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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相关电位 的基本概念

于 年首先提 出事件相

关电位
一 ,

的概

念
。

它是一个与实际刺激或预期刺激有固

定时间关系的脑反应变化所形成的一系列

脑电波
。

与脑高级功能有关的长潜伏期电

位 主 要 有
、 、

失 匹 配 负 波
。

其 中 是一种主要 的

成分
。

当被试者辨认
“

靶刺激
”

时在其头皮

记录着潜伏期约为 毫秒的最大晚期正

性波
。 ,

是英文
“

正波
”

的简写
,

则是指潜伏期大约为 毫秒
。

的测量指标主要 为潜伏期和波

幅
。

作者与吴宗耀 曾报告正常 人 的

平均潜伏期 为 士
,

平均波幅

为 士 拼 泣’二。

的波形主要有单

峰和 双 峰
,

大 样本正常 人 的 研 究指

出
,

双峰 在正常人中约占 左右
,

并多见于小儿
、

老人与病人
。

在 例 一

岁 的 正 常 人 中
,

一 岁者 双 峰 占
,

岁以上者占
’二

。

。的头 皮

分布广泛
,

中线波幅稍高
。

波幅在顶

部 最大
,

中央部 次之纽三。

有

多处起源
,

包括顶下联络 区
、

额 叶前部
、

丘

脑内侧
、

中脑网状结构和海马
、

海马回和杏

仁核等皮质
、

皮质下及边缘系统结构
。

的测定技术

检查的适应征主要 为各种病因

引起的痴呆和脑器质性病变
,

也包括精神

疾病 以 及失认症
、

失用症和小 儿多动症等

认知功能障碍
。

经典刺激模式称为

模式 在 听 觉
,

标 准刺激 为 短 纯

音
,

占 靶刺激 为 短纯音
,

占
,

并随机插入标准刺激的序列之中
。

这

是 最简单
、

临床应 用最 广泛的短音

刺 激
,

还 可 用语 音
、

语 义
。 刺激给声

。

视觉 刺激可采 用单色

光
、

符号
、

字母
、

单词等
,

仍按大小概率显示

于视屏
。

体感刺激则常用不同强度
、

部位的

电刺激
。

记录过程中
,

记录电极常置于头皮

中线中央部
、

额部
、

顶部
、

枕

部
,

参考 电极则置于耳垂或乳 突
,

前

额 接地
。

刺激强度适 中
,

听觉刺激常

为
,

刺激 间隔 为

秒
。

滤波带通 的高通 为
,

低通为
, 〕。

潜伏期测量点

在单峰为波峰顶点
。

双峰则有几种不同的

测量方法
,

一是以最大峰顶点
、

二是以升降

支延长线交点
、

三是 以起止 中点 为潜伏期

测量点仁’卫。

波幅测量测基线一峰值或峰一

峰值
,

前者常设定 刺激前基线
。

的影响因素

物理因素 主要有

刺激通道 一致认为视觉 潜

伏期长于听觉与体感
,

波幅的大小依

次为视一听一体感 」。

刺激 概率 靶 刺激呈 现 的概率越

小
,

波幅越大
,

而与音调高低无关
。

靶

刺激簇 便可诱发足够大的
。

刺激间隔 越长
,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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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越大
,

则潜伏期无变化
。

将概率与 进

行对 比研究
,

结果表 明在 秒的 之

内
,

概率的影响明显 而在 秒 的长

内则无此影响
,

因此认为通过 来控

制有用的信息源的量可影响 波幅川
。

刺激强度 一般认为刺激强度主要

影响 波幅
,

强度增加则波幅增大
。

生理因素 主要有下列几点

年龄 与年龄的相关研究报

告很多
,

大多认为在 岁左右潜伏期

最短
,

波幅最大
。

所以
,

儿童随年龄减小
,

成

人随年龄增 加
,

潜伏期逐渐延长
,

波

幅逐渐减小
。

在大样本研究中
,

分别对潜伏

期
、

波幅与年龄进行 回归分析
,

可得到相应

的 回归方程
,

并由此推算出某一年龄的潜

伏期
。

作者与吴宗耀报告 一 岁正常人

的 潜伏期与年龄的回归方程 为 潜

伏期 只 年龄
, 〕。

由此

可推算出一个 岁正常人的 潜伏期

约为
。

这与国外类似报告成人的潜

伏期延长速率为 年的结果大

致相 当川
。

也有人认为中年以后的延长速

率加快
。

的年龄变化反映了大脑功能

的发育成熟与衰老过程
,

的年龄相关

研究也为临床提供了正常对照
。

性别 仅 报告女性 的视觉

潜伏期短于男性
。

颅骨厚度 将 与

测 定 的颅骨厚度进行相关分析
,

波幅与颅骨厚度呈负相关
。

因此认为男女

之 间的 差异是 由于两性之 间的大脑

体积
、

颅骨厚度等生理学差异的缘故
,

并非

有认知功能的差别
。

其它 报告体温与 潜

伏期呈负相关
,

而心跳次数则呈负相关
,

但

不如体温的影响明显
。

进食后 波幅

增大 约 一 拜 ,

潜伏期略为缩短
。

心理效应

任务 只有在被试者识别靶

刺激并作出反应的主动状态下才能 产生
。

在 阅读等被动状态下
,

消失或 很小
。

只要被试者注意
,

即使靶刺激缺失
,

也可诱

发 出 一 个 足 够 显 著 的 波 峰
,

表 明

的产生取决于被试者 的主动注意过

程而非物理刺激本身仁 〕。

难度 采用多种方法改变对靶刺激

的识别难度
,

结果难度增 加
,

潜伏期

延长
,

波幅下降
。

潜伏期延长显著且稳定
。

提示 潜 伏期代表 了反 应速 度
,

而 波

幅反映了心理 负荷的量
。

对高级脑功能的评定

对 注意 的评 定 认 为在 注

意过程 中
, 、

具有重要 意 义
,

反

映了注意的早
、

晚期选择模型
。

代表

刺激定势
,

即对刺激的早期

选择 代表反应定势
,

即感知信息加工的后续阶段川
。

也有人认

为 潜伏期改变是反映了注意分配的

结果
。

作者测定 例正 常青少年的听觉
,

并与数字广度
、

倒背
、

数字符号和连

线等认知测验进行相关分析川
,

结果表 明
,

潜伏期与连线
、

倒背测验有显著性

相关
。

连线 测验反映大脑对数字与字母

顺序的交替和注意转移
,

倒背反映 了注意

的稳定性及精神控制能力
。

因此
,

与

这些注意特征相关
。

发现前额叶损

害的病人对经典 实验模式 中靶刺

激诱发的 无变化
。

但在该刺激序列

中加入狗叫声
,

病人的任务仍是对靶刺激

反 应
,

结果未预料的新奇刺激 狗叫声 产

生的 波幅降低
。

这表明在更严格 的

条件下
,

对注意损害的评定具有更高

的灵敏性川
。

对记忆的评定 在 与短 时记

忆的相关研究中
,

发现记忆的数字个数愈

多
,

潜伏期愈短
。

儿童的这种变化更

明显
, 〕。

在登记
、

回忆
、

再认等分段记

忆实验 中
,

观察到 能 回忆起的单词 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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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 时产 生更大 的
,

语 言 比非语

言
、

肯 定 之决 定 比 否 定 之 决 定 所 产 生 的

较大
。

在有意学 习实验中发

现随后能再认的单词诱发的 潜伏期

显著性延长
,

波幅稍增大
。

研究认为

与再认等记忆后续过程有关
,

因而与长时

记忆也有关
。

在短时记忆损害的病人中
,

短

音诱发的 与对照组无差别
,

但语音
、

语义诱发 的 其波幅显 著性下 降
,

潜

伏期也 比对照组延长
。

对大 脑 功 能成熟性 的早期 评 定

对婴 儿进行听觉 测试
,

发现
、 、

月 龄 婴 儿 的 潜 伏 期 平均 为
,

比成 人 明显地 长 波

幅 逐 渐 增 高
,

分 别 为
、 · 、

拌 “〕。

是一种内源性成分
。

根据

目前关于 的理论
,

潜伏期与认

知加工过程中评估与分类的完成有关
,

其

波幅则与工作记忆 中表征 的背景更新有

关
。

婴儿的大脑认知功能发育 尚不完善
,

完

成认知所需 的时间应该较 长
,

相 应地
,

其

潜伏期较长
。

随着婴儿大脑的发育
,

不断构筑起新的功能 回路
,

使大脑功能逐

渐完善
,

认知加工过程逐渐复杂
,

可资更新

的背景表征渐渐增 加
,

导致 波幅渐

增
。

因此上述事实可以理解为 反映

了婴儿的大脑高级功能的发育过程
。

对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与评定

对痴呆的诊断 痴呆病人与正常对

照者的组 间 比较表 明
,

痴 呆病 人 的

潜伏期显著延长
,

波幅显著降低
。

在

对认知功能损害 主要为痴呆症 的个体诊

断研究中
,

一般以检查对象的潜伏期超过

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者的 倍 回归标准误

为认知功能损害的异常指标
。

表 的

资料具有代表性 ,
,

〕。

通常用灵敏度和特

异度评价某种检查手段的有效性
。

灵敏度

为痴 呆病 人 的 异常百分率
,

在筛选

痴呆时主要使用灵敏度 特异度为非痴呆

病人的 正常百分率
,

在确诊 痴呆 时

主要使用特异度
。

的灵敏度变异范围

较大 而特异 度一致性 高
。

认为灵敏度变异大可

能是由于一些技术问题
,

如眼电伪迹
、

信噪

比以及测量技术的标准不统一所致川
。

表 的痴呆研究报告

研究者 痴呆分类 例数 年龄 灵敏度 特异度

月

众 氏痴呆
、

器质性痴呆
、

血管性痴呆

匆 氏痴呆
、

血管性痴呆

氏痴呆
、

血管性痴呆
、

病

氏痴呆
、

酒精性痴呆
、

血管性痴呆

匕 氏痴呆
、

血管性痴呆
、

酒精性痴呆
’

原发性痴呆
、

器质性痴呆
、

血管性痴呆 镇

罗跃嘉 , 老年性痴呆
、

血管性痴呆
、

器质性痴呆

精神发育迟滞
‘ ’

’

评分 “ 一 成套神经心理学测验

早期诊断与评定意义 常对照者 〕。

在 例肝性脑

测定 例早期 氏痴 病 患 者 中 将 与 视 觉 诱 发 电 位

呆
,

以 士 计算
,

病人的 波 幅
、

及认知测验进行 比较
。

其 中

低于正常对照者
,

的潜伏期长 于正 例 为 级 无临床症状
,

例 为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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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临床症状
。

在听觉 实验模

式下记录
,

为阳性
。

认知测验

包括
、

数字广度
、

连线 顺次连接

一
·

一 和连线 顺次连接 一
· ·

一
。

结果见表 仁, 〕,

在电生理学测定

中
,

的灵敏度最高 在神经心理学检

查中
,

连线 的灵敏度最高
。

二者结合
,

阳

性 检 出 率 在 。 级 达 到
,

级 达 到
。

这些结果提示 可作为一个灵

敏
、

客观的电生理学指标与适 当神经心理

学测验相配合
,

对认知功能的早期损害进

行诊断与评定具有相当高的灵敏度
。

表 电生理学与神经心理学测定的阳性率百分比

脑病分级 数字广度 连线 连线 连线
一一

夕 座

鉴别诊断意义

记 和 探讨 了 对痴

呆亚型之间的鉴别意义
。

根据大脑受累的

部位可将痴呆分为皮质性痴呆和皮质下痴

呆
。

顾名思义
,

皮质性痴呆的病变主要在新

皮质
,

包括 氏痴呆
、

老年性痴呆

和血管性痴呆
,

临床症状以失语
、

失用
、

失

认为特征 皮质下痴呆损害则位于皮质下

结构
,

主要有 氏病和

氏病
。

其听觉 各成分的潜伏期见表
。

这些数据表明皮质性与皮质下痴呆病人

均有
、

即 潜伏期的显著延长
,

而
、

的潜伏期延长仅见于皮质下痴

呆病人 〔’。〕。

因而可根据此点鉴别皮质性痴

呆和皮质下痴呆
,

这对于痴呆 的康复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

表 各型痴呆之间的 潜伏期 差别

成分 正常对照 氏病 氏病 氏病

“
“ ‘

件

书 书

”
’

”
书 苍

,

与正常对照者 比较有显著性差别
, 二 ,

在康复过程中的动态观察 被动 对昏迷病人的预测

关 于 的 动 态 观 察 最 早 见 于 被动 则是指记录时被试者忽视
又 」 的个案报告

,

作者与吴宗耀在 所有刺激
。

有人认为被动状态只能诱发出

月 内对 例痴呆病人追踪观察 与
,

其潜伏期在
,

波幅最大在
,

结果表明在康复治疗过程 中
,

认知 额中央部
、

潜伏期范围

功 能改善
,

分增 高
,

潜伏期 缩
,

主要分布于顶部
,

只有在主动

短 病情加重
,

则 分降低
,

潜伏期延 状态下才能产生
,

与记忆更新
、

注意分配等

长
。

认知功能与 改变一致
。

因此
,

心理过程有关
。

被动 的意义在于是

测定对于大脑康复疗效评定具有独 否能用于评定不能完成辨认任务
,

甚至 没

特的价值
。

有意识的病人的认知功能
。

最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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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病人记录
,

发现 例病人 中有

例完全没有晚期成分
,

例的晚期成分

与基线没有明显差别
,

例记录到晚期成

分但不能肯定是
,

仅 例为潜伏期显

著延长的
,

有的高达
。

这 例

病人虽不能唤醒
,

但对痛刺激有反应
,

昏迷

程度较浅
‘’〕。

测定 例深昏迷病

人
,

例没有
,

其中 例一周后 即死

亡
,

另 例则 维持 植物状 态
。

在记录 到

潜伏期分别为
、

的 例病

人都恢复 了意识
,

他认 为 测 定表示

认知功能加工的大脑完整性
,

因而可预测

昏迷病人的预后
。

但 ’ 认为即使

在意识清楚的老人
,

也有多达 的 。

缺失
,

因此被动 不足 以预 测 昏迷 的

预后
。

最近
,

块 测定 例非创伤

性昏迷病人
,

其中 例诱发出 的病人

中
,

有 例恢复意识 而缺乏 的 例

病人 中
,

也有 例恢复意识呻 〕,

结 果再次

肯定了 出现时提示 昏迷病人有较好

的预后
,

这对于康复计划的制订颇有意义
。

在新型
“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 ”医学模式

中
,

大脑认知功能康复已越来越引起重视
。

对各种能引起痴呆的疾病提供 了一

种客观
、

灵敏
、

特异的电生理学指标
,

已越

来越 广泛地应用于 临床
,

对于大脑认知功

能损害的临床诊断
、

康复评定
、

疗效观察具

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

深入
,

还将可能对这些进展较 为缓慢的领

域起到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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