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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米用手势模仿和摸物命名两个实验
,

对九名接受拼肚体体部 切断术后 1

一3年的病人进行 了较精细 的反应 时研究
。

结 果表明
:

研服体体部切断的病人
.

尽

管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认知操作障碍
,

但交叉模仿 + 均反应时长于单手 模 仿平均

反应 时
,

左手 (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 (平均)命名反应 时
,

差异非常显著
。

与

正常人形 成鲜明 的对照
。

提示
:

未被损伤的拼肤体纤维代偿功能能够渐渐 地 补

偿两个半球协同活动的缺陷
;但是如果用更精细的实验检查

,

大脑机能缺陷仍会

表现 出来
。

说明拼肤体体部 的损伤确实影响 了两个大脑半球的协同活动
。

前 言

人类两个大脑半球存在着机能不对称性
,

这一结论已被大量的神经心理学研 究所证

实
。

L ev y总结了脑机能不对称性的证据并指出
:

左
、

右两个半球好象两套不 同类型的信

息加工系统
,

它们相互补充
、

相互代偿
、

相互制约
、

相互协作
,

才能完成人类高度完整 的 心

理机能
。

以往的裂脑研究表明
:

在人类
,

完全切断脱抵体后
,

左
、

右大脑半球各自独立地执行自

己的功能
,

好象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 。

裂脑人在需要 两个半球协同活动的作业中表现

出明显的两半球机能分离现象【卜
7

]o 证实了在大脑协同活动中
,

拼服体起着至关 重 要的

作用
。

七十年代后
,

一些学者对拼抵体部分切断的病人进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拼抵体的不同部位在不同的感觉通道中
,

选择性地参与大脑半球的协同活动
。

拼 抵 体不

同部位的损伤
,

会出现相应的大脑机能缺陷〔7一“】。 然而
,

也有研究发现
:
随着术后时间的

延长
,

阱抵体部分切断的病人大脑协同活动的缺陷逐渐消失〔‘4一 ‘. ,
。

似乎脑内代偿调节机

制弥补了由左
、

右两半球分离所造成的缺陷 [ ’“]
。

然而
,

这种代偿调节是否能够 完 全消除

由阱n氏体损伤所致两半球协同活动的缺陷
,

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

国外尚未见 文献

报道
.

国内只有一篇相关的报道〔L11
。

1 ) 本文于 1日, 0年名月 2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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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拟采用经修改的手势模仿和摸物命名两个实验
,

对九例接受阱低体体部切 断术

后 1 一 3 年
。

没有明显半球机能分离现象的裂脑人
,

进行较精细的反应时研究
,

探 讨术后

1 一 8 年饼抵体体部切断的裂脑人左
、

右半球协同活动的变化
,

以期为上述问题提供新的

论据
。

实 验 对 象

实验组九名被试均为曾接受拼抵体体部切断术的病人
。

其中男 七人
,

女二人
。

经利

手调查表检查均为右利 [‘. ]
。

术前经临床医生检查及脑电图描记等
,

九名被试均被诊断为

顽固性癫滴
。

CT 扫描未发现双侧半球大块病灶 (直径均在 2 m m 以下)
。

术 中切断拼抵体可

见其下方的室管膜
,

以此作为判断完全切断拼抵体的标准
。

术后均一期 愈合
,

无 再出血
、

脑内脓肿等破坏拼抵体及脑实质的合并症
。

实验前经检查
,

九名被试精神
、

智能及言语正

常
,

无肢体瘫痪及各种感觉障碍
。

详细情况见表 1
。

组成对撇组的十名正常被试均取 自沈阳市第四建筑公司沈阳籍工人
。

其 中男八人
,

女二人
,

年龄为24 一27 (岁)
,

平均年龄为 32
.

6 士 6
.

82 (岁)
。

既往均无神经系统疾病史
。

右

利手
。

职业及文化程度与实验组相当
。

实验方法及结果

实验一 手势模仿

一
、

材料
:

电子计时器

二
、

方法
:

排除视觉参与
,

将被试一只手摆成特定的姿势
。

要求被试用同一 只 手模

仿
,

是为单手手势模仿 ;或要求被试用另一只手模仿
,

是为交叉手势模仿
。

每个被 试共有

四种手的组合
,

即 :
左一左

,

右一右
,

左一右
,

右一左海种手的组合有二 十四种手 势
。

其

中十二个手势的实验顺序为
:

左一左
,

左一右
,

右一左
,

右一右 , 另外十二个手势的顺序为
:

右一右
,

右一左
,

左一右
,

左一左
。

手势随机呈现
。

记录每次模仿的反应时及反 应 正误
。

(指导语略 )
。

表 1 九名裂脑被试基本情况一览表

被试 l性别
年龄

(岁 )

文化

程度

手术 日
,

期

(日/ 月一年 )

术前 C T

所 见

切断拼服休体部

的长度 (c m )

常常正正2 2/ 3一8 8

1 8/ 5一8 7

1 / 2一8 6

17 / 5一 8 6

2/ 7一8 7

3 / 8一 87

1 3 / 8一 87

eo/ 12一8 7

1 1/ 9一8 6

双侧苍白球钙化

常常常正正正

右脑深部高密度小钙化点

右额顶深部高密度小钙化点

正 常

中中中
卜

中中
·

中中中中初初高高高高高高高
.
上
几
匕几J八U4464
�U吸�

2
,曰Q曰QUn口n‘翻00目男男男男男女女男男128456789

3 0
。

8 9

3
。

2 2

.
2 4 (月 )

6
。

5 6 (月 )

5
一
2 2

0
一 9 7

.

注 .

手术到本实验的时间间隔 ,

九名彼试接受实脸时间为 89 年 肠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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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 f
,

,

一
(一)平均反 应 时 (R T )的比较

1

(T = O

2

(T = O

3

.

实验组交叉模仿平均反应时长于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
,

经检验
,

差 异 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

对照组交叉模仿平均反应时长于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
,

经检验
,

差 异非常显 著
,
P< 0

.

0 1 )
。

.

实验组交叉模仿与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差值长于对照组
,

经 检 验
,

差异非常显

著
。

(T l 二 5 7 ,
T Z = 1 5 3

,
P ( 0

.

0 1)
。

见表 2
、

表 3
。

4
.

实验组每一被试交叉模仿平均反应时均明显地长于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
。

经检

验
,

差异非常显著
。 、

. .

卜 、
」

一

二
-

表 2 手势模仿平均反应时 (反T j 比较

组组 别别 nnn R T 寸 S D (S ))) 显 著 性性

交交交交叉模仿仿 单手模仿仿仿

实实验组组 999 5
。
9 2 士 8 。

6 888 2
。 2 0 士2 。 8222 P < 0

。

0 111

对对照组组 1 000 0
。

7 8 士O
。

1峨峨 0
。

5 2 土0
。

1 555 P < 0
。

0 111

配对秩和检验
。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交叉模仿和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差值比较

△ R T i 士S D (S ) △R T Z 土 SD (S )

3
。

7 2 土 5
。

87 0
。

2 6 士 0
。

1 1

显 若 性

P < O
。

0 1

W ile o x o n 检验

注
: △ R T I = R T交叉 一 R T 单手

△R T Z = R T 交叉 一 R T单手

(实 验组 )

(对照组 )

(二 )模仿错误率的比较

1
.

实验组四名被试 (被试 1 , 4 ,
’

7 ,
8 ) 未出现模仿错误

,

其 余 五名出现了模仿错

误 ,交叉模仿错误率大于单手模仿错误率 , 经检验
,

无显著性 差异 (X
2 = 1

.

8 7 ,

P > 0
.

1 )
。

见表 4
。

2
.

对照组十名被试未出现任何模仿错误
。

表 4 五例裂脑人手势摸仿错误率比较

被被被 交 又又 单 手手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错错错误数 正确数 合计 错误率率 错误数 正确数 合计 错误率率

名名名 3 4 5 ‘5 6
.

25 多多
·

0 4 8 4 8 000

88888 10 5 5 4 5 2 0
.

55 多多 4 4 4 ‘3 2
。
a3拓拓

66666 2 4 6 4 5 4 . 17 拓拓 1 4 7 4 8 2 。

0 5形形
66666 4 峨连 峨5 5

. 8 3形形 0 4 8 4 8 000

99999 ia 50 ‘5 3 7
.

5 形形 21 3 7 ‘吕 2 2 。 , 2多多
_____

_
~
~ - 一- 一一一~ - 一一- - ~ 一- 一- 一一 ~~~~~平平均均 7

. - 一0
。
6 4 5 15

。4 2形形
} :

·

, .

“ .a 48
’

6.
诉

---

显著性

卜

P> 0
。
05

P > 0
。

0 5

P > 0
。

0 5

P > 0
。

0 5

P > 0 。0肠

P > 0
。
0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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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

摸物命名

一
、

材料
:

十种常用物 (略)
,

电子计时器
。

二
、

方法
:
排除视觉参与

,

给被试一只手内放置一个刺激物
,

要求其立即说出该物的
名称

,

是为单手摸物命名 ,或给被试双手同时各放置一个刺激物
,

要求其尽快分别 说出物

品的名称
,

报告顺序不做规定
,

是为双手同时摸物命名
。

手的实验顺序为
:

左
、

右
、

双
、 -

双
、

右
、

左
。

每一种实验条件下
,

给被试每只手呈现十个刺激物
,

呈现顺序是随机的
。

记录
每次命名的反应时及反应正误

。
(指导语略)

。

三
、

结果
:

(一 )平均命名反应时 ( R T )比块

1
.

单手摸物命名
:

(l) 实验组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
,

差 异 非常显著
。

(T = 。
,

P< 。
.

。扑
。

见
;

表 5 。

(幻对照组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
,

经检验
,

无显著性差异 (T = 23 > 10
,
P>

0
.

0 5 )
。

见表 5
。

(3 )实验组每一被试均表现为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
,

经检验
,

差异均非常显

若
。

(表略)

表 5 单手模物命名左一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间 (百补 比较

组 别
R T 土, SD (S )

. . . . . 州. . . . . . . . . .

左 手
. . . . . . .. .

⋯
曰 一. 一 .. . .

实验组

对照组 日 3
。

9 6 士0
。 4 8

0
。
9 5 士0

。

2 3

1
。

6 3 土 0
。
8 6

0
。

9 4 士 0
。

2 0

配对秩和检验
。

2
.

双手同时摸物命名
:

( 1 )实验组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
,

经检验
,

差异非常显著
。

」

(T = 0 ,
P < 0

.

0 1 )
。

见表 6
。

( 2 )对照组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长于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
,

经检验
,

差异非常显著
。

(T == 0
,
P< 0

.

0 1 )
。

见表 6 。

(3) 实验组左
、

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差值长于对照组
,

经检验
,

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

见表 7
。

(4) 实验组中每一被试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均长于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
,

经检验
,

差

异非常显著
。

(表略)

双手同时摸物命名平均反应时币几七较

R T 士 SD (S )

—
1 显 著 性

左 手
.

}
右 手

.

L 一
_ ,

阅

4 。
3 3 士 3

。
8 3

1
.
7 5 士 0

。
60

2
。
6 1 士 1

。 5 2

1
。
3 0 土 0

.
35

P < 0
。

0 1

P < 0
。

0 1

妞对秩 和检脸
。



4 期 龙 迪等
:

拼服体体部切断裂脑人大脑两半球协同活动的变化

表 7 双手同时摸物命名反应时差值比较
. . . . . . . . 口口. . . . . . . . . .

一一一一
怡”. . . . . . . . . . . , . 里匆. . , . . . 洲. . . ‘ . . , . 口 . . . . . . . . , ‘ . 二 . . . . .曰 尽曰甲, . 护口 . . . . . . . . . . . . . 侧. . 习.

△ R T i 士 SD (S) △R T : 士 S D (S )

1
。

7 2 士 2
。

9 1 0 。 4 5 士 0 。 4 G

显 若 性

P > 0
。
0 5

注 : ( 1 )W ileo x o n 往脸

《2 )△R TI
. 实 验组双手同时摸物左

、

右手命名反应时平均差位
,

△R T 笋: 对抓组双手同时摸物左
、

右手命名反应 时平均差值
,

(二)平均命名错误率比较

实验组有八人未出现命名错误
。

仅被试 1 左手出现命名错误
,

错误率为25 %
,

右手未
出现命名错误

。

经x’检验
,

差异显著
。

(广 = 5
.

70
,
。

.

01 < P < 。
.

0 5)
。

对照组十名正常被试左一右手均未出现命名错误
。

讨 论

在灵长类动物
,

从一只手传人的手势信息到达对侧半球中央后回初级感 觉区 (SI 区)

后
,

必须在后顶叶联合区经过加工
、

整合
,

才能形成肢体的位置知觉
。

在后顶叶形成的位
置知觉信息一方面经皮质内联络纤维传递到该侧的运动中枢

—
中央前回

,

支配被刺激

手完成单手内手势模仿 ,另一方面
,

通过拼抵体纤维传递到对侧后顶叶
,

经该侧半球内联
·

络纤维传递到运动中枢
,

支配对侧手完成交叉手势模仿
, 可见

,

必须通过拼抵体的信息传
:

导
,

保证两个大脑半球的协同活动
,

才能很好地完成交叉手势模仿
。

SPe rr y的早期研究结果表明
:

拼抵体完全离断的病人能够完成单手内手势模仿
,

却不

能完成交叉手势模仿〔’J。 证实了脱抵体在半球间信息沟通中的作用
。

然而
,

在拼眠体部

分切断术后十二个月的病人检查中
,

却没有出现交又模仿错误
。

Sp er ry推测
:

这种 现 象

可能一部分要归因于人脑具有一种潜在的高级功能
,

它能使用尚未损伤的拼 抵体 纤维传
偿或消除离断缺陷 (d ise o n n e e tio n d ifie its ) ;但尚缺乏直接的论据 [’. ] 。 本文实验组四名

.

被试未 出现模仿错误 , 其它出现模仿错误的五人
,

虽交叉模仿错误率多于单手模仿错误

率
,

但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拼抵体体部损伤后
,

经过一段时间后
,

拼抵体其它完好的纤

维能够代偿性地执行功能
,

弥补了由于拼抵体损伤造成的两半球协同活动的缺陷
,

因而病

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操作障碍
。

但是
,

如果对病人作进一步的反应时分析
,

我们 发 现
,

实

验组交叉模仿平均反应时是单手模仿平均反应时的2
.

65 倍 , 在正常人对照组中没 有见到

这种现象
。

说明阱眠体体部离断后
,

尽管渐渐看到了代偿作用
,

但由于一侧半球不能从另

一侧半球得到充足的信息
,

因而影响着大脑两半球的协同活动
。

摸物命名作业涉及形状知觉和言语反应两种认知功能
。

前者以右半球为优势脑
,

后

者以左半球为优势脑
。

右手摸物时
,

右手的触摸刺激 , 左半球顶叶形成形状知觉 , 左缘

上回~ 左B ro o a 区做出命名反应 , 而左手摸物时
,

左手触摸刺激 , 右顶叶形成形状知觉~
右缘上回 , 经脐抵体传递到左缘上回 , 左B ro ca 区做出命名反应

。

本文实验组左手平均命名反应时大大地长于右手 ,与正常人形成鲜明的对 照
。

说 明

联低体体部损伤破坏了两个半球间的信息沟通
,

右半球形成的形状知觉不能通过 拼 抵体

迅速地传递给左半球
,

病人不能对左手持物迅速地做出命名反应
。

可见
,

右半球失去了左
半球的支持

,

就不能圆满地完成有言语机能参与的作业
。

实验组左
、

右手摸物命名均较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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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应的手缓慢
,

说明脱抵体损伤后
,

右 (左)半球从左 (右)半球得到的支持 减 少
,

大脑
·

协同活动水平下降
。

双手同时摸物命名时
,

两个半球同时操傀不同的作业
,

一侧半球从另一侧半球获得的

支持减少
,

大脑协同活动水平下降
,

因而
,

被试不能很好地完成摸物命名 作业
。

本文 实验

组及对照组中均可看到
:

双手同时摸物命名时
,

左右手平均命名反应时较单手摸 物 命名

相应地延长
,

且左手命名平均反应时明显地长于右手
。

只是在脐抵体损伤的实验组
,

这种

现象更为明显
。

在这项作业中
,

既使不对左
、

右手持物命名顺序做硬性规定
,

病人也总是先

命名右手所持物品
。

这种现象在正常人中也能看到
。

实验结束后
,

许多被试主动报告说
,

有时他想先命名左手的物品
,

但总是情不自禁地先说出右手的
。

毛 e v y认为
:

两个半球同时工作时
,

中枢将根据作业的性质不同
,

么及被试对反 应 方

式的主观期望
,

选择性地激活有关的一侧半球
,

使之做好准备
,

处理感觉信息
,

作 出行为反

应
。

在与语 言加工有关的作业中
,

左半球优先被激活
,

右手一左半球系统总是以强有力的

方式处于主导地位
。

这个观点在本实验中得到支持
。

国内学者曾对一例脐抵体体部切断的病人进行摸物命名的追踪研究
。

发现病人术后
卜

90 天左手摸物命名的正确比为1 : 5 ,

而 右 手摸物命名的正确比为 5 :
5 ;
术后 15 0天及2 50

天
,

左
、

右手摸物命名完全正确【‘。]
。

国外学者研究也发现脱抵体部分切断术 后 12 个 月 的

病人两手摸物命名完全正确〔‘5 】
。

本文选用的九名裂脑 被 试 为术 后15
.

5一 3 6 (月)
,

平 均

卫 4 士 6
.

56 明 ) ;其中八人在二十次摸物命名作业中
,

命名全部正确
,

这与前人的 实验结果

是一致的
。

以往的临床报告以及以猴为对象的实验研究表明
:

脱眠体体部特异性地传递半球间

的触觉信息
。

但是
,

这种特异性不是绝对的
。

G ef fe n G in a 总结了前人的研 究
〔‘“, “”’

指

出
:

当受损的耕眠体体部不能在半球间传递触觉信息时
,

经过一段时间后
,

脱眠体其他 尚

未损伤的纤维能够代偿性地执行半球间的传递功能‘吕, 。 因此
,

经过术后较长时间
,

代偿机

能掩盖了半球间的协同活动的缺陷
。

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本实验中
:

实验组大多数切断拼

低体体部的裂脑人摸物命名全部正确
。

.

但如果选用反应时作精细的比较
、

分析
,

这种缺陷

仍能表现 出来
。

被试 1 左手摸物命名错误明显地多于右手
,

可能是由于建立代偿所 需 时

间存在个体差异
。

对此
,

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
:

脱眠体体部切断的裂脑人保留的联络纤维经过一段时间后能
·

够代偿性地执行传递功能
,

从而掩盖了因拼抵体体部损伤造成的大脑半球协同活 动 的缺

陷
。

但是
,

如果选用更精细的反应时实验
,

就会发现因大脑两半球分离引起的大脑机能缺
.

陷仍会显露出来 ;表明
:
这种代偿机能是不完全的

。

证明了高级大脑机能需要两个 大 脑

半球协同活动才能圆满地完成
。

在此
,

脱抵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同时
,

本研究也为令

后的裂脑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学上的考虑
。

军,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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