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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症患者外显与内隐记忆分离的
实验研究 自由回忆与再认任务

王常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耿 昌明

解放军上海警备 区第 医院神经内科

摘 要 采用 一 和 筛选了 名遗忘症患者
,

采用 自由回忆和再认两项任务观察

了他们及正常对照组的外显记忆
。

结果发现 遗忘症患者两项外显记忆任务操作呈分离现象
,

自由

回忆任务操作明显受损
,

再认任务的操作尽管较对照组低
,

但与对照组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

推

论 ①外显记忆受患者损伤的颜叶或间脑结构调节
。

②再认任务至少包含两种性质不同的潜在加

工过程
,

一种为意识性重组加工
,

另一种为无意识 自动加工
,

两者相互独立地贡献再认任务的操

作
。

正常人意识性重组加工的贡献占优势
,

掩盖了无意识的作用 遗忘症患者意识性重组加工损

伤
,

无意识自动加工部分代偿作用
。

③先前研究未对遗忘症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的筛选
,

患者对再认

障碍可能源于其他认知功能障碍
,

而非记忆障碍之故
。

关键词 遗忘症患者 筛选 一 外显记忆 自由回忆 再认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遗忘症患者及其内隐记忆研究 已成为认知神经心理学和记忆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热

点
。

国外出现了大量有关文献
,

国内也相继报道了一些相关研究
。

这些研究都先后发现遗忘症患者

或脑损伤患者存在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分离现象
,

并由此推论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可能为两种相

互独立的记忆系统
。

王常生等 对此进行了综述与评价
,

认为这些研究在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的同

时
,

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

如遗忘症界定与诊断依据
、

选择方法等无统一标准
,

各研究结果不能相互

比较 一些研究甚至对遗忘症患者不作筛选
,

简单地把脑损伤或痴呆患者当作遗忘症被试
,

等等
。

同

样
,

国内一些相关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
,

所选择的被试主要为各种脑损伤患者匡 ’〕,

被试未经记忆能

力与其它认知功能筛选
。

根据我们临床观察
,

多数脑损伤患者在认知功能正常情况下对外显记忆任

务操作正常或接近正常
,

在伴发痴呆症时操作障碍
。

等闭曾采用 测量被试认知能

力
,

以再认和词干补笔任务分别测量外显和 内隐记忆
,

发现认知状态明显影响 内隐与外显记忆操

作
。

因此
,

可以推测实验中对被试不进行记忆能力筛选
,

被试对内隐记忆任务可能采用外显策略 不

进行认知能力筛选
,

被试外显记忆任务障碍
,

可能缘于其它认知障碍
,

而非记忆功能下降之故
。

结果

必然导致夸大遗忘症内隐记忆保留与外显记忆障碍
。

因此
,

这类研究所观察到的报伤与保留现象不

能肯定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本次系列研究
。

我们首先采用 一 和 为工具
,

对脑损伤患者

进行记忆与认知功能两方面的筛选
,

只有 一 明显表现障碍
、

且 测验正常者才作为

本次研究被试
。

然后分别进行 项系列实验研究
。

研究一采用再认和 自由回忆两项典型外显记忆

任务观察遗忘症患者的外显记忆功能 研究二采用偏好和 自由联想二项间接任务测量被试语义性

启动效应 研究三分别采用字根补笔和字辩认任务 量知觉性启动效应
。

目的是 ①在对脑损伤患

者进行记忆与认知两方面筛选后
,

系统观察遗忘症患者内隐与外显记忆特征 ②根据对遗忘症患者

与正常人的记忆任务的比较
,

探讨正常记忆特征
,

推测记忆任务的神经学基础 ③探索本国遗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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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记忆研究的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测验方法
。

本文报告本次系列研究的实验研究一结果
。

本次系列研究
“

遗忘症患者
” 。 是指 一 障碍 分

,

测验

正常 分 的脑损伤患者
。

材料和方法

实验设计 采用 混合因子设计
。

因素为分组因素
。

实验组为遗忘症患者
,

对照组

为正常年龄相近者
。

因素为任务因素
。

为两项外显记忆任务
,

分为回忆和再认
。

因素为组间

变量
,

因素为组内变量
。

实验程序采用美国 公司出品的软件
,

运用面向对象方法 自行编

制
,

所有测验软件采用统一的窗 口 式介面
,

背景白色
,

刺激前景红色
。

所有作为刺激呈现的汉字均为

点阵汉字
,

刺激呈现位于屏幕中央
,

屏幕位于被试前 处
,

视角
。

被试 实验 组 名脑梗塞或脑外伤患者
,

临床 发现 大脑有 明确 定位损伤
,

采 用

一
‘ 和

“

进行筛选测验
,

一 得分低于 分 ① ,

岁以上患者 得分

高于 分
,

在征得临床医生及本人同意后
,

作为实验组遗忘症患者被试 表
。

实验组平均年龄

土 岁
。

对照组 名无大脑受损或神经系统疾病既往史
,

年龄
、

文化程度与遗忘症组相

近的正常人
,

岁以上者 得分均超过 分
,

在 自愿基础上选为对照组被试
。

对照组平均年

龄 士
‘ 。

经 检验两组被试年龄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

表 实验组 名遗忘症思者一般情况

序号 被试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入院诊断 一

李 火 男 退休军官 大学 脑梗塞

曾又 又 男 建筑队民工 初中 脑外伤 一

赵 丫 只 男 退休饮事员 小学 脑梗塞

刘 火 女 会计 中专 脑梗塞

罗 又 男 退休军官 大专 脑梗塞

茵 沐 女 退休保管员 初 中 脑梗塞

徐 又 男 退休干部 高中 脑中风后遗症

蒋 只 男 “ 退休干部 大专 脑梗塞

宁 又 女 退休营业员 小学 脑梗塞

材料 以汉字为实验材料
。

汉字选择于中小学课本 个最常出现的汉字
。

这些字在中小

学课本中出现率为 图
,

任何一名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均全部认识
。

共随机选择汉字

个
,

随机分配到两项任务中
。

回忆任务 个汉字
,

全部作为 目标字
。

再认任务 个汉字
,

一半为 目

标字
,

另一半为干扰字
。

分配时考虑到尽量使 目标字与干扰字笔划量相近
。

仪器 一台 兼容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
。

方法和实验程序 本次实验两项任务均分学习与测验两阶段
。

学习阶段 两项任务在学习阶段对所有被试处理一样
,

要求被试对所有呈现的字大声读 遍
,

并努力记住
。

告之随后将进行回忆测验
。

被试读完 遍并记住后
,

立即呈现下一个字
。

测验在 目标

字呈现完后间隔 分钟立即进行
。

① 采用 一 的 项分测验
,

触摸记忆分测验因与本次实验 目的关系不大
,

且实施困难较大
,

省略
。

按照龚耀先等提供的方

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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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阶段 自由回忆任务不呈现任何字或线索
,

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记忆将先前呈现的字尽可

能多地写在测验纸上
。

再认任务将目标字与干扰字混合在一起 以随机方式逐一呈现
。

指导语要求

被试根据记忆判断该字先前是否出现过
。

两项任务正式测验前
,

均先练 习 一 次
。

结果与分析

回忆任务计算回忆正确率
,

再认任务计算再认保持量
。

根据击中率和虚报率分别计算再认任务

的辨别力指标
’

和反应倾向指标
” 。

结果采用 。处理
。

再认与自由回忆任务测验成绩

实验结果见表
。

经方差分析
,

分组 因素 主效应达高度显著性水平 ,
, ,

任务 因素 主效应达高度显著性水平
,

一“ 么
,

分组 任务交互作用未

达显著性水平
, ,

一
,

尸
。

表明两组被试两项任务测验结果差异明显
,

对照组好于

实验组 同时还表明两组被试再认任务均好于 自由回忆任务
。

对两项任务分别进行组间比较
,

发现实验组 回忆正确率与对照组差异达高度显著性水平
,

,

尸
。

但两组再认保持量差异却未达显著性水平
,

一
, 。

。

表明先前两组被试

分组因素主效应差异主要来源于 回忆正确率的差异
,

因此实验组 自由回忆任务比对照组差
,

再认任

务与对照组相近
。

表 两组被试回忆和再认测验结果 表 两组被试辨别力和反应倾向

正确回忆率 再认保持量 辨别力
‘ ’

反应倾向
”

“

实验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对照组

, ’ 一 , 拟 , , ”

击中率 只 漏报率一虚报率 正确拒斥率 八击中率 沐 漏报率 虚报率 丫 正确拒斥率

两组被试再认任务的辨别力和反应倾向见表
。

分别比较两组
‘

和
” ,

发现两组差异均未达

显著水平
, 一

,

一
, ,

即两组辨别能力和报告标准一致
。

讨论

自由回忆和再认是两项典型的外显记忆任务
,

一些主要的记忆理论均源于对这两项任务的操

作结果
。

先前一些研究表明间脑或颖叶损伤的遗忘症患者对该两项任务均操作障碍
’〕,

一些研究

者认为 自由回忆与再认任务均为陈述性记忆
,

或外显记忆任务
,

其神经学基础都在颗叶或间脑结

构
。

遗忘症患者因这些组织结构损伤
,

对这两项任务都应表现障碍
·

’‘〕。

但是另一些研究却发现遗忘症患者再认任务接近正常
。

等 〕发现 综合

征患者再认 比回忆任务 好
,

虽然均 比对照组
,

低 等 〕的研究发

现遗忘症患者再认保持量达
,

与对照组 差异无显著性 等人 〔,‘
·

’ 〕的两项研究都

发现遗忘症的再认能力 比回忆能力相对保留
。

本次研究我们也有类似发现
。

实验结果表明
,

遗忘症患者 自由回忆任务操作障碍
,

其正确回忆

率低于正常对照组
,

差异达高度显著性 而再认保持量接近对照组
,

尽管绝对值比对照组小
,

但两组

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

提示以 自由回忆任务测量的遗忘症患者外显记忆明显受损
,

而 以再认任务测

量的外显记忆接近正常
。

遗忘症患者两项典型的外显记忆任务出现分离现象
。

比较两组再认任务的辨别力和反应倾向
,

发现两组间均无明显差异
。

表明遗忘症患者组与正常

对照组在测验过程中均心理状态稳定
,

无明显的情绪波动
,

而且两组的报告标准一致
。

与杨治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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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正常被试的结果一致
,

即辨别力或反应倾向对测验结果不产生明显影响
。

对上述发现现行遗忘症记忆障碍理论难以解释
。

编码障碍理论 , 户
’

显

然与本次研究结果不符
,

据此理论遗忘症患者两项任务在学习阶段处理相同
,

两项任务应损伤程度

等同
,

不应出现分离现象
。

提取障碍 。 理论认为遗忘症编码过程正常 提取过程受

损
。

此理论能够勉强解释本研究发现
,

因为再认提供给被试回忆的线索
,

而 自由回忆没有提供给被

试任何线索
,

故而遗忘症再认比 自由回忆好
。

但此理论却难以解释遗忘症患者表现的其它现象
,

如

遗忘症患者对发病前较早时间已有信息能够提取
,

而对发病前后一段时间的信息提取障碍
。

对此一

些研究者提出一些新见解
,

认为遗忘症患者记忆障碍是 因为将许多个别事件联 系起来的胶 着 力

受损
。

这种胶着 力就是获得信息时的背景信息和将事件相互联系起来的意识关联
。

虽然遗忘

症患者对内隐记忆任务操作正常
,

表明他们能够将个别事件联系起来
,

但他们对背景信息的利用障

碍 使得胶着力较低
。

这样他们存储的只是个别事件的集合
,

而不是事件的有机整体
。

因此他们对

有一定线索的单一事件能够提取
,

如 内隐记忆任务和再认 而不能以系统的方式提取信息
,

如 自由

回忆
·

‘〕。

但这样的新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

我们认为对上述发现可从以下 个方面来讨论

再认与 自由回忆的性质 我们认为自由回忆与再认任务是两类性质不同的任务
,

涉及不同

的加工过程
,

但相互间既有不同也有相似
。

自由回忆完全是陈述性记忆任务
,

操作此类任务需要被

试完全有意识的重组和提取
。

而再认任务却部分具有陈述性记忆的性质
,

部分具有重复启动效应性

质
。

即再认任务既涉及 有意识的重 组 加工过 程
,

也 涉 及 因重 复而 形 成 的 流 畅效应
。

此效应在提取时 自动作用
,

不需意识参与
。

可认为此效应就是重复启动效应
。

再认任务

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加工相互独立作用
,

对再认操作都有一定贡献
,

但大小有别
。

对正常人而言
,

意

识性重组加工占优势
,

对再认操作的贡献较大
,

无意识流畅效应贡献较小
,

被意识性加工掩盖
。

当遗

忘症患者因大脑结构受损导致意识性加工受损
,

对 已有信息不能或部分不能重组时
,

意识性重组加

工对再认操作的贡献下降
,

无意识 自动加工相对占优势
,

对再认操作的贡献显露出来 即无意识加

工部分代偿意识性加工
。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尽管遗忘症患者再认操作与正常组差异未达显著性水

平
,

但绝对值仍 比正常人低的缘故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再认任务并不完全是外显记忆任务
,

它同时具有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的双重

功能
。

对正常人直接测量作用 明显大于间接测量
,

直接测量掩盖了间接测量 而对遗忘症患者直接

测量受损
,

间接测量显露
,

起部分代偿作用
。

遗忘症患者与正常被试的比较 遗忘症患者与正常被试相 比
,

主要是其间脑或颖叶结构受

损
,

而其它结构相对完好
。

因此根据本次研究结果
,

有理由推论 自由回忆任务的神经学基础可能主

要基于这两个结构的完好
,

其中之一受损或均受损
,

表现为对 自由回忆任务的操作障碍
。

而再认任

务的神经学基础可能部分与间脑或颗叶结构有关
,

部分与其它结构有关
。

遗忘症患者对再认任务的

操作 只部分受到损伤组织的影响
,

不表现 明显障碍
。

不同研究的遗忘症患者性质不同 由于先前的研究对他们所选用的遗忘症患者未能提供详

细材料
,

我们对这些研究的遗忘症被试病因
、

损伤部位
、

病情轻重程度
、

是 否存在其它认知功能障碍

等都不得而知
。

这些研究发现再认与自由回忆同等程度损伤或损伤更甚
,

可能源于其它认知功能障

碍
,

而非记忆功能障碍之故
。

同时
,

遗忘症患者病因不 同或损伤部位不同也可能对测验结果有影响
。

目前尚未有有关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遗忘症患者记忆任务操作进行比较研究的报道
。

操作方法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 自由回忆和再认任务是两项经典性任务
,

但 目前对这

两项任务如何操作没有统一范式
。

一些对正常人的研究已表明
,

正常人对这两项任务的操作结果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合理科学 年第 卷

不完全一致
。

测验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
,

如环境因素
、

刺激呈现方式
、

指导语等都可能影响操作结

果
。

结论

遗忘症患者外显记忆明显障碍
,

推论外显记忆受其损伤的颗叶或间脑结构调控
。

自由回忆完

全受该两结构调控
,

再认部与受颖叶或间脑调控
,

部分受其主结构调控
。

遗忘症患者两项典型的外显记忆任务操作呈分离现象
,

推论再认任务至少包含两种性质不同

的潜在加工过程 一种为意识性重组加工
,

另一种为无意识 自动加工
,

两者相互独立地贡献再认任

务的操作
。

先前研究发现遗忘症患者再认任务障碍可能源于其他认知功能障碍
,

而非记忆障碍之故
。

本

研究对患者进行了筛选
,

将认知功能障碍与记忆障碍分离开 结果可能更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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