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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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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情况!为精神分裂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威斯康星卡片测试"

^!O.

#$连线测试"

.4.

#$数字广度$数字
)

符号测试对
8$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8$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研究!对其认知功能进行
4

检验分析%结果
!

两组
^!O.

评分显示(研究组
^!O.

的总应答数

"

*A

#$持续错误数"

*

H

>

#$持续性应答"

*

H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完成分类数"

!B

#$正确应答数"

*B

#低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值分别为
Z91S7

!

Z%1%&

!

Z61#9

!

Z61&%

!

Z61$8

!

!

"

$1$#

#%研究组
.4.)5

用时明显大于

健康对照组"

!

"

$1$#

#!

.4.)P

错误数显著多于健康对照组"

!

"

$1$#

#%研究组与健康对照组在韦氏成人智力量

表"

^5/O

#中数字广度$数字
)

符号测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抽象概括能

力$概念形成$认知转移能力$记忆$注意能力及速度方面有明显损害!而在执行能力$选择性记忆方面损害尚不显

著%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辅助进行心理治疗%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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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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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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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

缺损#诸如注意力)抽象思维)智能)言语记忆)运动协调性等方

面的损害*这些损害影响患者的自知力)社会功能及生活质

量*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阳性症状)阴性症

状)社会功能的相关性#国内外研究较多#但结论有较大争

议+

#)&

,

*本研究旨在研究我国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为

提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抽取
8$

例健康人和
8$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

行对照研究*患者系陕西省新周精神病医院
&$$7

年
6

月至

&$#$

年
6

月住院或门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选标准!$

#

%符

合
\O4)

(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

%年龄
#S

!

8"

岁#患者

均为首次发病($

9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5,OO

%总分大于或

等于
%$

分($

8

%无严重躯体及脑器质性疾病($

"

%小学文化程度

以上#能配合完成认知测验者($

%

%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对照

组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相匹配的患者家属或本院工作人

员#均为知情同意者*研究组
8$

例#平均年龄$

9#16T716

%岁#

男
#S

例#女
&&

例#平均接受教育$

#&1"T81S

%年#

+5,OO

总分

为$

7$168T91S9

%分*对照组
8$

例#平均年龄$

9916T#$1&

%

岁#男
#6

例#女
&9

例#平均接受教育$

#91#T"1&

%年*以上各

项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

%*

$1/

!

研究方法
!

使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O.

%评价被

试者的执行能力)抽象能力)概念形成)选择性记忆和认知功能

的转移能力(连线测验
5

型和
P

型$

.4.)5A<I.4.)P

%评价

注意力和运动速度*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5/O

%中的数字广

度)数字
)

符号测验前者评价注意力和短时记忆能力#后者评价

学习)知觉辨别能力和灵活性及动机强度等*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O+OO#"1$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4

检验分析*

/

!

结
!!

果

/1$

!

研究组和对照组
^!O.

结果比较
!

从研究组和对照组

的
^!O.

结果中可以看出#研究组的总应答数$

*A

%)持续错误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数$

*

H

>

%)持续反应数$

*

H

%均高于对照组#完成分类数$

!B

%)总

正确数$

*B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

表
#

*

表
#

!

两组
^!O.

评分比较%

'T8

&

组别
, *A *B *

H

*

H

> !B

研究组
8$ 661"T#S17 &817T#617 8"17T&$1$ 8&1%T#61% #1%T#19

对照组
8$ %81&T&$19 8718T#&1S &619T#81# &&1%T##1$ 81"T$17

4 91S7 61$8 61#9 %1%& 61&%

!

"

$1$#

"

$1$#

"

$1$#

"

$1$#

"

$1$#

/1/

!

研究组和对照组
.4.

和
^5/O

结果比较
!

对研究组和

对照组的
.4.

和
^5/O

比较中可以看出#研究组在
.4.)5

用时和
.4.)P

中的错误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1$#

%*且

在
^5/O

中研究组表现显著差于对照组$

!

"

$1$#

%*见表
&

*

表
&

!

两组
.4.

'

^5/O

评分比较%

'T8

&

组别
,

.4.

5

型
P

型

^5/O

数字符号 数字广度

研究组
8$ SS19T&#19 #$$1%T9% &71%T##19 %19T91"

对照组
8$ &%1ST71% 9S1%T#91$ %$19T#$1& 71&T#19

4 81S7 616S "1$9 91%&

!

"

$1$#

"

$1$#

"

$1$#

"

$1$#

'

!

讨
!!

论

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社

会功能的相关性#国内研究较少#结论有争议+

9)8

,

*胡一文等+

#

,

对
8$

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显示#

#$

项
^!O.

指标与

阴性)阳性症状总分无显著相关性#但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

+5,OO

%中阴性症状
,9

$情感交流障碍%)

,%

$交谈缺乏自发

性和流畅性%两项症状与认知功能损害有显著相关性*

本次研究通过对比健康人群和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O.

)

.4.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5/O

%中数字广度测验)数

字
)

符号测验的结果得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抽象概括能

力)概念形成)认知转移能力)记忆)注意能力及速度方面均显

著差于健康人群#而在执行能力)选择性记忆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在发病早期即已存

在*

4>IAL;A

和
V;K

+

"

,也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首次精神症状

出现以前已有显著地认知损害*且这种损害通常属于原发性

的#范围广泛#主要包括记忆)注意力)抽象思维等方面的损害#

而执行功能)选择性记忆在疾病早期尚未受到明显损害+

%

,

*作

者推测这种早期存在的认知功能障碍与分裂症患者存在的妄

想性症状有密切关系+

6)S

,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识功能损害#

影响他们对问题的抽象概括和推理能力#进而对生活中的普通

事件过度集中注意力)对某些事物的记忆产生歪曲和不正确的

牢固记忆#形成不全面)错误的概念#进而产生妄想内容#并对

妄想内容固化#使得他人的提示无法纠正*这种妄想症状加重

认知功能的损害*而认知功能的损害同时又反过来加深其妄

想症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健康教育+

7

,和药物治疗+

#$)##

,可以

逆转这种损害#打破恶性循环#改善认知功能和精神症状*

总之#在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上除了重视幻觉)

妄想等精神症状控制的同时#可以加强心理治疗+

#&

,

#促进认知

功能的恢复#进而协同促进精神症状的改善*这与目前关于精

神障碍的治疗宗旨是相符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过小#没有系统跟踪观察#

用于评价的指标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抽象概括能力)概念形成)认知转

移能力)记忆)注意能力及速度方面有明显损害#而在执行能

力)选择性记忆上损害尚不显著*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除了

药物治疗外#可以辅助进行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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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E.4

#

>?AL1.'>E>LA?;:<(';

H

:G

?'> PE;>G 5((>((K><? :G !:

@

<;?;:< ;< OB';̀:

H

'E><;A

$

P5!O

%

?:GJ<B?;:<ALBA

H

AB;?

M

A<IE>AL)D:ELIGJ<B?;:<AL

:J?B:K>

+

[

,

1[!L;<XQ

H

,>JE:

H

(

M

B':L

#

&$$%

#

&S

$

&

%!

&%$)

&%7

+

S

, 李强#郭素芹#苏林雁#等
1

精神分裂症儿童的认知功能状

况+

[

,

1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7

#

&8

$

#8

%!

###&)###81

+

7

, 闻会英#王会琴#胡景荣
1

不同健康教育模式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分析+

[

,

1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6

#

&9

$

"

%!

"8)""1

+

#$

,徐淑祝#翟杰#崔吉俊
1

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

[

,

1

山东医药#

&$$7

#

87

$

9#

%!

76)7S1

+

##

,袁金莲
1

药物自我管理技能训练对女性首发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影响+

[

,

1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

%

$

#

%!

")%1

+

#&

,方亚明#周云飞#刘彦颖
1

集体心理治疗对社区精神分裂

症患者干预二年的随访研究+

[

,

1

中国全科医学#

&$$7

#

#&

$

7

%!

#%$%)#%$S1

$收稿日期!

&$##)$")#S

%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