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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水平与成年人记忆年龄差异

关系的初步研究
” ‘

吴志平 许淑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青年与老年被试在分心与非分心条件下进行了指向记忆和逻辑故事回忆作业
,

同时记录

了心率
、

指端血容和皮电等外周植物神经系统指标
,

以探讨成年人记忆的年龄差异与唤醒水平

的关系
。

结果看到老年组记忆成绩明显低于青年组
,

同时在非分心作业时老年组血容变化率

与记忆成绩明显相关
,

支持老年人认知成绩较差的原因是由于唤醒水平过低的假说
。

但在分

心条件下老年组唤醒水平高于非分心条件
,

表明老年人唤醒水平高低可能随作业的复杂程度

而变化
。

关键词 记忆
,

年龄差异
,

植物神经系统反应性 唤醒水平

许多研究表明
,

成年人记忆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退
,

不同的记忆活动随增龄发生的

变化是不同的 〔’
,

〕
。

心理学家就此提 出了一些假说
,

如认知加工障碍说
、

注意能量减退说
、

记忆的生物学说等 【 ,

但都未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

记忆的生物学假说认为老年人认知

能力下降与他们在作业时的注意和唤醒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

适宜的唤醒水平是注意的基

础
,

唤醒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到认知作业的成绩
。

在  年提出了老年人作

业时唤醒水平较低的假说
,

一些研究支持这一假说 但另一些采用系列学 习作业的研究则

发现老年人作业时唤醒水平过高
,

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

笔者 曾对短时记忆搜索时间

的年龄差异与唤醒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
,

看到老年人作业时唤醒水平较低
,

并与搜索反应

时有明显的相关〔‘】
。

本研究将对老年和青年被试在不 同作业条件下的唤醒水平与记忆成

绩的关系进行分析
,

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

为老年认知衰退的生理机制研究提供一些资料
。

方 法

被试 共 人 老年组 人 男 女
,

年龄范围 一 岁
,

平均 岁
,

文化

程度大学 人
,

中学 人 青年组 人 男 女
,

年龄范围 一 岁
,

文化程度大学

人
,

中学 人
。

两组被试身体基本健康
。

实验内容及实验程序

实脸内容 实验包括两项记忆作业 指向记忆和逻辑故事回忆
,

每项作业各做

次
,

即每种作业都有四组性质相同
、

难度相当的实验材料
。

指向记忆作业 简称指向 在听完 个词后
,

对事先指定的属于某一类的 个词进行

本文 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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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

逻辑故事回忆 简称故事 是对具有逻辑联系的故事内容进行回忆
。

这两项作业的

材料见另文
“〕。

分心条件是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指向记忆与故事回忆作业时
,

要求被试在识记的同时

对简单算术题的正误进行判断
。

实验程序 实验分前实验和后实验两部分进行
,

安排如下

前实验 指向 故事 指向 分心 故事 分心
,

休息 分钟

后实验 指向 故事 指向 分心 故事 分心

生理指标描记 在实验过程中用
一

多导生理仪描记被试的心率
、

皮肤电反应

和指端脉搏容积波
。

在前后实验开始前分另描记 分钟各项生理指标
,

作为安静状态时

的基础值
。

作业时只记录被试在识记过程 中的生理反应
。

血容与皮电反应均 由积分器进

行积分
,

根据积分后的波幅统计被试的血容和皮 电反应变化
。

整个实验约一个半小时
。

结 果

本研究中有关记亿部分的结果已另文发表〔”〕
。

老年组与育年组心率
、

血容和皮 电反应变化

由于生理活动的变化特另是外周植物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有一定的适应性
,

故仅对

安静状态和前实验指向记忆与逻辑故事回忆作业时的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反应进行分析
。

将两种非分心记亿作业 指向 和故事 时的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反应分别进行相加后
,

除以
,

得到的平均值作为注意作业时的各项生理指标值 将两种分心作业 指向 和故

事 时的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反应的平均值作为分心作业时的各项生理指标值
。

结果见表
。

表 安静与作业状态时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反应 士

组 别

老年组

心率 次 分

。

士
。

。

士
。

。

士
。

血容 毫伏 分 皮电〔毫伏 分

安静

注意

分心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青年组 安静

注意

分心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对两组被试在休息
、

注意和分心状态时的各项生理指标值分另进行多因素分析
,

发现

血容存在年龄差异 二 , ,

即老年组血容在三种条件下均高于青年组
。

作

业条件下两组心率
、

皮 电反应明显高于安静状态
,

而血容反应低于安静状态 心率
,

血容 二 ,

皮电
, 。

分 心 条 件

下两组血容均比注意作业时减小
, 。

心率反应上存在年龄与作业条件

的交互影响 二 , ,

即分心条件下老年组心率比注意条件时加快
,

而青年

组则是注意条件下心率快于分心条件
。

由于老年组和青年组各项生理指标的基础值 安静状态 不 同
,

为了比较两组心率
、

血

容和皮电活动的反应性
,

分别计算了作业条件下三种生理活动的变化率〔变化率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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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一安静状态 安静状态 。〕
,

结果见表
。

表 老年与青年组作业状态下各项指标的变化率

心 率 血 容 皮 电
组别

———
注意 分心 注意 分心 注意 分心

老年  一 ‘ 一 一 一

。 。 。

  。

青年 一 一 △  ! 八

。 。

 
。

 
。

 
。

一
。 。

 
。

 
!

∀
!

注: ,
P ( 0

.
0 5

, - .
p < 0

.

0 2
,

⋯
p(0.001, △p < 0.10 ,

下 同
。

从表 2 的结果看
,

无论在注意还是分心条件下
,

三种生理反应的变化率均无明显的年

龄差异
,

虽然注意作业时老年组心率和皮电的变化率低于青年组
,

但由于组内差异较大
,

年龄差异并不显著
。

老年组在分心作业时三项生理反应的变化率都略高于注 意作业时
,

尤其是心率变化率差异已达到显著性水平
,

而青年组除了分心作业时血容变化率稍高于

注意作业外 ( P < 0
.
10)

,

心率和皮电变化率都低于注意作业
,

心率变化率差异已达 到显著

水平
。

2

.

2 作业条件下生理反应变化率与记忆成绩的关系

注意条件下的记亿成绩采用指向1与故事 1 分节分的总和
,

分心条件下记忆成绩采用

指向 2 与故事 2 分节分的总和
,

计算记忆成绩与生理反应变化率的相关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心率
、

血容和皮电变化率与记忆成绩的相关(r)

组 别 心 率 血 容 皮 电

注意 分心 注意 分心 注意 分心

老年组

青年组

总相关

0。 4 3 △

0
。

0 6

0

。

1 2

一
0

。
5 8

*

0

。

2 1

一
0

。

0 3

一
0

。

1
0

0

。

2
1

一 0
。

0
2

一 0
。

0
7

0

。

1
6

0

。

0 5

0

。

4 5
△

0
。

1 1

0

。

0
9

O‘
S
J弓乙 任n口n

⋯
在注意作业条件下

,

老年组心率
、

血容变化率与记忆成绩相关较高
,

特别是血容变化

率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
,

即表明注意作业时血容反应率越大的老年被试
,

记忆成绩就越

好
。

在分心条件下
,

老年组皮电变化率与记忆成绩有一定的相关 ( P < 0
.
10)

。

而青年组

各项相关均较低
。

3 讨 论

在实验过程中记录了三种植物神经系统生理指标的反应与变化
:
心率

、

指 端血容与

皮电反应
,

这些指标在作业时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唤醒水平变化的反映
。

在作业状态 下心

率加快
,

皮电反应加大和血容波幅缩小是唤醒水平提高的表现
。

在安静状态下
,

青年组心率和皮 电反应略高于老年组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
,

血容波幅

明显小于老年组
,

这可能表明青年组在进入实验室后就处于一种较高的紧张状态
,

唤醒水



心 理 学 报 26卷

平略高于老年组
。

在注意和分心作业状态下
,

两组心率和皮电反应高于安静状态时的基

础值
,

血容波幅比安静状态时缩小
,

说明全体被试在作业状态下唤醒水平都有明显的提

高
。

但在注意作业和分心作业时青年组和老年组心率
、

血容和皮 电的变化有所不同
。

老年

组在分心作业时三项生理指标的变化率即反应性均高于注意作业
,

表现为分心作业时唤

醒水平高于注意作业
;
而青年组除了血容反应性在分心作业时高于注意作业外

,

其余两项

指标的反应性都有降低的趋势
。

从记忆成绩与唤醒水平的关系来看
,

老年组注意作业时

血容和心率变化率与记忆成绩有关
,

尤其是血容变化率与记忆成绩的相关已达 到显著性

水平
,

表明注意作业时老年被试唤醒水平较高者记忆成绩也较好 , 而在分心作业时未发现

这种相关
,

青年组也未发现唤醒水平与记忆成绩的相关
。

在注意作业时老年组血容变化

率与记忆成绩之间的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老年人在认知作业时唤醒 水 平 过低 的假

说
,

与作者 以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

然而在分心作业时老年组唤醒水平要比注意作业时

高
,

却未发现与记忆成绩的相关
,

而且老年组分心记忆成绩和判题成绩均低于青年组
,

这

似乎与上述结果相矛盾
。

支持老年人唤醒水平过低的研究所采用的实验任务多是一些比

较简单的认知作业如反应时
、

警觉作业等
,

包括笔者所做的记忆搜索作业也是难度较低的

任务;而支持老年人唤醒水平过高的研究多采用系列学习等难度较大的认知作业
。

P
o
w d l

等 曾指出
,

与青年被试相比
,

老年被试在行为学习作业中有较强的交感兴奋
,

尤其是在难

度较大的作业中
,

老年人表现得更为紧张[61
。

在本研究中
,

分心作业需要被试在判题的同

时识记词或故事
,

其难度远远大于单项作业 (即注意作业)
。

根据老年被试在注意作业时

唤醒水平较低
,

在分心条件下唤醒水平升高这一结果
,

我们认为老年人在认知作业中的唤

醒水平可能随作业的复杂程度或难度而变化
,

在较为简单的认知作业中老年人一般表现

为唤醒水平过低
,

在较为复杂的认知作业中老年人则可能表现为唤醒水平过高
,

无论唤醒

水平过低还是过高都会对认知成绩有一定的影响
。

这一假设将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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