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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学杂志 , 年 策
‘

卷第 戮

认知速度随龄衰减规律及其临床应用
‘

孙福立

李德
‘

焦 艳 李贡芸 严 亦
一

蔼 甲 国 中 送研 哭 院西 花 医汉
,

北 京 比

巾 国科份 院心 理 研 究所 〕

摘 要 利用 自行设 汁的权件程序 州 微机 人 机对话方式 应川 两维生龄 回 归 分们、方法
,

对 引 名 一 , 岁

的受试 者进行 习项认知 价 」速 度 的 测 试
,

结果 表明 四 项认知作业速瓜 出 现 随冲按 比例进行性 衰减的恃 低 并

为认知速度老化程度的 险侧 及其临 庄应 用提供了实验 依据
。

关键词 认知速度 老年 两淮年龄 回 归分 妙 临床应 用

随着现代认知心理学 的涎生和 发展
,

有 关认知

速度的研究 已成为一 个十分活跃的学术领域
。

认知

速度是思维活动和行为敏捷性的反映
,

并与神经系

统的生理衰退有着直接的关系
。

近期国外关于认知

功能的大量研究结果证实
,

行为速度随增龄普遍减

慢 〔, 〕 ,

因而速度因素是评价和确定认知功能年龄差

异的一项重要指标 〔‘〕。

在深 入 开展认知这度年老变

化的研究中
,

近期国外一些作者应用 了一种两维年

龄 回归分析方法
,

为确切地描述认知速度年老衰减

规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

, 〕。

近几年来
,

我们报告了 自行设计的临床老年智

能微机 人机对话测试方法
,

及有关智能老化和 延缓

措施的研究结果‘,
· 。

在建立液态智能年龄经验公式

时
,

除了考虑到数字广度
,

双 小跟踪操作误差 和无意

义 图形再认等几项测验的作业成绩外
,

还 充分考虑

了心算
、

符号数字
、

数字鉴别和计数等测试习、目的作

业速度
。

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工作 裱础 上
,

结合认知

科学的新近进展
,

应用 丙维年龄 回归分析方法 研究

认知速度的随龄衰 减规律 并初步探 讨其临床应用

可行性
。

对象与方法

被试

被试者共 料 人 雌弓 人 女 艺以 人
,

年龄

岁
,

平均受教育 拍士 年
,

为基本健康

的脑力劳动者
。

以 岁为年峨愁分共分 个年龄组

各年龄组文化水平基本匹配过不设性 别分组和青年

又寸照组
。

扮延
忆

答案均 为 位数 要求被试尽快 用键盘打出运算结

果
。

符号数字 在屏幕中央随机呈现一 组 巧 水

测试符号
,

要求被试 者按屏幕上方显示 的
“

符号一数

字
”

对的提示
,

迅速用键盘给出每 一符号所对应的数

字
。

测试符号连续呈现 。组
,

共 个符号
。

数字鉴别 屏 幕中央 以 随机时 间 可降 单个

显示共 。 个随机数字
,

要求被试按每次呈现的刺激

数字迅速正确选择并按与之对应的数字反应键
。

计数 相当于
“

划 消
” 测验

。

要求被试迅速

数出屏幕上每次 显示 。个随机数早中的
“ ”

的 个

数
,

共 次
。

测试 系统和分析方法

测试装置 为一台 只〔, 微型 汁算机
,

用 计 语言

编写测试程序
。

测试时
,

作士 内容依次 昆示士计算机

屏幕土
。

每项作业经指导语讲解和练习后
,

由被试考

独 自按测试内容在键盘上操作画 答 测毕
,

山 微机 自

动统计并打印出结果

两维多作业 平龄 同 归分析是 令 婆 岁组 四

项作业速度 为 变量
,

以 下 个年龄组的四 项作业

速度依次为 至 变童
,

然后应用 回 归方法分析

至 与 二 交量之问的关系
,

选出最优拟合方程
,

分

析认知作业违度干老 衰减规律
。

作业 内容

心算 共 道 个 位数的加减运算题
,

, 国家 自然科学毯金和 国 家中吸 局荃金资助 项 目

结 果

单项作业年龄组间差异分扩

丛表 所列数据 可以看 出 四 项 作业速度
一

均随

增龄而减慢
。

心算和符号敏字作业从 岁组后的

个年龄组与 一 沁 岁组之间差异显著
,

数字鉴别和

计数作业从 岁组后 的 礴 个年龄 组与 一 。 岁组

之 可差 导显 著
。

两红趁年翼令多作业 困 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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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个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 士
,

秒

年龄组 岁 符号数字 数字鉴别 计 数

土

士 二

士
‘

士
。

士

士
’

士 士

土 ⋯ 士 ” 士

土 ⋯
士

“

士 士

士 吕

⋯
士

’ “

士 士 ⋯ 士
’ ’

士
’

士
’

二 士
’ “

士 艺 ”
’

一月口︺叹︺任几,二,互月了

注 各项作业各年龄组与 沁 岁组相比较 , 。 ,

令 岁组作业完成时间为 变量
,

以下

个年龄组依次为
,

至 。

变量
,

最优拟合回归方程如

下 为相关系数

岁组
、 一

·

岁组 二 一

岁组 ” 一
·

岁组 一

岁组
, 一

·

上述方程均为线性函数形式
,

由图 可见 条

回归直线的截距在 。附近
,

斜率均大于 。,

且直线

斜率随 变量所代表年龄组的增龄而增大 该结果

表明
,

上述四项作业速度随年老呈按比例进行性衰

减规律
。

直线方程中的斜率值越大
,

则代表认知速度

的老化程度越高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粉

作业邃度 秒

。岁组四项作业速度为 二 变量
,

其余 个年龄组四项

作业速度依次为
, , ,

变量 虚线是截矩等于

。和斜率等于 。的直线

图 个回归方程在两维坐标平面上的图示
·

应用实例分析

上述两维年龄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了 个年龄组

扮 铃 , 补 赞 尹

的线性函数方程
,

各方程的斜率
、

截距和相关系数为

检测被试认知速度老化程度或病理情况提供了参照

标准
。

具体分析时只需将被试该四项作业速度测试

平均值 变量 与表 中 岁组数据 变量
,

以下简称参照值 做回归分析
,

以所得线性方程与上

述 个参照方程进行比较
,

则可做出适当判断
。

现以

表 所列数据进行实例分析

〔例 〕测试号
,

余 丫 ,

男
,

岁
,

受教

育 年
,

教授
,

身体健康
,

无烟酒嗜好
,

喜爱书法
、

绘画和游泳
。

四项作业速度测验结果与参照值的最

优拟合方程为
,

。。 一 。 ,

斜率

值较
,

方程斜率值稍低
,

因此可以判断该被试认知

速度老化程度较实际年龄要小
,

相当于 岁左右水

平
。

〔例 〕测试号
,

何 义
,

男
,

岁
。

受

教育 年
,

从事翻译工作
,

身体基本健康 不吸烟
,

少量饮酒
。

四项作业速度测试结果与参照值的最优

拟合方程为 二 一 ,

斜率值

介于 与 之 间
,

因此可以判断该被试认知速度老

化程度比实际年龄要大
,

相当 岁左右水平
。

〔例 〕测试号
,

殷 冰 ,

男
,

岁
,

受

教育 年
,

身体基本健康
,

无烟酒嗜好
,

喜爱书法和

绘画
。

四项作业速度测试结果与参照值的最优拟合

方程为 一
,

斜率值介于

与
,

之间
,

表明其认知速度老化程度与实际年龄

相当
。 诺 竺

〔例 〕测试号物加峨 ,

杨
,

男
,

“ 岁
,

受

教育 年
,

吸澎匀少璐饮酒
,

服用安眠药 余年
。

四 项作业速度与参照值最优拟合方程 为 ”

一 ,

斜率值大大超过 岁组
,

判断认知速度老化程度接近病理状态
。

主试根据这

一测试结果建议去医院检查
,

经 确诊为脑萎缩
。

〔例 〕测试号
,

李火 ,

女
,

岁
,

受

为’巾咖

八朴︶侧暇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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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年
。

曾受精神刺激
,

自 年于「始家人发现 可
。

四项作业测试结果与参照值的线性拟 合方程为

性情暴躁
,

逐渐感情淡漠 近期记忆力减退
,

有老年 ” 二一 ,

该方程相关系数值

性痴呆前期症状
,

诊断为双侧多发性脑梗塞
。

会 小
,

斜率值为正常人相应年龄组拟合方程斜率值的

话交谈印象 意识
、

注意力
、

语言能力和交谈态度尚 倍多
。

表 示例测试结果及与参照值的拟 合方程

被试 测试号 心 算 符号数字 数字鉴别 计 数 拟 合方程
‘

相关系数

士 石 士 士 士 一 一

士 士 士 士 一

士 艺 士 士 士 一
,

‘

士 士 士 士 一

士 ‘ 吕 廿 士 之 士 一

讨 论

作业成绩和作业速度是评价智力和认识功能的

两项重要指标
。

然而
,

多年来对于智力的测 评较多侧

重于成绩
,

而 对完成作业的速度 因素重视不够
。

现代

认知心理学将传统实验心理学的
“

反应时
”

作为探测

信息加工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了解中枢信息加

工过程的速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大量研究证明
,

反

应时与年龄呈函数关系
。

成年之前
,

反应时随增龄 而

缩短
,

反映了脑功能的成熟过程 成年之后
,

反应时

则随增龄而延长
,

反映 了脑功能的衰减过程川
。

因

此
,

考查某些认知活动的作业速度变化
,

对于全面评

价脑的智力活动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

本文研究结果表 明
,

应用两维年龄多作业 回归

分析方法能较好地 反映认知作业速度的老化程度
,

为某些临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参

考指标 由实例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状况的受试者有

着不同的测试结果
,

提示所得线性 回归方程的斜率

及相关系数值有着明显的生理 含义
,

可作为临床应

用的具体检测标准 相对于作业成绩来讲
,

认知速度

是另一项评价智力和认知活动的重要指标
,

其应用

价值
,

决不低于单纯的作业成绩
。

示例李汉 火 诊断为

患有老年痴呆前期症状
,

各项测验成绩在不限速的

条件下仍可最终正确完成
,

但应用两维年龄多作业

回归方法则可检验出认知作业速度的明显变化
,

线

性方程的斜率值竟高出平常人的五倍 可见认知速

度是能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受试者的脑功能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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