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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依赖病人内隐和外显记忆的综合研究
’

李川云
“ 金兰姬 崔 纯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延边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摘要 记忆测员与记忆形式的研究是认知神经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

本文以直接测星和间

接测虽评价法
,

综合研究了
‘

!
,

老年酒依赖病人的记忆功能
。

结果表明
:

(l) 病人内隐记忆无损害
,

而外

显记忆有损害
,

表现出内隐与外显记忆间的不一致性 ; (2) 项日性与联想性内隐记忆各有不同特点
,

前者在机械识读的条件
一

「产生效应
,

而后者表现了语义学习的特点
。

关键词 认知神经心理学 间接测童 内隐记忆 外显记忆 酒依赖

近十几年来
,

由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
,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即认知神经

心理学 [l:
,

其中比较引人注 目的是关于记忆

测量与记忆形式的研究汉
。

传统的记忆测量

主要采用回忆
、

再认等方法
,

其主要特点是要

求被试对经历过 的特定事件进行有意 回忆
,

这类方法称为直接测量
。

最近新兴起的记忆

的问接测量则主要要求被试集中解决当前任

务
,

通过 比较当前任务中与特定事件有关的

和无关的作业成绩
,

来评 价对特定事件的记

忆阅
。

由于两种测量 反映不同的记忆形式
,

通常将直接测里反映的记忆形式称为外显记

忆
,

而问接测量反映的记忆形式称为内隐记

忆
。

问接测量的主要工具是启动
,

山于实验材

料和方 法的不 同
,

义可分为重复性启动和联

想性 启动
;
前 者如 补笔

、

词 干补笔和 知觉辨

认
,

它们反映的记忆形式称为项 目性内隐记

忆
,

后 者如相关 i司的自山联想
、

分类一例子生

成和无关词的联想性 内隐记忆
,

它们反映的

记忆形式称为联想性 内隐记忆
。

认知神经心理学对记忆测量与记忆形式

的主要解释是多重i己忆系统学说
。

这一学说

以 T u 一v in s 和 s e h a 。 tc :
等为代表

,

他 们认为

记忆系统不是单一的
,

而是 山程序性记 忆
、

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组成
。

最近
,

两人又提 出

知觉表征系统〔3〕
,

它主要与项 目性内隐记忆

有关
,

这一系统可能还有许多子 系统
,

分别与
’

语词和非语词启动有关
。

由于这些系统可能

各以不同的神经结构为基础
,

而不同结构在

老化或疾病过程 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
,

表

现出相应的记忆缺损模式
。

现代心理学对内隐记忆研究的重视开始

于对遗忘症病人的研究闭
,

而慢性酒精中毒

性遗忘症与正常老化具有类 似的神经病理基

础
,

即都表现为问脑
、

中部颖 区和大脑前叶等

神经结构的损害
。

所以人们比较重视对遗忘

症病人的研究 [ 5 :
。

有关酒 依赖病 人 记 忆 的 实 验 研 究
,

S q u ir e 和 S h in 、a ll 、u r a
等 人 做 了 较 多 的 工

作[s, 月
,

结果表明
,

酒依赖病人在 补笔 与相关

词对的问接测量中均表现与正常被试相同的

启动水平
,

病人的再认成绩有时与正常组有

显著性差异
,

但比遗忘症组为好
。

国内作者在正常人中进行过 内隐记忆的

研究[s, 们
,

我们认为对有记 忆障碍病人进行

研究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意义
。

理论上可以

进一步探讨内隐记忆的神经心理特点
,

实践

上可以利用内隐记忆规律
,

设计更合理的措

施
,

促进记忆障碍患者的康复
。

本研究综合评

价中老年酒依赖病人和正常对照组的 内隐和

外显记忆
。

并进一步 比较即时和延迟测验的

记忆成绩
,

以观察时问因素对不 同记忆形式

,

本文得到导师吴振云教授的悉心指导
,

特此致谢
。

, 。

本文作者现在山东潍坊民学院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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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实验一

一
、

方法

(一 )被试 共 48 例
,

实验 组和对照组

各 24 例
。

实验组平均年龄 53 岁 (松一 6 4 )
,

平

均受教育年限 15 年
,

均为男性酒依赖病人
,

由两名主治医师按照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c c M D 一 I
,

1 9 8 9 )负责诊断
。

实验时病人

戒酒
。

对照组为正常人
,

性别
、

年龄
、

文化和

智力等均与实验组匹配
。

(二)材料 与操作 选取中等频率
、

11 一

1 3 画的汉字 30 个
。

每个字印在 7
.

5 x 7
.

5 厘

米 的卡 片上
,

手控操 作
,

呈 现 3 秒
、

问隔 3

秒
。

(三 )设计 2 沐 2 x 3 设计
,

组 间变量为

组别 (实验组
,

对照组 )
,

组 内变量有测验时

问 (即时
、

延 迟 )
、

测 验方式 (补笔
、

回忆和再

认 )
。

(四 )步骤 实验采用个别测验的方式
。

1
.

学习阶段 指导语不说明实验目的
,

只告诉被试要进 行一项言语能力方 面的测

验
。

学习采用机械识读方式
,

即将看到的字读

两遍
。

2
.

即时测 验 学 习结束后
,

随即按 补

笔
、

回忆和再认的顺序进行
。

补笔测验
:

测验

字表由缺笔字组成
,

包含旧字和新字 (未学过

的 )各 15 个
。

缺笔字是将完整汉字的笔画随

机去掉 4 一 5 画
。

要求被试见到缺笔字后
,

尽

快写 出第一个想到 的适合的字
,

限时 功 分

钟
。

回忆测验
:

要求被试回忆并写出呈现字卡

上读过的字
,

限时 3 分
.

再认测验
:

新
、

旧字各

15 个组成字表
,

要求被试辨认
,

限时 3 分钟
。

3
,

延迟测验 学习后第四天
,

按顺序进

行补笔
、

回忆和再认测验
,

测验字表与即时

钡吐验的相匹配
。

二
、

结果

项 目性内隐记忆成绩等于旧 字补笔成绩

减去基础水平 (基础水平是指新字的补笔成

绩)
。

丰卜笔成绩指补笔时正确完成的字数与应

完成字数之比
,

回忆成绩是指目标词 的正确

回忆率 ;再认成绩指正确辨认数减错误数除

以新旧字总数
。

(一)问接测量

首先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基础水平
, t

检验表明无显著性差异
,

见表 1
。

表 l 实验组与对照组补笔测验基础水平和

项目性内隐记忆成绩

组 别
补笔测验基础水平

肚p时 延迟

内隐测验成绩

即时 延迟

实验组

又士照组

0
。

3 8

0
.

4 7

0
.

3 4 0
.

3 2

0
.

3 9 0
.

3 2

0
.

3 3

0
.

3 1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项 目性内隐记忆成绩

进 行 2 x 2 (组 别 x 时 l坷)方差分析
,

结果表

明
:

组别的主效应和组 内不同时问的成绩均

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 5 )
。

这说明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 lhJ 成绩无差异
,

且 即时与延迟的成绩

亦无差异
。

(二 )直接测量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再认与回忆成绩

再 认
二 回 忆

即时 延迟

0
.

6 4 0
.

3 8

0
.

6 8 0
.

4 2

> 0
.

0 5 > 0
.

0 5

P 值 P 值

< 0
.

0 1

< 0
.

0 1

即时 延迟

0 0 9 0
.

0 4

0
.

15 0
.

0 8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对表 2 的两项直接测量结果分别进行 2

x 2( 组别 只时问 )方 差分析
,

结果 表明
:

再认

的组别主效应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再认的组

问成绩无差别
;
组 内时间因素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 ! )
,

说明两组被试的再认成绩随时 lilJ

延迟而下降
。

回忆的组别主效应及组 内时问

因素都有显著性差 异 (P < 0
.

01 )
,

说明实验

组较对照组的成绩和延迟较即时测验成绩均

有显著
一

「降
。

实验二

一
、

方法
、一 )被试 均为实验一的被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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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与操作 参照《临床记忆量表》

(许淑莲
、

吴振云等
,

19 8 4 )
“

联想学习
”

分测验

中的词对
,

编制相关和非相关词各 18 对
。

每

对词 印在 2
.

5 x 1 sc m 的卡 片
_

匕手控操作
,

呈现 5 秒
,

问隔 3 秒
。

(三 )设计 采用 2 X 2 x 2 x 2 设计
,

组 问

变量为组别 (实验组
,

对照组 ) ;组 内变量为实

验材料 (相关
、

非相关词对 )
,

测验方式 (同干

补 笔
,

单词一词干 线索 回忆 )
,

测验背景 (相

同
,

不同)
。

(四 )步骤 实验一结束后休息十分钟
,

参加本实验
。

1
.

学习阶段 指导语不说明实验 目的
,

仅要求被试按四级评定呈现词对的联系程度

(即采用分级学习方式 )
。

2
.

测验阶段 学 习结束后
,

随即进行下

列测验
:
(J) 联想性 内隐记忆测验

:

词表由呈

现过的相关和非相关词 各 12 对及未呈现过

的 12 对词 (相关和非相关 词各 6 对 )组成
。

呈

现过 的词对 中
,

相关 和非相关词 各有 6 对
,

分别在相同背景 (刺激词与呈现词相同)和不

同背景 (刺激词与呈现词不同 )
一

卜进行测验
。

本测验采用 反应词的首字启动法
。

测验结束

后
,

要求被试 回答有四个 问题的间卷
,

几有一

项作 出肯定性 回答者
,

即 归于主 动回忆组
;

(2 ) 单 词 一词干线索 回忆测验
:

测验 词表 由

相关和非相关词各 12 对构成
。

印制形式与 内

隐记 忆测验卡相 同
,

仅指导语改为要求被试

根据给定信息
,

回忆卡片上学 习过的 i司对
。

二
、

结果

基础水平是在进行补笔时未学习过的词

对的正确完成比率
。

内隐记忆成绩是 曾
、

的
一

同

干补笔成绩减去基础水平
。

(一 )间接测童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联想性内隐记忆成绩

首先对两组被试的相关和非相关词对的

基础水平进行 t 检验
,

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
。

经 2 沐 2( 组别沐 背景 )方差分析
,

相关词

对组别的主效应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0 1 )
,

说 明实验组成绩明显较对照组 差
;
组 内背景

因素差异显著(P < 0
.

0 0 1 )
,

表现出背景效应
。

非相关词对组别的主效应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 5 )
,

组内不同背景有差异显著的趋势 (P -

0
.

0 5 6 )
。

关于是否意识到测验性质问卷的结果分

析见表 4
。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未主动回忆被试的成绩

组 别
测验背录相同 测验背景不同

实验组

对照组

相关词

0
.

4 0

非相关词

0
.

4 0

0
.

5 6 0
.

4 4

相关 i司

0
.

1 3

0
。

1 4

非相关词

0
.

3 3

0
.

3 3

分析表 4 成绩
,

可以了解在完全排除外

显记忆影响的条件下
,

两组未主动回忆被试

的内隐记忆情况
。

结果如下
:

经 2 沐 2( 组别 x

背景 )的方差分析
,

相关词组别主效应无显著

性差异 (P > 0
.

0 5 )
,

说 明完全排除外显记忆影

响后
,

病人与正常人成绩无差异
;
背景因素差

异显著(P < 0
.

0 1)
,

表现出背景效应
。

非相关

词组别主效应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

背景

因素有差异显著的趋势 (P 一 0. 0 5 6 )
。

此外
,

未主动回忆的实验组被试在相同

背景下
,

相关和非相关 词的总词干补笔成绩

分别是 0
.

8 魂和 0
.

魂3
,

与相应基础水平进行 t

检验
,

P 值分别小于 0
.

00 1 和 0
.

05
。

这说明酒

精依赖病人在分级学习的条件下
,

无论是相

关词还是非相关词
,

都能产生启动效应
。

(二)直接测量

表 5 实验组与对照组单词一词千线索回忆成绩

组别
测验背景相同 测验背景不同

相关词 非相关词 相关词 非相关词 组 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测验背景相同 测验背景不同

实验组 0
.

4 4 (0
.

2 6 ) 0
.

4 7 (0
.

0 3 ) 0
.

05 (0
.

2 6 ) 0
.

3 4 (0
.

0 3 )

对照组 0
.

6 5 (0
.

2 0 ) 0
.

4 5 (0
.

0 1) 0
.

2 3 (0
.

2 0 ) 0
.

4 3 (0
.

0 1 )

注
:

括号内数字指基础水平
。

相关问

0
.

75

0
.

85

非相关词 相关词

0
.

38

0
.

5 1

非相关 i司

0
.

38

0
.

4 7

2nlj
一b�b

P 佩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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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5 的结果进行 2 x 2( 组别 x 背景 )方

差分析
,

相关词的组别主效应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说明实验组相关词的线索回忆成

绩较对 照组差
; 不 同背 景 问有显 著性 差异

(P < 0
.

00 1)
,

表现出背景效应
。

非相关词组别

主效应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两组被试非相关

词的线索回忆成绩无差别
。

组内不同背
‘

景间

亦表现出背景效应(P < 0
.

0 0 1 )
。

讨 论

酒依赖病人汉语单词的项 目性 内隐记忆

与对照组 比较
,

即时和 延迟测验成绩都没有

受到损害
;
第四天 的成绩与即时测验比较

,

也

无 显著性差异
。

这一实验结果与 sq
u

ire 等

(1 9 8 7
,

实验三 )报道不一致
,

他们发现酒依赖

病人在非意义加工的学习条件下
,

第四天 内

隐记忆成绩显著
一

「降
,

不能产生启动效应
.

但

是本研究的结果与朱莹等 (199 1 )的研究相一

致
。

虽然朱莹的研究只限于青年
。

这是否反映

了中英文的不同特点
,

还是由于本实验的材

料较 s qu ir e
的频率高

,

在酒依赖病人身上 尚

未 引起损害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酒依赖病人

汉语单字的回忆测验表现出受损害
,

而再认

成绩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

但是两项直接

测量第四天的成绩都显著下降
。

这一结果与

s q 、J ir 。 等的研究相同
,

说明外显记忆形式随

时问的延迟而下降
。

关于汉语双字词词对的

联想性内隐记忆
,

相关词全 部被试的实验结

果表现为对照组较酒依赖病人成绩好
,

两组

差异显著
;
但两组 中没有意识到测验性质的

被试的结果 比较
,

则这种差异消失
,

这说明病

人相 关 同对 的联 想性内隐记忆也没有 受损

害
。

而结果中表 现的差异
,

可 能是 由于对照

组中有更多的被试进 行了主动回忆
,

即有外

显记忆的
“

污染
”

所致
。

非相关词对的内隐记

忆成绩
,

无论是全部被试还是未意识到测验

性质的被试
,

酒依赖病人组与对照组都没有

表 现 出显 著性 差 异
。

这 一 结果与 G raf 和

s e h a c te r (l , 8 5 )对酒精中毒性遗忘症的研究

结果一致
,

说明酒 依赖病人的联 想性内隐记

忆无损害
。

关于单词一词干线索回忆测验
,

相

关同对成绩酒依赖病人都较对照组差
,

两 组

差异显著
;
而非相关词对成绩两组无显著性

差异
。

s e h a e te r 和 o r a r( 19 8 6 )关于精细加工

程度对非相关词对记忆 影响的研究表 明
,

不

同深度的精细加工 只对外显记忆产生影响
,

而对非相关词 的联想性内隐记忆无影响
。

本

实验中
,

分级学 习是一种浅层的精细加工
,

对

非相关词对 只能建立较弱的意义联系
,

又山

于实验顺序是先进行词干补笔测验
,

这样线

索 回忆可能较 多地受到补笔测验的影响
,

因

而表现两组被试问非相关 i司对线索回忆无显

著差异
。

总之
,

本研究可得到 下列结论
:
(l) 酒精

依赖病 人的项 目性内隐记忆无损害
,

并且这

种记忆 形式表现不 随时问延迟而下 降的特

点
。

(2) 在排除外显记忆
“

污染
”

的情况下
,

酒

精依赖病人的相关和非相关词的联想性内隐

记忆也都表现 了无损害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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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疗法的效果
。

实验组在实施标记奖励法

的管理后
,

日常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行料理
,

病人 问的交往增多
,

语言
、

活动增 多
,

一改过

去病房内一派毫无生气的沉闷现象
。

由于使

用奖励券
,

在护士的帮助下病人要逐步学会

自己管理
,

自己计算并计划兑现
。

因此病人的

思维
、

智能得到了实际的操作练 习
,

这对提高

病人的生活技 能有很大帮助
;
同时病房的管

理也较前容易
,

冲动斗欧
、

不服从治疗等现象

显著减少
。

我们发现在治疗的前 6 周
,

行为指

标改善较快
,

但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疗效 即不

再增加
,

这与其它观察报告相 似阁
,

可能与阳

性强化 物内容单调
,

失去 新鲜感或兑现值不

恰当有关
。

从另一角度看亦可能系疾病本质

所致
,

不 能指望 治疗完全 解决 问题或短时问

内解决所有问题
。

我们还发现在治疗实施过

程 中已改善的行为
,

在其后的长期住院中
,

如

稍稍放松管理
,

行为指标又有下跌趋势
,

说明

行为治疗是一项长期的
,

艰苦细致的工作
,

毕

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
。

我们体会到在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综

合治疗中
,

标记奖励法对促进病人康复
,

改善

和塑造病人的行为
,

帮助其社会功能的恢复

是确实有效和简便易行的闭
,

值得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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