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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后患者的认知障碍

张津津 汤慈美
‘

程卫华 闰希威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

[摘要〕本文对 83 例脑外伤患者在智力
、

记忆
、

信息处理速度及语言流畅性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
.

结果表明
:
脑外伤报害了患者的高级皮质功能

,

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仍遗留有智力
、

记忆
、

注意
、

信息处理速度及语言流畅性等方面的障碍
,

只是轻
、

重程度不等而已
.

从中我们选

出相对比较灵敏的测验
,

做为今后研充脑外伤病人心理功能障碍的方法
,

并拟定出脑外伤病

人心理功能的评定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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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是常见病
,

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
,

人口的不断增多
,

增加了交通
、

治安及安全生产等

的复杂性
,

使脑外伤的发生率逐年增高
。

近 10 年来
,

国外脑外伤后心理功能障碍方面的研究报

告也 日渐增多
,

通过研究发现
,

心理功能障碍对脑外伤病人恢复正常工作
、

学习
、

生活的影响大

于躯体障碍
。

一些病人躯体障碍已恢复
,

但心理功能障碍却迟迟不能恢复
。 ‘卜 5)

国内有关脑外

伤后心理功能障碍的恢复及其评定方面的工作报道甚少
,

为了解脑外伤后哪类心理功能更易

受损及为今后脑外伤病人心理功能评定方法提供资料
,

我们进行了本研究
。

方 法

1
.

被试
:

脑外伤患者共 83 例
,

均为夫坛 医院神经外科门诊病人
,

其中男性 55 例
.

女性 28

例
,

年龄在 17 一58 岁之间
,

对照组为年龄
、

性别
、

文化与患者相当的 5 通名正常人
,

其中男性 33

名
,

女性 21 名
。

2
.

临床资料
:

根据临床症状分为轻
、

中
、

重三类
.

轻型病人为脑外伤后
,

主诉有头痛
、

头晕等

症状
,

但无明确的神经系统定位体征
,

临床多诊断为脑外伤后神经反应
。

中型病人为患者有明

确的影像学改变
,

诊断为骨折
、

脑挫伤
、

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腰穿证实有血性脑脊液
。

重型病人经

cr
、

MR I 或手术证实
,

有颅内血肿
、

硬膜外血肿
、

硬膜下血肿等
。

本文中脑外伤病人伤后时间见

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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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工

外伤类型 人数
> 6 月

人人人�址U�r‘,

重 型

4 9 人

2 0 人

1 4 人

脑外伤类型及伤后时问

外 伤 后 时 间

< l月 ( 6 月

18 人 2 3 人

一 13 人

一 10 人

轻 型型中

其中多数患者主诉有心理功能方面的改变
,

并伴有头痛
、

头晕等症状
。

3
.

方法
:

( l) 智力测验
:

共测查 妮 例
,

平均年龄 34
.

3 岁
,

平均受教育 10
.

4 年
。

对照组 27 人
,

平均年

龄 3 5
.

3 岁
,

平均受教育 1 0
.

3 年
。

测查内容有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w A Is
一

R c ) 中的知识
,

领悟
,

图

片排列三项分测验 ;符号数字转换测验
;
瑞文推理测验 (c R T)
;
移珠测验等

。

符号数字转换测验
:

每个符号有一个相应的数字
,

要求被试按照符号填写相应的数字
,

记

录 9 0 秒内填写符号个数
。

移珠测验
:

木板上有三根小棍
,

每根小棍上分别有 l
,

2 , 3 颗颜色不同的小珠
,

要求按照样

本图片排列小珠
,

共 1 2 张难度不同的图片
,

分别需要移珠 2
,

3
,

4
,

5 次
,

记录被试完成时移珠次

数及时间
。

(2) 记忆
、

注意
、

信息处理速度及语言流畅能力的测验
:

共测查病人 41 例
,

平均年龄 33
.

8

岁
,

平均受教育 10
.

8 年
,

对照组 27 人
,

平均年龄 34
.

0 岁
,

平均受教育 11
.

0 年
。

记忆侧脸采用临床记忆量表中的指向记忆
,

联想学 习
,

图象自由回忆三项分测验
。

符号划消测验
:
测试材料共有 50 行含 1峨种不同类型的符号

.

随机排列在各行中
,

测验一

要求被试逐行划掉指定的一个符号
,

测验二要求被试将每行中与第一个符号相 同的符号划掉
,

共 10 分钟
.

根据被试所阅读的符号总数
、

错误率及漏划率计算成绩
。

同步听觉系列加法测验
:

用录音机播放 4 个系列的数字
,

每个系列含 61 个随机排列的一

位数字
,

4 个系列数字播放的速度分别为 2
.

4 秒
、

2
.

0 秒
、

1
.

6 秒
、

1
.

2 秒
,

要求被试把连续听到

的邻近 2 个数字不断相加
,

并立即写 出答数
,

每个正确回答记 1 分
。

词话流畅性测验
:

分 口语流畅和阅读流畅
,

口语流畅为说 同类词 l 分钟
,

每说 出一个记 1

分
,

不能重复
.

阅读流畅采用 st
r oo p 测验

,

要求被试分别阅读彩色字及彩色字的颜色
,

分别记录

时间和错误数
.

结 果

一
、

脑外伤患者的智力改变

组别 (
n )

对服组( 2 7 )

息者组( 4 2 )

p 值

知识 符号数字 瑞文

12
.

5 士 2
.

7 42
.

7士 1 2
.

4 36
.

2 士 2 7
.

8

9
.

2士 3
.

8

表 2 智力测验结果 (又士S)

领悟 图片排列

1 2
.

6 士 3
.

4 1 1
.

0 士 2
.

1

1 0
.

4 士 4
.

4 8
.

2 士 3
.

3

( 0
.

0 5 < 0
.

0 0 1

3 1
.

4士 1 3 4 10
、

4 土 14
、

8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2 7 1



表 2 所示五项智力测验成绩患者均低于对照组
,

表明患者有明显的智力改变
,

除领悟测验

p< 0. 05 外
,

余均为 p < 0
.

0 01 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

表 3 移珠 .,l 验结果 (又士s)

组组别(。))) I 步步 , 步步 柑步步 V 步步

步步步数 时 间间 步数 时间间 步数 时间间 步数 时间间

对对照组(2 7 ))) 2
.

0士 0
.

0 8
。

8士 6
.

666 3
.

1士 0
.

2 8
.

9士 6
.

333 6
.

2 士 2
.

8 2 5
.

2士 1 2
.

666 6
.

6土 1
.

7 2 1
.

0 士 7
.

111

患患者组(4 2 ))) 2
.

1士 0
.

5 1 3
.

8 士 9
.

666 3
.

4士 0
.

5 2 0
.

7士 1 6
.

999 7
。

5 士 3
.

a 4 0
.

8 士 3 2
.

666 6
.

8 士 2
.

1 2 8
.

5土 19
.

888

ppp 值值 > 0
.

0 5 < 0
.

0 555 < 0
.

0 5 < 0
.

0 0 111 > 0
。

0 5 < 0
.

0 111 > 0
.

5 < 0
.

0 555

从表 3 可见
,

患者与对照组比较
,

在完成时间上均有差异 p< 0
.

05 一 p < 0
.

00 1
,

但在步数

上除 I 步 p < 0
.

05 外余者均无明显差异
。

二
、

脑外伤患者的记忆
、

注意
、

信息处理及语言流畅能力的改变
.

表 4 记忆浏脸结果 (年龄责衣分 )(又士s)

组组别(n ))) 指向记忆 联想学习 田像自由回忆忆

对对照组(2 7 ))) 2 1
.

3士 5
.

4 2 0
.

6士6
.

1 19
.

9 士5
.

333

思思者组(4 1 ))) 1 3
.

6士 6
。

1 1 6
.

1士 6
.

0 1 4
。

8 士 6
.

000

ppp 值值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11

脑外伤患者组各项分测验成绩降低程度不等
,

从表 4 可见
,

指向记忆分数最低
,

显示受损

最重
,

联想学习分数稍高
,

但与对照组 比较亦有明显差异
.

表 5 划消浏脸结果 (又士s)

组组别(n ))) 总阅数 错划率 摘划率率

对对照组 (2 7 ))) 1 1 1 1
.

8士 2 90
.

3 0
.

7士 0
.

8 2
.

1士 1
.

222

思思者组(3 7 ))) 1 0 5 2
.

6士 3 4 9
.

0 1
.

2士 1
.

6 2
.

3士 1
.

222

ppp 值值 > 0
.

0 5 > 0
.

0 5 > 0
.

0 555

从表 5 可见
,

脑外伤患者与对照组 比较在划消测验成绩上均无明显差异
。

表 6 同步听觉来列加法浏聆结果仅士S)

组组别 (n ))) 呈 现 邃 度 (秒 )))

22222
.

4 2
.

0 1
.

6 1
。

222

对对服组 (2 7 ))) 4 7
.

8士 12
.

9 4 0
.

2士 1 1
.

4 2日
.

9 士 8
.

0 2 4
.

3士 右
.

666

思思者组 (3 8 ))) 3 1
.

1士 1 1
.

2 2 9
.

8士 8
.

0 2 5
.

0 出6
.

8 2 0
.

2士 4
.

777

ppp 值值 < 0
‘

00 1 < O
。

0 0 1 < 0
。

0 5 < 0
.

0王王

脑外伤患者与对照组比较
,

各种速度的加法成绩均存在差异
,

但以 2
.

4 秒和 2
.

0 秒即呈现

速度相对较慢时差异最为明显 (p < 0. 0 0 1 )
。

表 7 词语流畅浏验结果收士 S)

组组别 (n ))) 食品品 日用品品 彩色字字 彩色字颐色色

时时时时时间 措误误 时间 错误误

对对服组 (2 7 ))) 2 4
.

3士 4
.

888 2 3
.

5士 8
.

000 1 7
.

1士 4
.

5 0
.

4 士 0
.

666 3 7
.

8士 1 3
.

4 0
.

6土 0
.

999

患患者组 (4 1 ))) 1 8
.

5士石
.

111 1 6
.

3 士 7
.

111 2 9 0士 上1
.

8 0
.

4士 0
.

888 5 3
.

3士 2 3
.

J 0
.

8士 1
.

222

ppp 值值 < 0
.

0 0 111 < 0
.

0 0 111 < 0
.

0 0 1 > 0 0 555 < 0
.

0 0 1 > 0
.

0 555

从表 7 可见
,

脑外伤患者在语言流畅性方面与正常人存在差异
,

患者的说同类词测验与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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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比较
,

成绩显著差
,

阅读流畅性测验在时间上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

但错误数与对照

组 比较无明显差异
。

讨 论

1
.

本文所测查的患者为各种类型的脑外伤病人
,

其受伤时间
.

病情轻
、

重均不相同
。

结果表

明
,

脑外伤损害患者的高级皮质功能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仍遗 留有智力
、

记忆
、

注意
、

信息处理

及语言功能的障碍
,

只是轻
、

重程度不等而 已
.

2
.

患者的智力障碍
:

智力本身并非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
,

包括学习
、

记忆
、

语言
、

知觉
、

逻辑

思维及运用技能等
‘, , 。

本文测查的韦 氏成人智力量表中知识
、

领悟
、

图片排列用量表分来比较
,

患者的图片排列分数最低
,

表明其逻辑推理
、

意义理解能力较差
。

知识测验次之
,

表明患者的知

识广度亦较正常人弱
.

领悟测验反映了受试者运用以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其分数稍高
,

表

明脑外伤对此能力影响相对较小
。

对于瑞文推理测验
,

患者成绩明显低于对照组
,

表明患者从

直接观察到间接抽象推理的渐进过程及进行类比推理的能力受损
。

患者的符号数字转换测验

分数较低
,

表明其记忆
、

注意及眼的扫描速度等较差
。

移珠测验患者在完成时间上与对照组差

别明显
,

但在步数上差别不显著
,

表明脑外伤对完成本作业所需要的观 察思考过程影响不大
,

但患者反应较慢
,

故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

3
.

患者的记忆障碍
:

本文采用临床记忆量表中的指向记忆
、

联想学习
、

图象 自由回忆
,

脑外

伤组成绩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但降低程度不等
。

其中指向记忆分数最低
,

联想学习分数稍高
.

指

向记忆要求被试有较好的意识指向性和集中注意力
,

以排除非指向词的干扰
,

相对难度较大
。

图象 自由回忆要求被试将图象转换为词来识记及回忆
。

联想学习要求被试对梅对词进行联想
,

并学 习记忆
,

相对简单些
。

故脑外伤后
,

对那些信息加工复杂
,

难度校大的记忆分测验受损就会

更重
。

4
.

患者的注意及信息处理能力的障碍
:

注意贯穿在感觉
、

知觉 记忆
、

思维等认知过程中
,

它可成为一些认知缺陷的基础
‘s)

。

同步系列加法的完成即要求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

又对信息处

理速度有较高的要求
.

患者成绩较差
,

尤以呈现速度较慢者 (2
.

咬秒
、

2
.

0 秒 )明显
.

表明患者在

注意力集中方面受损较大
。

符号划消测验的完成对注意的选择性要求较离
.

本文脑外伤患者的

符号划消测验成绩仅稍有下降
,

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
,

可能因本文所测查的脑外伤病人多数

为轻型以及恢复期病 人
,

故在注意的选择性上受损不明显
。

5
.

患者的语言流畅性障碍
:

本文所做的词 语流畅性测验包括二部分
。

第一部分为说同类

词测验
.

主要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某一类词来
,

患者成绩较差
。

第二部分为阅读流畅测验
,

读

彩色字的字是有选择地提取字形与语言的联系
。

读彩色字的颜色则需要要排除颜 色字的字形

和语音联系的干扰
。

患者在完成时间上比正常人显著延长
,

但 出现错 误与正常人差别不明显
,

再次表明
,

脑外伤患者的反应速度受损较明显
.

而选择性注意则损害不明显
.

与前面符
一

号划消

测验结果相类似
。

6
.

从本文测验结果可以看出
,

脑外伤病人在完成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的图片排列测验
,

符

号数字转换测验
,

瑞文推理测验
,

以及临床记忆量表中的指向记忆
、

联想学习
、

图象自由回忆测

验
,

同步听觉 系列加法测验
,

词 语流畅测验中的说同类词等测查 时成绩均显著降低
,

说明这

些测验对发现脑外伤病人的一些心理功能障碍较为灵敏
,

故选择它们作为评定脑外
一

伤病 人心

理功能障碍的指标较为理想
,

但这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而韦氏成人智力 (下转第 2洲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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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信息回忆较快
,

提取系列中间项目的时间信息则回忆得慢
。

就时间信息提取的速度而言
,

存在着首因和近因效应
。

2
.

通道对时间信息的提取有一定的影响
。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提取的准确率的差异上
,

对

提取速度则没有什么明显的效应
。

总之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用时距区分性理论假设的检索系和检索特点来作为提取时间顺序

信息的内部机制似乎缺乏证据的
。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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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 页 )测验 中的知识
、

领悟测验
,

移珠测验
,

及符号划消侧验
,

词语流杨测验中的阅读流

杨等测验结果表明
,

脑外伤病人成绩与对照组比较
,

虽有差异
,

但与上述测验相比
,

差别相对较

小
。

所以作为脑外伤病人心理功能障碍的评定指标来说
,

这些测验尚不够灵敏
。

因此
,

我们认

为作为评定指标
,

似不太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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