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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锻练对中老年人认知作业速度的影响
‘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北京 1 0 0 0 91) 孙福立 严亦蔼 李贵云
,
篮 艳

中 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李德明

摘 要 本文综合分析了横向和纵向方法五项认知测验实验研究结果
,

表明气功锻练对中老年人有

提高认知作业速度的作用 ;从而说明气功锻练可能有提高认知活动敏捷性的效果
,

以及气功锻练对延缓

脑和机体衰老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气功 中老年人 认知作业速度

近几年来
,

我们报告了有关气功延缓老

年智能衰退的研究结果
。 一 3 , ; 同时

,

E EG 的

分析表明
,

气功对智能衰退过程的影响与脑

的生理功能改善有关“, 。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

研究领域中
,

有关反应速度的研究是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
,

反应速度是认知活动敏捷性的

反映 ; 同时
,

与年龄相关的反应速度的变化

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变化有直接关系
。

近

期国外已研究报告
,

体育锻练与反应速度呈

正相关
,

暗示体育锻练有提高认知活动敏捷

性的效果tS, 幻
。

但迄今
,

有关气功锻练对提高

反应速度的报告尚少
。

因此
,

为了探讨气功

锻练对认知作业速度是否有提高作用
,

本文

对我们近几年完成的和新完成的有关实验

研究结果进行了整理分析
,

报告如下
。

运算题
,

答案也均为 1 位数
,

要求被试尽快

给出答案
。

(二 )符号数字 在屏幕中央呈现一组

(5 个)测验符号
,

要求被试按屏幕上方显示

的
“
符号一数字

”
对的提示

,

迅速在键盘上给

出每一符号所对应的数字
。

测验符号连续呈

现 10 组
,

共 50 个符号
。

(三)数字鉴别 屏幕上以随机时间间

隔顺序显示 。~ 9 范围内的一个随机数字
,

要求被试按呈现的刺激数字迅速正确敲击

与之对应的数字反应键
,

共作 10 次
。

(四)计数 相当于
“
划消

”
测验

。

要求被

试迅速数出屏幕上每次显示 30
.

个随机数字

中的
“
6
”

的个数
,

共 10 次
。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一
、

测验系统 测验装置为一台 Z
一

80

微型计算机
,

用 bas ic 语言编写测验程序
。

测

验时
,

作业内容依次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

每项作业经指导语讲解和示范后
,

由被试独

自按测验内容在键盘上进行操作回答
。

测

毕
,

由机器自动统计打印出结果
。

二
、

认知测验项目

(一)心算 共 10 道 3 个 1 位数的加减

·
国家自科学基金和国家中医局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1
.

北京气功研究会

一
、

横向方法研究

(一 )实验一 被试共 96 人
,

以练功与

否分为两组
。

气功组 48 人 (男 32 人
,

女 16

人)
,

平均年龄 62
.

65 士 5
.

92 岁
,

平均受教育

n
.

63 士 2
.

5 8 年
,

均为练功两年以上且 自认

为受益于气功者
。

所练功种包括形神桩
、

自

控气功
、

意拳站桩及静坐养生功
。

对照组 48

人 (男 36 人
,

女 12 人 )
,

其平均年龄(6 1
.

63 土

6
.

65 岁)和受教育年限(12
.

6 9士 2
.

36 年)与

气功组相匹配
。

两组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

列于表 1
。

从表 1 数据可以算出
,

气功组四项

认知作业完成时间均快于对照组
,

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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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符号数字和计数三项作业完成时间的差

异达显著性水平
.

该实验完成于 198 7 年
。

表 l 气功组与对照组认知作业完成时间(秒)的

比较 (牙士 : )

组 别

气功组

心算
.

3 8士

符号数字

1 8
.

7 1士

6
.

4 7
. ’

2 2
.

0 5士

7
.

0 2

数字鉴别 计数

对照组

2
.

1 9
.

5
。

1 8 士

2
.

1 5

1
.

4 3士

0
.

2 9

1
.

5 6士

0
。

4 8

注
:

与对照组相比较
, , 尸 < 0. 05

, ‘ ,

7
.

3 9士

0
.

7 9
’ .

8
.

4 5士

1
.

9 1

P < 0
.

0 1

前后两次测验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

列于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上述被试练功 6

个月后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有不同程度

缩短
,

其中符号数字作业两次结果的差异达

显著性水平
。

该实验完成于 198 7 年
.

表 3 气功锻练半年后认知作业完成时间(秒)的

比较 (王士
, )

组 别 心算

练功前

(二)实验二 被试共 163 人
,

分为练功

组和初学组
。

练功组 44 人(男 23 人 , 女 21

人 )
,

平均年龄 58
.

24 士 7
.

00 岁
,

平均受教育

n
.

69 士 3
.

25 年
,

均为熟悉自控气功的功理

和功法
,

多年自觉坚持练自控气功者
,

选自

自控气功师资班
.

初学组 119 人(男 59 人
,

女

60 人)
,

均为报名学习自控气功但尚未正式

练功者
,

其平均年龄 (60
.

48 士 6
.

49 岁)和受

教育年限 (11
.

45 士 4
.

75 年)与练功组相匹

配
。

两组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列于表 2
。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
,

练功组四项认知作业

完成时间均显著快于初学组
。

该实验完成于

1991 年
。

表 2 练功组与初学组认知作业完成时间(秒)的

比较 (三士 : )

练功 6 个月后

符号数字

2 5
.

5 3士

9
.

1 6

2 2
.

2 9土

5
.

9 4
’

数字鉴别 计数

组 别

练功组

心算 计数

初学组

符号数字

1 8
.

6 1士 7
.

0 8 士

5
.

1 6二

数字鉴别

1
.

4 1 士

0
。

3 6二
1

.

7 1 士

0
.

7 1

1
.

7 5
. 每 .

2 2
.

8 7士

9
.

3 3

9
.

5 0 土

3
、
7 6

注
:

与练功前相比较
, · p < 。

.

05 ,以下各表同

(二 )实验二 17 名住院治疗的颈椎病

患者 (男 4 人
,

女 13 人 )
,

平均年龄 41
.

12 士

8
.

72 岁
,

平均受教育 9
.

53 士 2
.

65 年
.

第一次

认知作业测验后
,

在专职气功医师的辅导

下
,

每日按规定的作息制度循序练习意念导

引静功
,

疗程为两个月
,

此期间除急症处理

外不作其他治疗
,

练功一个疗程后再次进行

认知作业测验
。

前后两次认知测验四项作业完成时间

列于表 4
。

从表 4 数据可以看出
,

颈椎病患者

经过两个月意念导引静功的治疗之后
,

心

算
、

符号数字和数字鉴别三项作业完成时间

有所缩短
,

其中符号数字作业两次结果的差

异达显著性水平
。

该实验完成于 1991 年
。

表 4 颈椎病患者气功锻练两个月后认知作业完成

时间(秒)的变化 ‘ 士 : )

组 别 心算 数字鉴别 计数

注
:

与初学组比较
, . 尸< 。

.

05
, 赞 铃 P < 0. 0 1,

补 补 . 尸< 0
.

0 0 1

二
、

纵向方法研究

(一 )实验一 健康被试 19 人(男 12 人
,

女 7 人)
,

平均年龄 “
.

63 士 7
.

07 岁
,

平均受

教育 n
.

42 士 3
.

31 年
。

在第一次认知作业测

验后
,

由专职气功师授以养生静功
,

每天早

晚练功一次
,

6 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认知作业

测验
。

我们曾报告过该认知测验重测相关系

数
:
> 。

.

9
,

说明该方法是稳定可靠的
(7 , ,

因

此
,

本项研究的纵向实验不另设对照组
。

练功前

练功 2个月后

4
.

4 7士

2
.

6 1

4
。

1 7士

2
.

3 5

符号数字

1 8
.

2 4士

4
.

8 1

1 6
.

1 3士

5
.

0 1
.

1
.

4 7士

0
。

5 7

1
.

3 8士

0
。

4 3

7
.

2 1士

1
.

8 8

7
.

54士

3
。

0 6

(三 )实验三 自控气功爱好者 20 人

(男 6 人
,

女 14 人 )
,

平均年龄 4 6
.

3 5士 6
.

5 2

岁
,

平均受教育 n
.

30 士 2
.

62 年
。

第一次认

知作业测验后
,

在专职气功师的教授和指导

下练自控气功一个月
,

再进行第二次认知作

业测验
。

前后两次认知测验四项作业完成时间

列于表 5
。

由表 5 数据可以看出
,

上述被试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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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气功一个月后
,

心算
、

符号数字和计数

三项作业完成时间有不同程度缩短
,

其中符

号数字作业两次结果的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

该实验完成于 1 991年
。

表 5 气功锻练一个月后认知作业完成时间(秒)的

变化 (王士
s
)

组别 心算

练功前

练功一个月后

3
。

4 6士

1
.

5 3

3
.

2 3士

符号数字

1 7
.

3 1 士

5
.

4 4

15
.

3 8士

数字鉴别 计数

1
.

2 7士

0
.

20

1
.

3 3士

6
.

6 9士

1
。

3 6

6
.

6 5士

1
.

0 7 4
.

2 5
’

0
.

34 1
.

6 2

讨 论

现代认知心理学借助传统实验心理学

的
“

反应时
”

指标
,

作为探测信息加工活动的

一个重要参变量
,

以了解信息加工过程的速

度
。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

反应时与年龄呈

函数关系
,

反应速度降低是机体衰老
,

尤其

是脑衰老的重要指标之一 (8. ”
.

综合上述横

向和纵向方法五项实验研究结果看出
,

包括

形神桩
、

自控气功
、

意拳站桩
、

静坐养生功
、

及意念导引静功等不同功法
,

经 1 个月
、

2 个

月
、

半年
、

两年
、

多年不等时间的气功锻练
,

被试完成认知测验的作业速度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

表明气功锻练如同其他体育锻练一

样
,

对于中老年人有提高反应速度的作用 ;

从而说明
,

气功锻练可能有提高认知活动敏

捷性的效果
,

气功锻练对于延缓脑和机体衰

老有重要意义
。

在微机上完成的认知测验
,

其作业速度包括两个方面
:

中枢信息过程速

度和外周操作反应速度
。

气功锻练对于提高

作业速度的作用
,

有可能在中枢信息过程速

度和外周操作反应速度两个方面
,

或者更多

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
,

及其作用机制问

题
,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从上述五项实验结果观察到
,

四项认知

测验的作业速度受气功锻练的影响程度是

不相同的
,

其中
, “

符号数字
”
是最为敏感的

项目
。

无论气功功法的不同和练功时间的长

短
,

还是横向方法和纵向方法的比较
,

气功

锻练均引起
“

符号数字
”

作业速度显著提高
。

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观察到
,

该
“

符号数字
”

作业速度随增龄迅速下降
,

受增龄的影响非

常敏感 [10 , .

同时
,

已有研究指出
,

在
“
韦氏成

人智力量表
”

中
, “
数字符号

”
作业是反应年

龄差异最为敏感的项目
‘, ” 。

该两项作业的性

质和测验方法是相同的
,

但刺激项与反应项

是相反的
。

这些结果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

从

信息加工的角度分析
, “
符号数字

”
作业主要

涉及符号鉴别和符号与数字的联想学习记

忆活动 ;而
“

心算
”

作业主要涉及符号操作和

推理活动 ; “数字鉴别
”

和
“

计数
”
两项作业主

要与注意和符号鉴别活动有关
.

由此分析说

明
, “

符号数字
”
是检测认知能力衰退情形及

其延缓衰退措施的一项敏感的测验 ; 同时还

说明
,

联想学习记忆活动在认知能力衰退过

程和气功锻练延缓衰退过程中的重要位置

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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