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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后的注意
、

记忆和信息

处理能力障碍及其恢复

闻希威 汤慈美
.

【内容摘要】 用划消浏脸
、

同步听觉系列加法浏验及临床记忆童表对 105 例脑外伤患者进

行 了浏查
,

以观察脑外伤后患者的注意
、

记忆和信
.

息处理能 力受损程度
,

并在伤后 5 个月左右进行

复查
,

以观察
.

上述障碍的恢复情况
。

49 名年龄和文化水平相 当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
。

结果表明脑外

伤后注意
、

记忆
、

信
.

息处理能力均显著受捐
。

5 个月左右后 中型脑外伤患者上述障碍 已墓本恢复
。

重

型脑外伤患者上述心理功能 虽有明 显恢复
,

但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
。

关键词 脑外伤 注意 记忆 信息处理能力

脑外 伤后的康复研究
,

国外 已 有一 些报

道〔‘一。 ,

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

我们曾随访

30 1例脑外伤患者
,

发现有 50 %在伤后 1
.

5 ~ 3

年仍自觉遗留各种心理障碍t53
。

本研究目的在

于进一步了解脑外伤后某些心理障碍的严重程

度
,

心理障碍与受伤程度的关系
,

同时观察这些

心理障碍的自然恢复的可能性及恢复所需时

间
,

以便为开展康复工作提供基本信息
。

对象和方法

受试者为 19 8 8 年 6 月 ~ 19 8 9 年 9’月经天

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脑外伤患者 1 05 例
。

重

型 50 例
,

中型 55 例
。

男性 77 例
,

女性 28 例
。

年

龄 17 ~ 50 岁
,

平均 28
.

9 岁
。

均为初中以上文化

水平
,

平均受教育 10
.

4 年
。

重型组平均 2 8
.

3

岁
,

平均受教育 10
.

1 年
。

中型组平均 29
.

3 岁
,

平均受教育 1 0
.

6 年
。

设对照组 钧 人
,

平均年龄

28
.

6 岁
,

平均受教育 1 0
.

4 年
。

脑外伤分型
,

临

床采用 国内沿用 的轻
、

中
、

重分型 标准
,

结合
GCS 评分把清醒血肿患者排除在重型之外

。

测查方法
: 1

.

符号划消测验 的测试表共有

50 行
,

含 14 种不同类型的符号
,

随机排列在各

行中
。

每行共有 40 个符号
,

含 目标刺激符号 4

个
,

其余为非 目标刺激符号
。

测验包括 A
、

B 两

个部分
。

进行 A 测试时主试者指定一个符号为

目标刺激
,

令受试者逐行划掉
。

B 部分以每行第

一个符号做为目标刺激符号
,

要求将此行中与

第一符号相同的符号划掉
。

测试方法是当听到

主试者说
“

开始
” ,

受试者马上按要求划掉应划

掉的目标刺激符号
,

当听到主试者说
“

停
” ,

受试

者需在正阅读的符号上打钩
。

A
、

B 两部分各测

试 5 分钟
。

计分方法是将 A
、

B 两部分打钩前的

所有符号计为阅读数
,

两部分阅读数相加则是

总阅读数
。

A
、

B 两部分凡不是规定的目标刺激

符号 被 受试 者 划 掉 判 为错 误
,

错 误 率 ~

错误总数
、 , , n 。 。 , ,

. :

、 * 。。 , *
J
、 。 七

澎榆扩
X ‘““%

·

测试表每行都有 ‘个 目标

刺激符号应划掉
,

计算打钩前的每行未被划掉

的 目 标刺 激 符号 数 为 漏划 数
,

漏 划率 ~

漏划数
应划数

X 1 0 0 %

2
.

同步听觉系列加法测验
,

用录音机播放

3 个系列数字
,

播放速度分别为 2
.

4 ; 2
.

0 秒 1
.

6

秒
。

要求受试者把相邻的两个数字不断相加并

立即写出答数
,

每系列应有 60 个答数
。

每个正

确答数记 1 分
,

计算出每个系列的总得分
。

, 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 (1 0 0 0 5公)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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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记忆检查采用临床记忆量表
〔幻

,

进行测 于中型组(P < 0
.

05 ~ 0
.

0 01 )
,

见表 2
.

试
.

所有测查项目均在患者入院两周左右测试 上述结果表明脑外伤后患者的注意
、

记忆

第一次
。

53 名患者 (中型 24 例
,

重型 29 例 )出 及信息处理能力均有明显受损
、

受损程度与脑

院后 3 ~ 7 个月
,

平均 5 个月时测查第二次
。

外伤严重程度有关
。

第二次测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病人不能来

结 果 院
,

因此第二次成绩是 53 例的成绩
。

本文把中

型 2峨例
,

重型 29 例第一次成绩单独计算列入

第一次测查结果
,

划消测验 A 的总阅读 表中
,

以便与自身第二次成绩进行比较
。

测试结

数
,

错误率
,

重型组及中型组成绩均 比对照组 果表明
,

中型组第二次划消测验除漏划率外各

差
,

差 异有显著或 极 显著意 义 (P < 0
.

叮 ~ 项成绩均 比第一 次 明显 提高 (P < 0
.

05 ~

0
.

00 1)
,

测验 B 的错误率
,

中型组与对照组差异 0
.

00 1 ) ;记忆成绩也有显著提高 (P < 0
.

0 0 1 )
,

显著 (P < 0
.

0 5)
,

漏划率重型显著比对照组高 并且成绩与对照组已无明显差异
。

重型组第二

(P < 0
.

0 1 )
。

测验 A 的总阅读数
、

错误率及测验 次成绩提高与中型组相似
,

但划消测验中的总

B 的总阅读数成绩重型组显著比中型组差 (P < 阅读数及记忆成绩与中型组
、

对照组仍有明显
0

.

05 ~ 0
.

00 1 )
,

见表 l
。

记忆检查
,

中型组和重 差异 (P < 0
.

00 1) 见表 l
。

重型
、

中型两组同步 听

型组的记忆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

0 创 )
,

觉系列加法第二次成绩三种呈现速度均比第一

重型组与中型组间也有 明显差别 (P < 0
.

05
’

,见 次有 明显提高
。

中型 组提高的更显 著 (P <

表 1
。

同步听觉系列加法测查结果表 明三种呈 0
.

0 0 1)
,

已达到对照组水平
。

重型组第二次成绩

现速度的成绩重
、

中两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差 虽 比第一次提高但仍明显低于在中型组
,

尚未

异非常显著(P < 0
.

0 0 1 )
,

重型组成绩亦明显
:
低 达到对照组水平

。

表 1 注 意
、

记 忆 测 查 成 绩 比较 (又士 s。 )

戈吐 消 测 验

阅 读 数 错 误 率 漏 划 率
B A B A B

记忆检查

总 阅 读 数
A B

错 误 率 漏 划 率
A B A B

MQ

重型

中型

重型

8 1 7
.

7 士 1 5 5
.

△△△

6 0 6
.

9士 1 5 4
.

△△△ * * *

4 9 5
.

1士 1 5 9
.

2 4 (一次) 6 4 1
.

8 1 4

△△△
8士 15 1

.

5 9 5
.

7 士 1 2 4
.

△△△
4 2 5

.

5 士 1 3 9
.

△△△ *

3 6 7 4 士 1 2 7
.

△△△

4 2 9
。

8 士 1 48
.

0
.

0 7 士 0
.

1

△△

0
.

6 土 1
.

5

△△△ * * *

3 1士 6
.

0

△

0
.

5 士 1
.

6

0
.

8 士 1
.

1

△

2
.

0 士 3
.

9

1 7
.

5士 9
.

3 9
.

8 士 8
.

0

4
.

7士 6
.

△△

2
.

3士 4
.

1 4
.

4士 8
.

6 1 4
.

0士 1 3
.

1

△△

1 6
.

4士 1 2
.

9 2 0
.

2士 2 6
.

4

1 3
.

8士 8
.

9 1 4
.

1士 1 7
.

1 06
.

3士 10
.

1

△△△
8 9

.

5士 19
.

6

△△△ *

7 8
.

3士 1 3
.

0

△△△
8 9

.

5士 19
.

6

2 4 (二次)
9士 1 8 6

.

2 9 (一次)
△△△ * * *

4 7 7
.

1士 1 6 8
.

5 5 1 3士 1 39
.

8 ()

△△△ *

3 6 3
.

7 士 1 2 9
,

6

△△△
‘

二
4 9 1

.

3士 1 3 9
.

1

.

0 3士 0
.

0 9 0
.

6士 0
.

7

△△△ * △△△ *

2
,

5士 5
.

5 5
.

1士 7
.

0

1 4
.

8士 6
.

1 6
.

0士 1 0

9 8
.

3士 6
.

0

△△
8 1 8

.

1士 1 8
.

1 07
.

3士 1 5
.

3

△△△ *

7 0
.

8士 1 4
.

6

2 9 (二次)
△△△

⋯6 8 4
.

8士 2 1 2
.

5 0
.

3士 1
.

△△△ * * *
。 。 。

0
.

6士 1
.

2 1 5
.

9士 1 0
.

7 1 1
.

9士 9
.

0 9 1
.

9 士 10
.

3

注
:

患者与对照比 △△△P < 0
.

0 0 1
.

△△P < 0
.

0 1
,

△P< 0
.

():;
,

重型与中型 比 * * * P< 0
.

0 0 2
, * * P< 0

.

0 1
, * P< 0

.

0 5
,

同组两次间tt
· , ·

P< 0
.

0 0 1

⋯
p < 0

.

0 1
, , p < 0

.

0 5

我们记录了患者第二次测查时自述身心障

碍及其恢复工作的情况
。

部分患者叙述有某些

心理障碍 (如健忘
、

注意力不集中
、

睡眠差
、

情

绪不稳定等 ) 及躯体不适 (如头痛
、

头晕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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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组 29 肠
、

重型组 28 %述有心理障碍
。

中型 42 %
,

重型组有 7久
。

在第二次测试时患者普遍

组 38 %
、

重型 组 28 %述躯 体不适
。

中型组 反应
,

若是在受伤前进行这些测试会比较轻松
、

79 %
、

重型组 6 5
.

5 %在伤后 7 个月 内恢复工作 顺利的完成的
,

而 现 在 却 很 费 力
、

感 到很

和学习
。

在 1 个月 内恢复工作 的
,

中型组有 累
。

表 2 同步 听 觉 系 列 加 法 成 绩 比 较 (又士 印 )

组 别 } 例 数
是 现 速 度 ( 秒 )

2
.

0 ! C

”

竺
.

{
‘”

中 型 ! 5 5

重 型 1 5 0

4 2
.

7 士 1 0
.

3

△△△
3 2 5 士9

卜

O

△△△ * * *

2 5
,

0 + 1 3
.

6

2 4 (一次)

5 0
.

7士 8
.

0

△△△

40 0士 1 2
.

6

△△△ *

3 2
.

3士 1 6
.

3

△△△
4 0

.

4 士 1 2
.

4

△△△

3 2
.

3 士 9
.

1

3 5
.

9士 8
.

9

△△八
ZG

.

s j
_
5

.

6

乙八△ 分 * *

2 2
.

6 土 苍0
.

1

‘五△八

2 6 4 士 5
.

5

中 型

2 4 (二次 )

2 9 (一次 )

5 1
.

5 士 7
.

6

△△乙 *

3 2
.

1上 1 6
.

0

△△ * * *
.

4 1
.

7 士 1 3
.

5

4 3
.

3 士 9
.

8

△△乙 * *

2 5
.

8 士 1 2
.

9

△△ *
二

3 6
.

0 土 1 2
.

〔)

八么乙 *

2 2
.

3 上芝0.

重 型

2 9 (二次)
△公 女

·

2 9
.

3 士 9
.

8

注 同表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脑外伤后注意
、

记忆
、

信息

处理能力均显著受损
。

伤后平均 5 个月左右中

型组划消测验成绩
、

记忆商及同步 听觉系列加

法测验成绩均已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
,

说明中

型组患者上述心理功能 已基本恢复到正常水

平
。

重型组患者第二次成绩虽有明显提高
,

但仍

显著低于对照组
,

表明他们上述心理功能也有

恢复
,

但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
。

Gr on w all 等认为注意有三种成分
,

即警戒
、

选择性和信息处理速度
〔2, 。

本文患者划消测验

的错误率明显超过对照组
,

原因是他们在许多

非目标刺激符号中只选择目标刺激符号的能力

下降
,

也就是说注意的选择性有所下降
。

患者划

消测验的总阅读数及同步听觉系列加法测验的

成绩下降
,

表明他们对信息处理的速度减慢了
。

划消测验 A 的漏划率对照组与患者组无明显

差异
,

原因是测验 A 在 5 分钟 内仅划掉一种 目

标刺激符号
,

对照组 的受试者感到容易
,

只注意

了速度快
,

不错划而对不要漏划重视的的程度

相对就差些
。

另一个原因是测试表每行 4 0 个符

号中只有 4 个应划掉的 目怀刺激 符号
,

员然对

照组阅读符
一

号的总数远远超过忠者组
.

但 阅读

过的各行中应划掉的 口标刺激布 号数
,

超过患

者组就不那认多了
。

漏划率的计算方法是计漏

划数占应划数的百分之几
,

只要多漏划几个
,

百

分率就会升高
。

测验 B 每行划掉的日标刺激羚

号都不一样
,

要求有一定的注意转换能力
,

难度

比测验 A 大
,

对照组测验 B 的阅读速度比 入 减

慢
,

漏划率显著减少
,

患者组测验
,

B 的阅读速

度也减慢但漏划率未减少 并比对照组高
,

重型

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

说明患者的注意转换

能力较对照组差
。

注意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
, ‘

己

贯穿在感觉
、

知觉
、

记忆和思维等认如心理过程

中
。

在上述心理活动中
,

注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

用
,

它可成为一些人认知缺陷的签础
。

木文患者

第一次测查时
,

注意
、

记忆同时出现障碍而夏人

时两者均有改善
,

很 可能忠者注意力
一

l 降婚 记

忆力下降的原因之
一 。

重型脑外伤患者汀
.

意
、

记忆及信息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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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损害比中型严重而恢复亦 比中型差
,

这显

示出上述心理功能的损害程度及恢复均与脑损

害程度有关
,

此结果与我们过去的工作结果有

一致性
(了〕 ,

再次说明心理功能依赖于脑结构的

完好
,

尤其是高级心理功能更是如此
。

患者第一次测查时
,

临床检查 已无阳性发

现
,

而部分患者在第二次测查时
,

仍自述有头痛

及情绪改变等
。

分析原因可能是患者在同一时

间内处理信息的量比过去减少
,

使本来较容易

就可完成的任务
,

变得需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

完成
。

这样就会提高注意的紧张度
,

使患者易产

生疲劳
,

造成工作效率下降
,

完成过去的工作和

学习任务感到困难
,

因此引起心情紧张
、

焦虑
、

失眠而出现紧张性头痛
。

文献报导
〔2 , ,

脑震荡患

者注意力恢复的划界天数为伤后 35 天
,

此时恢

复工作和学习将不引起头痛
,

不易发生脑震荡

综合症
。

本文中型患者在一个月内恢复工作的

占 4 2 %
,

他们是在注意力尚未恢复时去工作和

学习的
,

势必增加注意力的紧张度
,

这也可能是

患者出现紧张
、

焦虑
、

失眠和头痛的原因
。

因此
,

我们认为脑外伤后不宜过早地恢复原工作或学

习
,

并希望临床医生 向患者讲明在伤后一段时

间内
,

有可能出现记忆
、

注意
、

信息处理能力的

下降
,

但这种能力的下降并非是不可逆的
,

经过

一段时间后是可以恢复的
。

这样可防止患者误

认为脑外伤后将终身留有上迷功能的下降而产

生神经症性反应
,

影响到以后的工作
、

学习和生

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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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症状脑出血 1 例报告

北京 26 3 医院 李澎泳报道 岳 x x
,

女
、

46 岁
。

入院当日凌晨醒后
,

自感全身无力
、

不适
,

无头晕
、

头痛
、

恶心
、

呕吐及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及体征
。

有高血压病

史 2 0 余年
,

血压波动于 2 2
.

7 ~ 2 5
.

3八 3
‘

3 ~ 1 4
·

7 kP
a 。

三年前曾有言语不清
,

左侧肢体轻瘫病史
,

当时诊断
:

脑

血栓形成(未做头颅 cr )
,

已痊愈
。

查体
:

血压 23
.

3 / 16
·

ok Pa
。

神清
,

无言语障碍
。

双瞳
,

对光反应存在
.

双眼球运

动自如
,

未见面
、

舌瘫
.

颈软无抵抗
。

四肢肌力
、

肌张力

正常
、

无不自主运动及共济失调
.

无深
、

线感觉障碍
。

病

理征阴性
,

脑膜刺激征阴性
。

诊断
:

高血压病
。

次日头颅

cr 扫描示
:

左尾状核头部出血并破入脑室
。

出血量约

loml
.

最后诊断
:

脑出血
。

本例无明显症状与体征
.

可能

与病变部位及出血量少有关
。

据文献报道
:

尾状核头部

局限性较小的损害不产生明确可察异常 ; 局部小量出血

未压迫运动
、

感觉传导束
,

故无明显局灶性定位体征
.

又因出血量少且破入脑室
,

加之本病人有轻度脑萎缩存

在
,

故无明显高颅压征
。

(内 摘)

海洛因依赖 68 例临床资料分析

广州市精神病院 老洪尧等报道 68 例海洛因依

赖住院患者 (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30 例
、

顺德凤山医 院

38 例 )均符合 D sM
一
l 的鸦片类物质依赖的诊断标准

。

本组资料与云南省边区温氏资料
〔。比较

,

显示鸦片类依

赖患者均以文化程度较低 (初中以下占 78 ~ 97 % )
,

青

年人(平均年龄 26 ~ 29 岁)男性者居多 (9 5 % 以上 ) ; 吸

毒动机主要是好奇 (占 62 ~ “% )
。

与国内资料报导一

致
。

吸毒方式以香烟和 /或追龙形式多见 (70 % 以上 )注

射 (肌注或静注 )次之
,

服食或用烟斗形式仅见于云南边

区
。

戒毒次数在两次以上者达 23 ~ 49 %
,

提示心理依赖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
。

此外广东沿海地区

与云南边睡地区鸦片依赖患者的临床特点有一定差异
。

表现在职工分布 (广东以无固定职业和个体户多见
,

云

南以农民
、

工人
、

干部多见 )
、

婚姻情况(广东以未婚者多

见
、

离婚者众
、

云南以已婚者多些
、

离婚者少 )
.

家庭成员

中同患率(广东少见
,

云南多见 )和以治病为吸毒动机者

(广东少见
.

云南多见 )均有不同
,

作者认为这些差异是

两地区的地理环境
,

民族
、

文化
、

风俗习惯和经济发展情

况不同所致
。

(精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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