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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试者为 2 0
一
3 5岁倒班和正常自班护士共46 名

。

倒班组在上小夜班前和次日大夜班

后分别给予一次智力活动测验
,

正常白班组两次测验的时间和时间间隔与倒班组相同
。

测验结

果表明
:
倒班组两次测验仅在

“

数字符号
”

项目有部分显著性差异 , 而正常白班第二次测 验 在

“

数字符号
”

和
“

计数
”
两个项目

,

均较第一次测验取得显著进步
。

这提示倒班对于注意
、

记忆和

反应操作速度可能有些影响
。

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于倒班和夜班问题给予很大重视
,

涉及的范围很广
,
其研究重点多在

倒班和夜班工作对于人的生命质量的影响及改善措施(l
一

3) , 而关于倒班和夜班对于智力活动

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

倒班和夜班对于智力活动的影响
,

在通常情况下不是那么 显 而 易见

的
,

因之不易引起足够的重视
。

然而
,

倒班和夜班对于人的智力活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也应认真对待
。

我们过去已观察到睡眠剥夺对记忆有明显影响(4)
,

最近我们应用
“
临床记忆觉表

”
完成

的一项研究表明
,

倒班和正常白班医护人员平时(值白班期间 )的记忆成绩无显著性差异
,

但

两组的记忆特点有些不同(5)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之上
,

本项工作拟考查护士倒班前后记忆及其

它智力活动是否有所差异
,

以探讨倒班对于智力活动的影响
。

方 法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 4 6名
,

20 一35 岁
,
女性

,

其中倒班组2 1名
,

平均年龄 2 6
.

2 4

岁
,

正常白班组 25 名
,

平均年龄 27
.

56 岁
。

根据该医院多数病房现行的倒班制度
,

确定本实

验倒班组受试者必须符合下述两个条件
: 1

.

倒班周期为2 / 7制
,

即每周内值 2 次夜班和 4 次

白班, 2
.

该 2 次夜班是连续的
,

且顺序为小夜班(16 : 00 一次日2 : 。0 )在前
,

白天休息后值大

夜班(2 : 0 0一8 : 0 0 )
。

每位受试者接受两次智力活动测验
,
每次测验约半小时

。

为了避免生物节律的可能影响

和保证受试者的正常工作
,

倒班组第一次测验安排在上小夜班前的当天上午8 : 30 一9 : 30 进行
,

第二次测验安排在下大夜班后
,

即第三天上午8 : 30 一9 : 30 进行
,

相隔48 小时
。

正常白班组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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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验的时闻和时间间隔与倒班组相同
。

智力活动测验应用微型计算机人机对话方式完成
。

测验内容包括心算
、

数字符号
、

数字

消除
、

计数
、

两位数字广度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6 个项 目
。

该智力活动测验是参考湖南医学院

龚粗先等编制的
“
修订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手册” 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许淑莲 等 编 制 的

“
临床记忆量表手姗

”
而设计的

,

其测验的详细内容和操作方法已另文报告(6)
。

结 果

一
、

心算 心算测验共 10 题
,

分析 J
一

正确题数和完成时间
。

两组同次测验结果之间无

显若性差异
。

各组内前后两次测验结果相比较
,

第二次测验正确题数都较第一次测验有所进

步
,

但差异均不显著
。

二
、

教字符号 数字符号测验共10 题
,

分析了正确题数和完成时间
。

两组同次测验结

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各组内第二次测验结果均较第一次测验结果有进步
,

倒班组在
“

完成

时间
”
指标上差异性显著

,
正常白班组在

“
正确题数

”
和

“

完成时间
”
两项指标上均差异性

显著
。

三
、

橄字消除 数字消除测验共10 题
,

分析了操作反应时间
。

两组同次测验结果之间

和各组内两次测验结果之间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四
、

计故 计数测验共10 题
,

分析了正确题数和完成时间
。

两组同次测验结果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

倒班组第二次测验结果较第一次测验结果有进步
,

但差异不显著, 正常白班组第

二次测验
“
完成时间丫 较第一次测验时明显缩短

,

差异性显著
。

五
、

两位傲字广度 分析了记忆对数
。

两组同次测验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各组内

第二次测验成绩均较第一次测验有所提高
,
但差异均不显著

。

六
、

无愈义图形再认 无意义图形再认测验首先呈现 7 幅图形
,
再认测验时再加入 7

幅新图形
。

分析了击中数
、

遗忘数和虚报数
。

两组同次测验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各组内

第二次测验结果与第一次测验相比较
,

呈现相同趋势
,

表现为击中数增加
、

遗忘数减少和虚

报数增加
,
但差异均不显著

。

(以上结果均见表 1 )

表 1 倒班组与正常白班组测验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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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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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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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组内两次测验 比较
: ’

P < 0. 05
。 . ’

P< 0. 01

. ,

3 0
·

’



讨 论

综合上述测验结果可以看出
,

倒班组前后两次测验仅在
“

数字符号
”
项 目的

“

完成时间妙存
在显著性差异

,

而正常白班组前后两次测验则在
“

数字符号
”

项目的
“

正确题数
” 、 “

完成时间
”

及
“

计数
”

项目的
“

完成时间
”
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

受试者第二次测验较第一次测验所表

现出的显著性进步
,

显然与第二次测验是在第一次测验获得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关
。

两组受

试者第二次测验较第一次测验所表现 出进步的项目和程度不同
,

可能反映出倒班对于第二次

智力活动测验带来了一些影响
。

该结果表明
,

在 6 项测验中
, “

数字符号
”

和
“

计数
”

项 目对倒班

的影响较为敏感
。 “

数宇符号
”

项目主要包含记忆和反应操作速度两个因京
,

难度较大, “

计数
”

项目主要包含注意和反应操作速度两个因素
,

也有一定难度
。

其它 4 个项 目两组 前 后 两 次

测验结果差异不显著
,

分析其原 因是不同的
。

其中
, “

心算
”

项目涉及到符号操作和推理的抽

象思惟能力
,

由于该项目仅限于三个一位数的加减
,

且答案也是一位数
,

因此比较容易完成 ;

“

数字消除
”

项 目是测验对一个数字的注意和反应操作速度
,

也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 “无意义图

形再认
”
项目是图形记忆的再认

,

测验本身难度不是太大
,

加之该项 口的目标刺激量和混淆

刺激量都较小
,

因而测验的难度不大
。

此外
, “

记忆广度
”

项目反映短时记忆的存储量
,

是一

个相对比较稳定
,

而不被轻易影响的项目
。

因此
,

上述 四个项目受倒班的影响较小
,

是比较

合理的
。

该结果提示
,
本实验所观察到的种种倒班方式

,

可能对于注意
、

记忆和反应操作速

度等心理因素有些影响
,

在测验项目的难度较大时表现出来
。

倒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倒班对人的影响
,

实际上包括了生物 岁律破坏
、

部分睡眠

剥夺
、

以及慢性应激对人所带来的综合影响
。

通常状态下
,

智力活动变化不是显而易见的
,

加之工作人员对倒班的适应问题
,

因此
,

评价倒班对智力活动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
。

本研究仅

是为了解倒斑对人智力活动的影响做了一次初步偿试
,

这个方面的间题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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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显著的提高
。

大多数学前低视力儿童在教师

布助下能在普通教室里行走
,

并且运用视觉作为他

们学习的基本方式
。

许多医学专家和教育工作者证

明视力差并不一定造成学习成绩不良
,

大脑对所接

受视觉信息的加工决定了一个人视觉技能的好坏
。

(华东师大心理学系 李攀平摘译 自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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