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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记忆存在多重记忆系统, T u lving

(1995)把人类记忆划分为五大记忆系统。各

类记忆涉及的脑结构和神经机制不完全相

同, 不同脑结构损害可能影响某些记忆功能,

而有些记忆功能可以是正常的。近年来的一

些研究, 特别是临床电生理、SPECT 及 PET

研究, 为理解记忆的神经机制积累了有益的

资料, 本文对各类记忆的神经机制作一复习,

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短时记忆

海马被切除的病人, 虽对新近经历过的

事情没有任何记忆, 但短时记忆正常。丘脑

病变时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况, 病人有顺行性

和逆行性遗忘, 而即刻回忆是正常的。这些

资料提示边缘系统并非是短时记忆的重要结

构。Peran i 等人的 PET 研究资料表明, 新皮

质的一些区域与短时记忆相关, 如左额、颞及

顶区与数字广度有关, 左侧裂周区与词语的

短时记忆有关, 而右半球后部与空间性短时

记忆有关[1 ]。Begleiter 等证明了一个视觉记

忆电位 (VM P) , 潜伏期在 170～ 240m s 之间,

他们认为该电位是人的视觉短时记忆的标

志, 它源于颞下皮质[2 ]。另有研究认为, 与短

时记忆密切相关的认知电位 P300 可能标志

着新皮质模板匹配系统 ( neoco rt ica l tem 2
p la te m atch ing system )的活动[3 ]。这些资料

支持短时记忆过程发生新皮质。

一般认为 P300 可能起源于内侧颞叶,

海马等结构的损害对 P300 并无影响。最近

有 PET 的资料提示边缘间脑结构也参与短

时记忆。Grasby 等在正常被试进行低广度

( sub span ) 听语作业时, 用 PET 显示了除

左、右颞上回活动增加外, 双侧丘脑、右海马

旁回、小脑及左前扣带回也有活动[4 ]。因此,

短时记忆主要与新皮质有关, 但也不能除外

边缘间脑结构的参与。

2　情节记忆

边缘间脑结构的一些损害所导致的顺行

性遗忘多属于情节记忆障碍的范畴。来自于

PET 的研究资料表明, 双侧海马、丘脑、扣带

回、额前叶和基底部等与情节记忆有关。它

们构成了长时情节记忆的功能环路。但左半

球的这些结构主要与词语记忆有关, 而右侧

主要介导视空间记忆[1 ]。F letcher 等用 PET

技术研究了记忆编码 (encoding) 和检索 ( re2
t riera l)的脑系统。研究认为, 情节记忆听语

材料的编码与左前额皮质和扣带回皮质的后

压部的活动有关, 其检索与双侧楔前叶和右

前额叶的活动有关[5 ]。

Grasby 等为了确定听语长时记忆的脑

区或系统, 分别在正常受试进行低广度和超

广度 (sup raspan)作业时进行 rCBF 测定。前

者 (含 5 个词)为短时记忆, 后者 (含 15 个词)

涉及长时记忆系统。他们发现, 两种作业与静

息状态比, 双侧丘脑、左前扣带回、右海马旁

回、小脑及左颞上顺均活动增强。而超广度与

低广度, 比 rCBF 增加主要位于双侧额前叶、

楔前叶及扣带回后压部。由此认为这些脑区

是长时记忆的脑系统[4 ]。结合前面的资料看,

这样的结论可能还是有欠缺的, 因为参与短

时记忆的一些脑区在长时记忆过程中也有活

动, 不过该实验说明长时记忆需要更多的一

些脑区的参与。

参与检索的脑区可能并不局限于上述双

楔前叶和右前额叶等。Hodges 和M clarthy

研究了一例双侧丘脑梗塞所致的主要涉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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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性记忆内容的逆行性遗忘症。认为这种记

忆障碍并非因信息的丧失所致, 而是对信息

的检索有障碍 [6 ]。L ucchelli 等报告了 2 例逆

行性遗忘症病人, 分别在 1 年后及 1 个月后

突然恢复。两者的逆行性遗忘均为自传性记

忆障碍。一例为左丘脑梗塞, 另一例发生于轻

微脑外伤后, 虽无脑结构改变 (CT 及M R I

正常) , 但 PET 显示了双侧后扣带回明显的

低代谢。前者同时有顺行性遗忘, 后者并无顺

行性遗忘[7 ]。这种逆行性遗忘的可恢复性支

持检索障碍之说, 反过来说明丘脑及扣带回

也参与检索过程。有人曾报告局限性海马结

构损害 (CA I区)无明显逆行性遗忘[8 ]。但也

有人在同时有顺行性和逆行性遗忘的短暂性

全面性遗忘症 (T GA ) 病人的发作期发现了

双侧颞叶内侧的低灌流[9 ]。

顺行性遗忘与逆行性遗忘似乎也是可以

分离的, 逆行性遗忘可单独出现。除上面的例

子外[10 ] ,M arkow itsch 等报告了一例双颞极

和右前额叶外侧部受损的病人有严重的逆行

性遗忘, 但顺行性遗忘很轻。逆行性遗忘以个

人事件领域受损较重, 语义记忆较好。他们认

为, 颞叶内侧结构对新的信息处理是必需的,

外侧和前部的新皮质对旧事记忆的回忆是必

需的[10 ]。

3　语义记忆

语义记忆是指通过教育获得的百科知识

(如词义、数学、地理及历史等信息)。局限性

神经系统病变所致的语义记忆障碍报告不

多, 因此, 语义记忆的脑基质是欠清楚的。不

过在笔者看来, 失语、失算、地理性失认等均

属语义记忆障碍, 至少含有语义记忆的成

份, 病损均在联合皮质。A lzheim er 氏病有语

义记忆障碍, 与颞 顶联合皮质受累有关, 尤

其是左侧, 这在病理和 PET 的研究中得以证

实。在语义作业时, 左颞叶、左额叶联合皮质

和扣带回皮质活动增强[1 ]。电生理资料也展

示了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分离。K im esch

等发现, 语义记忆过程与 Α频带有关, 而情节

记忆主要反应在 Η频带中, 并认为 Η频带主

要起源于海马[11 ]。

4　技巧学习

技巧学习虽为内隐记忆, 但与起动效应

有明显的不同。有资料表明, 运动前皮质及运

动辅区病损时, 学习节律性运动的能力严重

减退[14 ]。PET 的研究资料证明, 通过外部暗

示学习运动程序时, 前额叶、运动前区、小脑

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其中, 新程序的学习与自

动活动相比结果显示, 在前者双侧小脑半球

活动增强更明显。纹状体在这两种状态下活

动相似, 前额叶仅在程序学习时活动增强, 运

动前区的外侧部于程序学习时活动更强, 运

动辅区后部在作业变得自动化时活动较为显

著[13 ]。Peran i 等人的研究与上述结果相似,

即基底节、额叶联合皮质、小脑均参与技巧

学习。Park in son’s 病及 H un tington 舞蹈病

者技巧学习减退, 也支持额叶、纹状体系统对

其有重要作用[1 ]。

5　简单条件化

对于条件反射, 多以运动为研究对象, 对

人的条件反射研究较少。动物研究表明, 经典

的条件性瞬目反应的获得和保持与下橄榄

核、脑桥核、小脑皮质、小脑核及海马的神经

电活动有关。Topka 等研究了小脑皮质萎缩

和橄榄 桥脑 小脑萎缩病人的经典的条件

瞬目反射的变化。以眶上神经刺激为非条件

刺激 (引起瞬目运动) , 以听觉刺激为条件刺

激。两者反复结合后, 单独给予听觉刺激时引

起条件性瞬目反应。与正常对照比, 小脑皮质

萎缩和橄榄 桥脑 小脑萎缩病人形成条件

瞬目反应的能力明显下降[14 ]。

6　起动效应

神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全面性遗

忘症病人起动效应正常。局部脑损害所致的

起动效应减退或消失的资料不多。A lzheim er

氏病的起动效应减退, 但同时有短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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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记忆及语义记忆的减退, 这与病人广泛

的脑损害不无关系。H un tington 舞蹈病者词

干补全是正常的。研究表明, 语言区、左顶

枕区对词干补全是重要的[1 ]。Keane 等研究

了另两种起动效应, 一类为知觉起动效应, 以

形状为基础, 即单词确认, 另一类是以意义为

基础的概念性起动效应, 类属例证的产生。他

们证明了一例双侧枕叶受损病人 (L H ) 和一

例双侧内侧颞叶受损者在视知觉起动效应和

视觉再认记忆之间出现了双重分离。即双枕

叶受损者视知觉起动减退, 而视觉再认记忆

正常; 内侧颞叶受损者视知觉起动正常, 而视

觉再认记忆减退; L H 虽有视知觉起动的减

退, 但概念性起动正常, 词干补全 (被认为是

概念性起动效应)也正常。A lzheim er 氏病人

的视知觉起动效应正常, 而概念性起动效应

减退, 这可能与A lzheim er 氏病人枕叶未受

损有关[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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