
。

!责任编校二张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