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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焦虑症与抑郁症患者反应时的差异!为临床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方法
!

采用计算机反应时测定方法!

对符合
`̀ ]!?$

焦虑症与抑郁症患者各
$.

例进行视&听觉反应时各项指标测定!同时对
$.

例正常人"对照组$进行配对对照测

试%结果
!

焦虑症与抑郁症组视&听觉反应时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延长"

!

%

#0#-

$!抑郁组比焦虑组反应时延长更突出%

结论
!

焦虑与抑郁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神经心理损害特征!抑郁患者更明显%

关键词"焦虑症'抑郁症'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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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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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反应时#是指从接受刺

激到机体做出反应动作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从刺激到反应之

间的时距'反应时也叫反应潜伏期#它包括感觉器官所需要的

时间*大脑加工消耗的时间*神经传导的时间以及肌肉反应的

时间等'其中#大脑加工消费的时间最多'反应时受若干因素

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种很实用的评价人类活动的反应变量(

-?.

)

'

近年来#反应时测试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较多#但应用在精神科

临床上的报道还较少(

$

)

'为此#作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3

月本院门诊患

者#入选标准!$

-

%符合
`̀ ]!?$

焦虑症或抑郁症诊断标准&

$

.

%年龄
.#

"

.1

岁&$

$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

"

%未进行药物

治疗者&$

1

%右利手&$

/

%同意参加本研究测试者'焦虑症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0"2.01

%岁#病程$

-0.

2-0/

%年'抑郁症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0/2.0.

%岁#病程$

-0"2-0.

%年'同时选择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相似的单位职工或学生
$.

人为对照组#进行反应时

测定'

>0?

!

方法
!

采用
UJ-#.?-

型多功能反应时测定仪与计算机反

应时测定软件系统(

"

)

#受试者距计算机屏幕
#0%

"

-0#7

#用右

手拇指按键'当计算机屏幕上出现阳性信号时#受试者立即按

下手中按键#计算机自动记录每个受试者的反应时指标'阳性

信号共出现
.#

次#间隔时间不等'经过试测试后#再正式使用

该系统对视觉简单反应时*视觉复杂反应时*听觉反应时进行

测试'根据测查情况#对平均反应时*最快反应时*最慢反应时

和反应错漏率等指标进行比较'反应时记录单位为
7>

#反应

错漏率记录单位为
5

'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JRR-30#

软件#全部数据录入通用

的
UJS

录入平台#计量资料采用
M2;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进行

统计描述#并分别作
.

分析*

(

. 检验*组间两两比较$

RQe?

)

检

验%#统计采用双侧检验#以
!

%

#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视觉简单反应时测定结果
!

经方差分析#

$

组间视觉简

单反应时的平均*最快*最慢反应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经
RQe

多重比较进一步分析显示#对照组平均*最

快*最慢反应时与焦虑组和抑郁组均有显著差异#焦虑组平均*

最快*最慢反应时与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各组反应错漏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1

%#

见表
-

'

表
-

!!

各组视觉简单反应时各项指标比较$

M2;

&

7>

&

%X$.

%

组别 平均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 最慢反应时 反应错漏率$

5

%

对照组
./-01"2"%03" .-#0%"2.%0.- $/.0-%2/-0"# .03%

焦虑组
$-%0"/2/%0-1 .1$0$.2".0$" ".$0%-2-."0.% $0#-

抑郁组
$/30/32130-1 .<%0"/21.03$ "%.01/2--<0/. .0<"

?0?

!

视觉复杂反应时测定结果
!

经方差分析#

$

组间视觉复

杂反应时的平均*最快*最慢反应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1

*

!

%

#0#-

%'经
RQe

多重比较进一步分析显示#对照

组平均*最快*最慢反应时与焦虑组和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0#1

*

!

%

#0#-

%#焦虑组与抑郁组平均*最快反应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与抑郁组反应错漏率比较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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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1

%#见表
.

'

?0@

!

听觉反应时测定结果
!

$

组间听觉反应时的平均*最快*

最慢反应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1

%'经
RQe

多重

比较进一步分析显示#对照组平均*最快*最慢反应时与焦虑组

和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1

*

!

%

#0#-

%#焦虑组

与抑郁组平均*最快反应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组反应

错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1

%#见表
$

'

表
.

!!

各组视觉复杂反应时各项指标比较$

M2;

&

7>

&

%X$.

%

组别 平均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 最慢反应时 反应错漏率$

5

%

对照组
$1%0$323.0.< ./.0-32"/03" "1.0/"23#0"% <0$%

焦虑组
"3-0"<23.01" $"30%.2/<0$" 1"30.32-"$0$. -#0-$

抑郁组
1."0//2%-0$1 "-10/$23"01$ 13.0"<2-$%031 -#0./

表
$

!!

各组听觉反应时各项指标比较$

M2;

&

7>

&

%X$.

%

组别 平均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 最慢反应时 反应错漏率$

5

%

对照组
.3$01/2"%01% .#/0/%2$/0/- $-%0/-23/03. 10"3

焦虑组
$./0/.2/%0." .%30$%2"<0$% $%"0"-2-/301$ 10%-

抑郁组
$<"03"2%.0/$ $1.01%2/30%- "-10312-1%0%. 10/.

@

!

讨
!!

论

反应时是心理学研究中一种很实用的评价人类活动的反

应变量和指标#过去常用于注意力*认知功能等方面的检

查(

1?/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测试工具日益精确化#反应时测

试的应用也日渐广泛#现阶段反应时不但应用于心理*生理基

础研究中#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病理*生理研究及疗效评价

中(

1

)

'由于反应时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测试对

象在年龄*性别*文化以及药物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控制#并配对

分组'结果显示!$

-

%焦虑症与对照组视觉简单反应时*视觉复

杂反应时以及听觉反应时的
"

项指标比较#其中平均*最快和

最慢反应时均明显延长#反应错漏率无明显差异'$

.

%抑郁组

与对照组视觉简单反应时*视觉复杂反应时以及听觉反应时的

"

项指标比较#其中平均*最快和最慢反应时均明显延长#视觉

复杂反应时中反应错漏率明显较多'$

$

%抑郁组
"

项指标除反

应错漏率外#其他指标明显延长于焦虑症组'焦虑症与抑郁症

患者反应时明显延长#而抑郁症患者延长更为突出'

]AK;NC6?

4

C>

等(

3

)和
QA>B9AK

等(

%

)研究认为#焦虑症患者的反应时间延

长#可能与其注意编码障碍及信息输入过程减慢有关'大量试

验也提示#抑郁症患者在需要前额叶皮层参与的任务中出现障

碍(

<?--

)

&也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反应速度普遍减慢#患者

对信息的探测能力和处理能力出现整体衰退现象(

-.?-1

)

'作者

认为抑郁患者反应时明显延长#可能与抑郁症患者缺乏动力去

更好地完成任务#或者从一个认知任务向另一个认知任务转换

存在困难#同时也受其警觉性下降的影响有关'

总之#本研究显示焦虑症与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神

经心理损害的特征#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焦虑症与抑郁症

的注意编码缺陷是由于中枢处理普遍减慢的原因#还是在执行

高级认知负荷任务时可利用的中枢处理资源减少所致'由于

本研究样本量尚小#还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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