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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人与正常老年人解决问题能力的差异 3

　　姜 　涛 　　　　　　孙长华 　吴振云
北京铁路总医院干部内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 　　目的 :了解老年糖尿病人实验室内问题和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的能力及认知功能老化

的特点。方法 :采用 20 个问题的猜图作业和 10 个与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对 33 例老年糖尿病人

和 30 名正常老年人进行测试。结果 :在猜图作业中 ,糖尿病组猜中比例、第几次猜中、用策略百分

比及策略质量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在现实生活问题解决中 ,糖尿病组提出方案的数量 (N) 、解决

问题有效最高分 (H)和各方案的平均有效分 (M) 均比对照组明显下降 ;对青中年问题 ,糖尿病组 H

分和 M分明显降低 ,N 分无明显下降 ,对老年问题 ,糖尿病组 N 分和 M分明显降低 ,而 H 分无明显

下降 ;猜图成绩和现实生活问题解决成绩与糖尿病病程及有无合并高血压病无明显相关。结论 :

老年糖尿病人实验室内问题及现实生活问题解决能力比正常老年人明显减退。

　　关键词 　　糖尿病 　问题解决 　认知功能

Difference in Problem Solving between Elderly Diabetes and Health Elderly People
Jiang Tao et al , Railway General Hospital , Beijing

　　Objective :To determine problem solving and cognitive function disorder in elderly diabetes. Methods :

Thirty - thre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30 health elderly people were tested on 10 practical life prob2
lem solving and 20 problem guessing picture. Results : (1) Guessing picture record , how many people could

reach the aim picture , how many times could reach the aim picture , percentage in using strategy and strategy

level in elderly diabet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 (2) Total problem solving of practical

life record , the N. M and H score in elderly diabet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t in the control ; (3) On the

younger age and middle age problem solving record , the M and H score in elderly diabetes were lower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N score. (4) Old age problem solving record of the N and M score in elderly diabetes

were lower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H score ; (5) Records above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course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records above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hypertension. Con2
clusion : Ability of problem solving of practical life and laboratory in elderly diabetes declines much obviously

than that in health elderly people.

　　Key words : Diabetes mellitus , Problem solving , Cognitive function

　　糖尿病是老年人常见的心身疾病 ,是世

界上老年人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疾病之一 ,而

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均寿命的延

长 ,糖尿病的患病率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

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临床

观察到 ,糖尿病病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严重

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治疗 ,并带来许多社

会问题。国外自 80 年代以来有关报道日趋

增多 ,提示糖尿病病人认知功能受到损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害[1 ,2 ] ,而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

认知功能包括注意、记忆、思维等。思维

是反映认知功能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思维

过程主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 ,研究解

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对思维过程的揭示。本

研究通过测定老年糖尿病人和正常老年人实

验室内问题和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的成绩 ,了

解老年糖尿病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认知功能

老化的特点 ,了解思维障碍与病程及并发症

的关系 ,为病人制定认知训练计划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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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 　　法

111 　研究对象

为我院门诊或住院的采用口服降糖药及

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共 33 例 ,男 24

例 ,女 9 例 ,年龄 60～75 岁 ,平均 68 岁 ,病程

2 个月～25 年 ,平均 12 ±1115 年 ,文化程度

分别为大学 9 例 ,高中和初中 16 例 ,小学 8

例 ,职业有科教文卫等专业人员 10 例、行政

干部 13 例、工人和家务 3 例。糖尿病的诊断

以 1980 年 WHO 糖尿病专家委员会第二次报

告的建议为诊断标准 ,同时做血尿常规、血生

化全检、眼科检查、心电图、腹超及脑 CT 等

检查明确并发症的诊断 ,其中 15 例有高血压

病史 ,经药物治疗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 ,所有

病例无明显心、肾及神经系统并发症。另外 ,

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相当的 30 名

正常人为对照组 ,男 23 人、女 7 人 ,年龄 60～

75 岁 ,平均 6813 岁 ,小学 7 人 ,高中和初中 15

人 ,大学 8 人。

112 　测评方法

11211 　猜图 　采用一块绘有 64 个黑白物象

(如食物、花草树木、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等)

的图板 ,作为实验作业 ,供受试思考和提问

题。主试预先选好一图象 ,要求被试猜测。

允许猜 20 次 ,提 20 个问题 ,什么问题都可以

问 ,而主试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根据主试

的回答猜测图象。主试给受试看图板和口述

指导语 ,在记录表上记录受试所提的问题内

容 ,直到猜中或达到 20 次为止。统计指标有

猜中比例、第几次猜中、提问题中用策略百分

比及策略质量。策略质量分为四个等级 :位

置法评 5 分 ,分类法评 3 分 ,数量法评 1 分 ,

未用策略评 0 分。

11212 　现实生活问题解决 　采用一块印有

关于 10 个现实生活问题的字板 ,供受试观看

和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之用。青中年问题

和老年问题两类各 5 题 ,青中年问题包括工

作不如意、提职、事业与家庭矛盾、夫妻关系

和生活困难 ,老年问题包括退休、丧偶、生病、

孤独及子女关系。在给受试看字板的同时 ,

由主试口述指导语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

行 ,当受试表达“就这些”或“没有别的办法

了”时 ,就转到下一个问题。按提出解决问题

方案的数量 (N) 及有效性评分。有效性评分

标准为 : ①被动 ,依赖或回避评 1～2 分 ; ②安

全有效针对问题评 3～4 分 ; ③辨证思维有条

件性地解决问题评 5～6 分。以有效分中的

最高一个定为最高分 ( H) ;以有效方案中的

平均值定为平均有效分 (M) 。

2 　结 　　果

211 　猜图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猜图猜中比例、平均

第几次猜中、用策略百分比及策略质量分别

进行比较 ,经 t 检验均有显著性差异 ,糖尿病

组成绩明显低于对照组 (表 1) 。

表 1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猜图成绩 ( �x ±s)

糖尿病组
( n = 33)

对照组
( n = 30) P 值

猜中比例 0142 ± 0150 0180 ± 0141 01002

第几次猜中 16142 ± 5128 12117 ± 5158 01003
用策略百
分比 ( %) 12199 ±31162 55135 ±38186 01000

策略质量 0179 ± 1124 2127 ± 1146 01000

212 　现实生活问题解决

21211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现实生活问题解

决的差异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 N 分、H 分及

M 分分别进行比较 ,经 t 检查均有显著差异

(表 2) 。

表 2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现实生活问题

　　解决的成绩 ( �x ±s)

糖尿病组
( n = 33)

对照组
( n = 30) P 值

N 21136 ±5186 25107 ±4126 01005

H 39179 ±2128 41110 ±2108 0102

M 37118 ±2142 38183 ±2141 01009

21212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青中年问题解决

的差异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青中年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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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 分、H分及 M 分分别进行比较 ,经 t 检

验 N 分无显著差异 ,H 分及 M 分有显著差异

(表 3) 。

表 3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青中年问题

　　解决的成绩 ( �x ±s)

糖尿病组
( n = 33)

对照组
( n = 30) P 值

N 10127 ±3106 11135 ±2142 01125

H 19164 ±1139 20135 ±1117 01032

M 18133 ±1160 19121 ±1139 01022

21213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老年人问题解决

的差异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老年人问题解决

的 N 分、H分及 M 分分别进行比较 ,经 t 检

验 N 分和 M 分有显著差异 ,H 分无显著差异

(表 4) 。
表 4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老年人问题

　　解决的成绩 ( �x ±s)

糖尿病组
( n = 33)

对照组
( n = 30) P 值

N 11109 ±3119 13172 ±2146 01001

H 20115 ±1120 20175 ±1139 01072

M 18186 ±1131 19162 ±1127 01022

213 　认知损害与病程和并发症的关系

猜图结果和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的成绩与

糖尿病病程无明显相关 ;糖尿病组有高血压

病者与无高血压病者比较上述成绩均无显著

差异。

3 　讨 　　论

解决问题的研究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课

题 ,分为实验室内问题解决和现实生活问题

解决。实验室内问题解决国内外研究较多 ,

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上才

出现。已有研究证明实验室内问题解决和现

实生活问题解决成绩受年龄文化因素的影

响[3 ,4 ] ,老年人成绩不如青中年人 ,文化程度

高者好于文化程度低者。选择 20 个问题猜

图实验作为实验室内问题解决作业 ,它是国

际上应用较多而简便易行的方法[5 ,6 ] 。采用

自编的十个与生活有关的问题作为现实生活

问题解决作业。糖尿病患者解决这些问题能

力的研究未见报道。

在猜图作业中 ,糖尿病组猜中比例明显

少于对照组 ;由于部分受试者直至第 20 次仍

未猜中 ,平均第几次猜中指标不好评算 ,因此

将未猜中者作为第 20 次猜中计算 ,即使如

此 ,糖尿病组仍落后于对照组 ;从提问题用策

略百分比及用策略水平看 ,糖尿病组也明显

低于对照组。20 个问题猜图实验作业要求

受试用最少次数猜出主试所想的图象 ,面对

问题情境是采取认知策略 (如位置法、分类法

等)还是尝试错误 ,依赖于受试对情境的分析

综合能力 ,即信息加工能力。结果提示老年

糖尿病患者实验室内问题解决能力比正常老

年人差。

在解决现实问题实验中 ,糖尿病组答案

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从问题解决的有效性

看 ,无论 M 或 H 分糖尿病组也低于对照组。

对属于青中年人问题 ,糖尿病组 M 分和 H 分

低于对照组 ,N 分无明显差异 ;对属于老年人

问题 ,糖尿病组 N 分和 M 分低于对照组 ,而

H分无明显差异。结果表明 M 分、H 分和 N

分是不同的 ,其相关性很低 (01073) ,表明他

们所表示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M 分和 H

分与对问题情境的知识、理解、分析问题的条

件 ,寻求有效解决方案的判断力有关 ,N 分除

此之外还需要思维的流畅性和灵活性 ,对同

一问题情境在短时间内提出多种方案。总的

来看 ,老年糖尿病患者与正常老年人相比 ,对

现实生活问题解决的能力明显减退 ,对于不

熟悉的青中年问题 ,有效解决方案的判断力

明显减退 ,但思维流畅性尚可 ,而对于熟悉的

老年问题虽然有效解决方案的判断力和流畅

性都有所下降 ,但解决与自身有关的问题仍

然有效。

老年糖尿病患者实验性和现实性认知功

能都有所减退 ,其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但本

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组解决问题成绩与病程

长短和有无高血压病无明显关系。大脑皮质

的活动有赖于正常血糖水平及血糖利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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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道 ,在动物和非糖尿病老年人实验诱

导的高血糖损害认知功能[7 ] ,有人对比 60 岁

以上非糖尿病人和糖尿病患者发现 ,糖尿病

人存在脑电图节律的广泛减慢 ,伴有 P300 波

潜伏期延长 ,P300 波是一种与人类认知功能

有关的大脑诱发电位 ,以上研究提示长期高

血糖及大脑功能损害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病人

认知功能受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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