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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龄相关的认知速度减慢及学习

改善过程
” ‘

李 德 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孙福立 焦 艳
, ‘

中国中医 研究院西苑医 院
,

北京
,

摘 要

该工作应用人机对话方式完成心算
、

符号数字
、

数字鉴别和计数四项作业认知速度年老减

慢及学习改善过程的研究
,

被试 叨 人
,

拓一 岁
。

研究结果表明 四项认知作业速度随年老

进行性减慢 然而
,

老年人经学习训练认知作业速度可明显改善
。

上述变化程度与作业所需时

间有密切关系
,

提示年老过程中枢信息加工过程速度的减慢快于外周感觉一运动过程速 度 的

减慢
,

学习改善作用也可能主要是中枢过程速度的提高
。

关键词 老年
,

认知速度减慢
,

学习改善能力
。

前 言

近期国外关于认知功能年龄差异的研究
,

非常重视对认知速度年龄差异的分析
,

有关

认知速度年老化问题的研究相当活跃
。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认知速度 均 随 年 老 普 遍 减

慢 〔‘一 」
。

因而认为
,

认知速度不仅是评价认知活动年龄差异的一项重要指标
,

而且认知速

度可能是认知活动年龄差异的一项决定因素
〔 ’,

然而国内有关研究甚少
。

鉴于上述观点和理 由
,

我们在探讨认知功能年老化问题时
,

着重研究了认知作业速度

的年老衰减问题
。

我们应用 自行设计的软件程序和微机人机对话方式
,

围绕认知 作业速

度年老化问题
,

已完成了不同认知作业速度年龄差异的比较研究
〔 ’,

年老过程认知作业完

成量与作业速度相互关系的研究
汇“〕

。

本文着重报告认知作业速度年老减慢及学 习改善过

程的研究结果
,

加深对作业速度在认知活动年老过程中重要性的认识
,

并对老年人认知作

业速度的学习改善能力做初步探讨
。

方 法

被试对象

被试者共 人 男 人
,

女 人
,

一 岁
,

健康脑力劳动者
,

中等以上文化

水平 平均受教育 年
。

以每 岁 或 岁 为一个年龄组
,

共分 个 或 个 年龄

组
,

各年龄组文化水平基本匹配
,

不设性别分组和青年对照组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 中医 局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
。

本文作者还有严亦蔼和李贵芸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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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和分析方法

测试装置为一台 微型计算机
,

用 语言编写测试程序
。

测试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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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后
,

由被试者独立按 测 试 内容

在键盘上操作回答
,

测试在不限速条件下完 成
。

测毕由微机自动统计并打印出各项结果
。

在对各项认知作业时
一

间年龄差异统计学比较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各年龄组各项作业

时间学 习拟合曲线进行比较分析
,

以观察老年人认知速度的学习改善过程
。

作业内容

心算 共 道 个 位数的加减运算题
,

答案也均为 位数
,

要求被试尽快给出

答案
。

并号数字 在屏幕中央呈现一组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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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以随机时间间隔单个显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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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随机数字中

的
“ ”

的个数
,

共 次
。

结 果

各年龄组作业时间的比较

六个年龄组完成四项认知作业时间数据列于表
。

从表 数据看出
,

四 项 作业速度

均随年老而减慢
。

统计学检验结果表明
,

四项作业均从 岁后 个年 龄 组 与 一 岁

组之间差异显著
,

且差异显著性随增龄而加大
。

该结果说明
,

认知作业速度随年老过程而

进行性衰减
,

其四项作业速度年龄敏感性顺序是 符号数字
、

心算
、

计数和数字鉴别
。

表 飞 各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完成时间的比较 士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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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作业时间分别为完成每道心算题
、

每组 个符号数字作业
、

每 个数字鉴 别及每次 个数字 计数作业的

平均时间
。

各项作业 内 后 个年龄 组与 一 岁组相 比较
, , 。

各年龄组作业时 间学习曲线的比较

三个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 次测验平均完成时间结果列于表
。

由表 数据看出
,

各年龄组各项作业时间大体上随测验第次的增加呈缩短趋势
,

反映出认知作业速度的学

习改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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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 次测验平均完成时间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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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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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号数字数字鉴算符心计数

由表 2 数据拟合 12 个一元回归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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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方程绘制各年龄组四项作业时间学习拟合曲线于图 1一图 4
。

由图示看出
,

各

项作业时间学习曲线均随测验第次的增加而下降
,

而各学习曲线起始值与终末值的间距

有随年老而增加的趋势
。

为检验后一发现
,

将各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时间学习曲线 起始

值与终末值的差值比较结果列于表 3
。

表 3 数据表明
,

心算
、

符号数字和计数三项作业时

间学习曲线起始值与终末值的差值
,

均随年老明显增加
,

仅所需时间短的数字鉴另l]作业差

异不够明显
。

该结果说明
,

尽管认知作业速度随年老而减慢
,

但老年人经学习训练认知作

业速度可明显提高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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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六D54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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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年龄组 心算作业 时间学习曲线

第次

图 2 各年龄组符号数字作业时间学习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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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年龄组数字鉴别作业时 间学 习 曲线 图 4 各年龄组计数作业 时间学 习 曲线

表 3 各年龄组四项认知作业时间学习曲线起始值与终末值之差值比较

作业 年 龄组(岁) 起始值(秒) 终末值(秒) 差值(秒)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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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认知作业速度包括中枢信息加工过程速度和外周感觉一运动过程速度两个部分
。

该

研究结果表明
,

作业速度年龄敏感性大小与作业所需时间长短关系密切
,

即是说作业速度

随年老衰减的程度与作业所需时间有密切关系
。

因而提示
,

年老过程中枢信息加 工 过 程

速度的减慢可能快于外周感觉一运动过程速度的减慢
〔色’。

该研究有意义的结果是
,

认知作业时间学习曲线年老化特点研究表明
,

尽管认知作业

速度随年老而减慢
,

但老年人经学习训练认知作业速度可明显提高
。

老年人认知 作 业 速

度经学习训练提高的程度也与作业所需时间有密切关系
,

所需时间长的作业
,

其速度经学

习训练提高的程度较所需时间短的作业明显
。

该 结果提示
,

老年人经学习训练中枢 信息

加工过程速度的提高可能大于外周感觉一运动过程速度的提高
。

中枢信息加工过程速度

是由脑内的生理生化过程速度所决定的
,

因此
,

提示行为训练有可能改善脑内的生理生化

过程
,

延缓脑的衰老
。

为有关延缓脑衰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
,

提供认知心理学 研 究 的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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