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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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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老年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的认知功能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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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健康子女"一

级亲属组#%

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

21

名健康老年人"健康对照组#均接受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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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记忆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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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7648

#%连线测验"

838.9

#%数字符号"

:4

;

#及数字广度"

:4

<

#测验评估认知功能!采用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

一级亲属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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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记忆商"

3=

#%连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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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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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显著高于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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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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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成绩与患者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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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成分类数%连线时间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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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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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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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反应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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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生活事件%

>593

%

个性%亲子关系%既往职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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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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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受教育年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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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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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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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续反应数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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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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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续反应数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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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完成分类数呈显著负相关!

与连线时间成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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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亲子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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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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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存

在明显的执行功能障碍!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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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严重且广泛的认知功能损

害#是精神分裂症核心症状之一#其亲属也较其他类型精神障

碍患者的亲属多存在认知功能的改变&

$.0

'

)如何早期发现和治

疗具有分裂质的个体#对预防或推迟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可能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作者从遗传因素的角度对此进行研

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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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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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一级亲属组来源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1%$1

年
$

月至
1%$'

年
'

月门诊或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健

康子女#无明显重大躯体疾病和神经精神疾病#年龄
$/

!

2(

岁#排除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及有色弱*色盲者#智力正常

$

V=

%

/%

分%#自愿参加本研究)共随机收集
2%

名精神分裂症

-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2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计划项目$

1%$$.1.0%$

%

!

作者简介!蒋国庆$

$()/W

%#本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卫生研究

工作)

!

#

!

通讯作者#

5.N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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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E"J#,G

S"

+#,E&G"N

)



患者的健康子女
0/

名$一户
$

名%#排除因故不能参加与不愿

接受调查者
$/

名#符合入组标准的一级亲属
'%

例#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00

!

2(

岁#平均$

2$&2%X0&/)

%岁(受教育年

限
)

!

$)

年#平均$

$1&%'X'&)1

%年)患者组
2%

例#符合国际

疾病分类标准码
$%

$

V6:.$%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病

情稳定#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Y@4

%评分小于
0%

分#年龄

)%

!

/%

岁#小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征求患者家属或监护人意

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共患其他精神疾

病*视听障碍无法完成认知检查以及目前正接受其他临床研究

者(其中男
$2

例#女
'2

例(年龄
)2

!

-(

岁#平均$

-$&%)X

0&(/

%岁(总病程
)

个月至
0'

年#平均$

1%&-2X$'&22

%年(受教

育年限
1

!

$)

年#平均$

)&-0X0&%$

%年)健康对照组
21

例#来

源于居住在养老机构或社区家庭的健康老人#

'

代内无重性精

神病史#年龄
)%

!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1X-&/-

%岁(受教育年限
1

!

$)

年#平均$

-&21X

0&1/

%年)以上
'

组之间经方差分析或
!

1 检验#一级亲属组与

患者组*健康对照组比较#性别及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

>&?

!

方法
!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3345

%*

临床记忆量表$

634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7648

%*连线

测验$

838.9

%*数字符号$

:4

;

%及数字广度$

:4

<

%测验作为神

经心理学检查工具&

2.)

'

)本文分析的认知测验指标包括

3345

总分*记忆商$

3=

%*持续反应数*持续错误数*完成分

类数*总正确数*总错误数*连线时间*

:4

;

及
:4

<

评分)分析

的精神科脑电域图像
>593

指标包括
>593

总体结果*基本

频率功率*对称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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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Y44$)&%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分

别作两均数比较的独立样本
=

检验*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T4:

检验*

!

1 检验*

YBEK+",

相关分析及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控制量#对一级

亲属组与健康对照组*一级亲属组与患者组之间作协方差分

析)统计采用双侧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级亲属组与患者组*健康对照组的认知成绩比较
!

一

级亲属组的
3345

总分及
3=

*连线赶时间*

:4

;

*

:4

<

成绩均

显著高于患者组$

!

$

%&%2

%#其
7648

成绩与患者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其完成分类数*连线时间显著低于健康

对照组$

!

$

%&%2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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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认知功能的多因素分析
!

以

3345

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受教年限*婚姻状态*既往职

业*个性*生活事件*亲子关系*饮酒*吸烟及
>593

$包括总体

结果*基本频率功率及对称性%等
$$

项因素为自变量#经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受教育年限*

>593

$总体结果%进入回归方程#

决定系数$

"

1

%

?%&1-)

#

B?2&$0$

#

!?%&%$'

#经检验#受教育

年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以持续反应数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受教年限*

>593

$基本频率功率%进入回归方

程#决定系数
"

1

?%&011

#

B?(&/02

#

!?%&%%$

#经检验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2

%)以
3=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生

活事件*

>593

$对称性%*个性*亲子关系*既往职业进入回归

方程#决定系数
"

1

?%&0-2

#

B?0&''2

#

!?%&%%)

#经检验#仅

生活事件及
>593

$对称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的认知功能与有关资料的相关性
!

受教育年限与
3345

总分*

3=

呈显著正相关$

!

$

%&%2

%#与

持续反应数呈显著负相关$

!

$

%&%$

%(

>593

与持续反应数呈

显著正相关$

!

$

%&%$

%(年龄与完成分类数呈显著正相关#与

连线时间呈显著负相关$

!

$

%&%2

%(生活事件*亲子关系与
3=

成显著负相关$

!

$

%&%2

%#见表
1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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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的认知成绩比较$

5XC

%

项目 一级亲属组 患者组 健康对照组

3345

总分$分%

1)&)'X1&22

!

10&(%X'&%' 12&--X1&22

指向记忆分$分%

$$&0-X0&%0

G

(&$1X0&''

O

$1&)'X0&-%

联想学习分$分%

$1&(%X1&22 $1&)0X1&/' $'&%%X'&$(

图像自由回忆分$分%

(&0-X0&$$ /&%)X2&%)

O

(&--X0&$$

无意义图形再认分$分%

-&2'X-&-$ -&%/X-&%0

O

(&1(X-&/)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分%

$0&(%X0&'2 $'&')X'&(1 $'&-'X)&$)

记忆量表总分$分%

2)&'%X$)&2' 2%&'0X$2&/0

O

2/&21X$)&%/

3= ))&/%X$)&2-

G

2(&21X$'&0)

O

-1&2/X$0&12

总正确数
$11&('X$'&(( $1)&11X/&1)

E

$1$&'2X$0&%(

总错误数
)/&('X1-&%( -'&-1X1'&(0

O

2/&2(X'%&(-

持续反应数
'2&%-X$-&)( 0%&0)X$/&$0 '1&2/X12&(%

持续错误数
'&1'X0&/2 '&$0X2&0/ '&-'X'&00

完成分类数
$&('X1&1-

EG

$&21X1&%%

O

'&%(X1&'$

连线时间$

+

%

$$$&$%X2%&/0

E

$'1&1/X21&$0

O

/(&12X'%&0)

:4

;

$-&2%X/&((

G

$'&/1X)&'-

O

$(&%1X/&10

:4

<

/&)'X1&0)

!

-&1%X$&-)

O

(&1'X$&(/

!!

E

!

!

$

%&%2

#

O

!

!

$

%&%$

#与健康组比较#

G

!

!

$

%&%2

#

!

!

!

$

%&%$

#与

患者组比较)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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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的认知功能与有关资料的相关性$

<

%

相关因素
3345 3=

持续反应 持续错误 完成分类 总正确数 总错误数 连线时间
:4

;

:4

<

性别
%&%'1 W%&%-/ %&$02 %&%1% W%&%2' %&1%- %&%/) W%&$)2 W%&%() %&%(/

年龄
W%&$00 W%&%00 %&$(' W%&%'' W%&'('

E

%&'/(

E

%&022

E

%&0$/

E

W%&0/'

O

W%&0'-

E

受教育年限
%&0$'

E

%&00)

E

W%&2-%

O

W%&%-- %&'0' W%&0$%

E

W%&0'-

E

W%&1%2 %&''0 %&0%%

E

既往职业
%&12% %&$22 W%&$0- %&$$% %&%)) %&$)2 W%&$20 W%&$(' %&$-0 %&$/2

生活事件
W%&$($ W%&'/'

E

%&1/2 W%&121 W%&'2/ %&$/0 %&'%1 W%&%-0 %&%2- W%&1%%

亲子关系
W%&1// W%&001

E

%&'1( W%&$0$ W%&$/) W%&%2( %&$/- %&0%)

E

W%&'(0

E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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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精神分裂症一级亲属的认知功能与有关资料的相关性$

<

%

相关因素
3345 3=

持续反应 持续错误 完成分类 总正确数 总错误数 连线时间
:4

;

:4

<

个性
%&%(1 W%&$(' W%&%0$ %&$00 %&111 %&%1' W%&%/2 W%&$/0 %&1%( %&10/

脑电总结
%&'21 %&'%- W%&'$( %&%-) %&$(2 W%&%'1 W%&$1/ W%&101 %&''$ %&0)$

E

基本频率功率
W%&1)- W%&1)) %&2%%

O

W%&$-1 W%&2('

O

%&01-

E

%&2/1

O

%&2%2

O

W%&'1- W%&22)

O

对称性
%&$'1 %&'%% W%&$)( %&$$) %&1$$ W%&$1) W%&$)/ %&$'0 %&%(/ %&$(%

!!

E

!

!

$

%&%2

#

O

!

!

$

%&%$

)

@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一级亲属的完成分类数*连线时间较健

康对照组差#说明一级亲属执行功能*注意力*运动速度有明显

下降(一级亲属的测验成绩均显著优于患者组#证实患者存在

执行功能等障碍)与
ZEF,

等&

/

'及
ZEI+BK

等&

(

'研究发现精神

分裂症患者及其前驱期均存在持续注意力受损的结论相同)

目前研究发现&

$%.$$

'

#神经认知功能缺陷不但是精神分裂

症的重要临床症状群之一#而且是疾病的素质因素#因为其存

在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前驱期及分裂症期)张治坤等&

$1

'研究

认为#认知缺陷是否能够作为预测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指标#必

须满足下述
'

个条件!$

$

%这种认知损害的程度和百分比在精

神分裂症患者中要远高于健康人群($

1

%这种认知损害应当在

症状突出时和症状缓解后都持续存在($

'

%这种认知损害应当

不成比例地出现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中)前两点已

经过大量实践证实#而本研究也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

存在认知功能缺陷#这与
5

D

E,

等&

$'

'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和
>593

两个因素对认知

功能的回归贡献最大)相关分析发现#一级亲属受教育年限越

短#

>593

异常越严重#年龄越大#执行功能越差)无论是

>593

总体结果*基本频率功率或是对称性#

'

个指标均分别

进入了
3345

*持续反应数*

3=

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说明

>593

确实对被试的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提示
7648

结合

>593

的动态变化可以作为早期发现和干预精神分裂症一级

亲属的重要指标)回归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是影响总体认知

功能的主要因素#与记忆和执行功能关系密切)因此#提高一

级亲属的文化水平对于改善其认知功能有促进作用)再者发

现#亲子关系和生活事件也与记忆显著相关#亲子关系越差#生

活事件越多#认知功能下降越明显#与宋美等&

$0

'研究一致#提

示改善家庭关系*减少应激事件均有助于防治精神分裂症一级

亲属的认知功能障碍)一级亲属的认知障碍不仅给本人和家

庭带来痛苦#同时也影响患者的康复与预后&

$2

'

)因此#应及早

对认知障碍较重的一级亲属进行药物干预或认知矫正治疗#以

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和促进患者疾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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