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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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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丘脑是否参与以外界物体为中心"

EJJ"LC,DG#L

#和以观察者为中心"

C

>

"LC,DG#L

#坐标系之间的信息整合$

方法
!

分别以
5

名健康人及
1

例左侧丘脑腹后核"

dT

#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测定其在物体位置辨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对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试验结果提示当视觉刺激出现在屏幕右侧"

C

>

"LC,DG#L

方向为右#时!

C

>

"LC,DG#L

和
EJJ"LC,D#L

不兼容

时的手动反应时间明显缩短(

EJJ"LC,DG#L

方向为左时!不兼容与兼容条件下手动反应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屏幕右

侧
C

>

"LC,DG#L

和
EJJ"LC,D#L

不兼容时的手动反应时间较两者兼容的手动反应时间增加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而与

对侧两者不兼容的手动反应时间相比!则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左侧丘脑腹后核参与了对侧
C

>

"LC,.

DG#L

和
EJJ"LC,D#L

信息不兼容条件下的空间信息整合!延长了手动反应时间$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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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腹侧核'空间信息'皮质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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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察者为中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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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G#L

%坐标系信息主要存在于背侧

额顶环路+以外界物体为中心$

EJJ"LC,DG#L

%信息主要位于于腹

侧颞枕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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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EJJ"LC,DG#L

信息能影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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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G#L

坐标

系定位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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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G#L

信息能影响
EJJ"LC,DG#L

坐标

系的信息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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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眼动区$

M[2

%的神经元活动同时

参与两者信息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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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EJJ"LC,D#L

和
C

>

"LC,DG#L

坐标系信

息可以相互影响+哪些脑区可能参与了这两者信息的整合还

不清楚+丘脑是各种感觉信息在皮层下的重要中继站#同时在

各大脑皮层之间的信息传递中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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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局限

性丘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两种坐标系信息整合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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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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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1

例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死患者来自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患者
$

*

1

的年龄为
05

*

5/

岁%+

常规头
;A8

检查$飞利浦#

$&56

#层厚
)==

#

6$

*

61

加权像及

2X98A

像%证实左侧丘脑梗死病灶并排除其他部位的病灶+

病灶见图
$

*

1

+

1

例患者均表现出典型的急性脑血管病症状+

该院
5

名年龄匹配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参与本试验+试验组

及对照组既往均无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无严重行动不便$至少
$

侧上肢肢体肌力为
5

级%+神经

心理学检查证实记忆*视空间感知*执行功能及快速眼动无损

伤+向患者及对照组交代试验目的及具体事项#征得同意后#

签署由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批准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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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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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设备
!

7A6

彩色显示器$

11

英寸#

;#D+IP#+F#

A!H115O

>

Ĉ=MI= <$0(9

刷新率!

$%% Rg

#屏幕分辨率!

$1/%̀ ()%

%+红外光源眼位置追踪仪$

[

K

CJ#,?$%%%

#采样率

为
$%%%Rg

#加拿大
MAAC+CEGLF

公司%+

;96X9W

软件
1%%(

版本#

6FC;EDFU"G?+

公司提供#与
T+

K

LFD""JP"3

$

T6W.'

%联

合运用实现试验参数的设置#并记录*储存*分析试验数据+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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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物体位置辨别任务!被试者正对显示屏#开始时要

求盯住屏幕中央注视点$半径!

%&'m

视角度%#

)%%

&

$%%%=+

后#视觉刺激$大*小两个圆#半径)

$&5m

*

%&)m

视角度#颜色)红*

蓝*绿中随机的
1

种%#出现在屏幕左或右上方$向左或右
$&15

*

'&-5

*

)&15

*

/&-5m

视角度%+被试者根据大圆相对于小圆的位

置尽可能快地做出手动反应!若大圆在小圆的右侧#则按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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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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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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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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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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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医师#主要从事低氧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分子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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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方向键#反之#则按下向左的方向键#见图
'9

+

[

K

CJ#,?

$%%%

记录眼动参数#

;EDJEP

记录并计算手动反应时间+根据

视觉刺激出现在屏幕左右及大圆相对于小圆的位置将试验分

为
0

类#即 ,

XX

-*,

XA

-*,

AA

-*,

AX

-+进一步地#,

XX

-*,

AA

-

归为
EJJ"LC,DG#L

与
C

>

"LC,DG#L

方向一致$兼容%#而将,

XA

-*

,

AX

-归为
EJJ"LC,DG#L

与
C

>

"LC,DG#L

方向相反$不兼容#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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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手试验任务!由于患者
X<a

在试验数据采集时右上肢

肌力为
5

@

#为了排除肢体无力本身所致的手动反应时间的偏

差#作者要求其用左手做出手动反应+如
$

组任务中#若大圆

出现在小圆的右侧#其尽可能快的按中间键+反之#则什么都

不做#等待试验结束+在下一组任务中#相反条件下做出手动

反应+

每组试验之前用
[

K

CJ#,?

对受试者进行
)

个点模式的眼

位置校准+若试验中眼睛未能盯准注视点#试验任务结束

$

PGCE?

%#进入下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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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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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X98A

)

N

!矢状位)红色箭头!梗死部位+

图
$

!!

丘脑梗死患者
$

的
;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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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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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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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状位)红色箭头!梗死部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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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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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

计算手动反应时间!由于手动反应时间不服

从正态分布#作者采用广义极值分布模型$

>

C,CGEJ#gC!C3DGC=C

BEJIC

#

Z[d

%

&

$%

'对受试者的手动反应时间的分布进行拟合+广

义极值分布见公式$

$

%#其中
D

$

3

%由公式$

1

%计算得出#

%

#

+

及
,

分别代表曲线的位置#分布幅度及曲线的偏斜程度+其平均值

通过公式$

'

%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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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两手之间固有的手动反应时间差值!由于在手动反应

中#优势手的反应时间较非优势手短&

$$

'

+为了排除左右两手

这种固有的反应时间的差别#作者用
C

>

"LC,DG#L

和
EJJ"LC,DG#L

兼容条件下左手摁键的时间减去右手摁键的时间算出固有的

手动反应时间差值+再将左手的手动反应时间减去固有的手

动反应时间差值作为校正后的左手手动反应时间+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TMM$)&%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所有计量资料以
B_>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

1 检验#组间

比较行
7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9

!试验任务示意图)

W

!实验分类示意图+

图
'

!!

位置判别任务及试验分类

A

!

结
!!

果

!!

对于错误试验$按错键%及眼睛未能盯准注视点$

H#3ED#",

PGCE?+

%的试验#作者不对其进行后期的数据分析+在作者试

验中#

-

个受试者
0/$'

次任务中共有错误试验及
H#3ED#",

PGCE?+

试验
(5

次$排除率为
$&(-]

%+

A&@

!

对照组位置判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特点
!

图
0

显示

的是
5

名健康受试者在位置判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当

C

>

"LC,DG#L

和
EJJ"LC,D#L

方向不一致$

XA

*

AX

#蓝色线左侧部分

及红色线右侧部分%时手动反应时间较两者方向一致$

AA

*

XX

#蓝色线右侧部分及红色线左侧部分%时显著增加$

EJJ"

右!

!f%&%%$1

#

EJJ"

左!

!f/&-1')`$%

@0

%+且当
C

>

"LC,DG#L

和

EJJ"LC,D#L

方向不一致时#手动反应时间随视觉刺激距屏幕正

中距离增加逐渐延长#而对于
C

>

"LC,DG#L

和
EJJ"LC,D#L

方向一致

时#手动反应时间与视觉刺激的偏心距离无明显关系+

!!

红色虚线!大圆在小圆左侧)蓝色虚线!大圆在小圆右侧)

X

!左)

A

!右+

图
0

!!

健康受试者在位置判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

A&A

!

试验组位置判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特点
!

图
5

表示

的是
1

例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死患者$

XS2

#

X<a

%的手动反应时

间+作者发现病损对侧$右侧%不兼容条件下手动反应时间明

显缩短$红线右侧部分所示%+当
EJJ"LC,DG#L

方向为右时#不兼

容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间较兼容条件下手动反应时间显著增

加$

XS2

!

!f%&%0$

#

X<a

!

!f'&--`$%

@5

%+然而#当
EJJ"LC,.

DG#L

方向为左时#不兼容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间较兼容条件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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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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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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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手动反应时间增加不明显$

XS2

!

!f%&-$-

#

X<a

!

!f%&1$'

%+

当视觉刺激出现在病灶同侧$左侧%时#不兼容条件下手动反应

时间明显长于兼容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间$

XS2

!

!f%&%0

#

X<a

!

!f$&$0̀ $%

@)

%#当视觉刺激出现在病灶对侧$右侧%#不

兼容条件下与兼容条件下患者的手动反应时间差距不明显

$

XS2

!

!f%&'-'

#

X<a

!

!f%&%''1

%+

1

例患者数据综合统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

%+

不兼容条件下#当视觉刺激出现在病灶对侧$右侧%时手动

反应时间明显小于视觉刺激出现在病灶同侧$左侧%的手动反

应时间$

XS2

!

!f%&%'0$

#

X<a

!

!f%&%1/)

%#并与病灶同侧兼

容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间近似$

XS2

!

!f%&//)

#

X<a

!

!f

%&'0'

%+结果表明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死后导致病灶对侧
C

>

".

LC,DG#L

和
EJJ"LC,D#L

方向不一致条件下的手动反应时间明显降

低#提示左侧丘脑腹后核作为一个节点参与了对侧视野
C

>

".

LC,DG#L

和
EJJ"LC,D#L

不兼容条件下空间信息整合#并且该种整

合延长了反应时间+

!!

9

!患者
XS2

的手动反应时间)

W

患者
X<a

的手动反应时间)

X

!

左)

A

!右+

图
5

!!

1

例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患者在位置判别

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

B

!

讨
!!

论

!!

作者的试验以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死患者为试验对象测试

其在物体位置辨别任务中的手动反应时间+结果发现与对照

组相比#左侧丘脑腹后核梗死患者在不兼容条件下病损对侧手

动反应时间明显缩短+这提示左侧丘脑腹后核可能参与了对

侧视野
C

>

"LC,DG#L

和
EJJ"LC,D#L

信息不兼容条件下的空间信息

整合+并同时通过健康人及丘脑损伤患者验证了
cF"I

等&

1

'

前期关于
C

>

"LC,DG#L

信息能影响
EJJ"LC,DG#L

坐标系信息处理速

度的结论+

一直以来#大量研究发现
EJJ"LC,DG#L

信息能影响
C

>

"LC,.

DG#L

坐标系信息的准确性#而
C

>

"LC,DG#L

信息不能影响
EJJ"LC,.

DG#L

坐标系信息的准确性&

$%.$$

'

+若将一个小的目标点置于大

的背景中#若目标点偏向背景的右侧#感知到的目标点的位置

较其实际位置更靠近右侧#反之则更靠近左侧+这提示目标物

相对于背景的位置能影响人们对外界物体的位置判断+然而#

定量分析发现目标物相对于观察者的位置不能影响观察者对

目标物相对于背景位置的判断&

$1

'

+

cF"I

等&

1

'及本试验发现当
C

>

"LC,DG#L

和
EJJ"LC,D#L

方向相

反时#受试者的手动反应时间较两者方向相同时明显增加+这

提示
C

>

"LC,DG#L

信息能影响
EJJ"LC,DG#L

坐标系的信息处理速

度+这些试验结果表明这两种空间定位坐标系在功能上是相

互关联的!

EJJ"LC,DG#L

信息能影响
C

>

"LC,DG#L

坐标系定位的准

确性#

C

>

"LC,DG#L

信息能影响
EJJ"LC,DG#L

坐标系信息的处理速

度+目前不清楚为什么这两种坐标系互相影响不同的信息处

理因素+本研究推测可能与
C

>

"LC,DG#L

坐标系更强调外界物

体相对于观察者的位置#而
EJJ"LC,DG#L

坐标系信息更强调外界

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

前期的报道认为丘脑左右核团功能不对称!左侧丘脑更侧

重于语言功能#右侧丘脑在视觉空间信息中起重要作用&

$'

'

+

作者的试验结果发现左侧丘脑亦在空间信息整合中起重要重

用+然而#由于缺乏右侧丘脑相应核团梗死患者的行为学数

据#作者不清楚右侧丘脑是否具有类似空间信息整合功能+

本研究的局限性!试验例数太少#结果仅仅提示左侧丘脑

腹后核参与了对侧视野
C

>

"LC,DG#L

和
EJJ"LC,D#L

信息不兼容条

件下的空间信息整合的试验现象#后续需要大样本量的试验分

析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在本试验中仅仅只收集到了左侧丘脑

核团梗死的患者#缺乏右侧相关核团发生病损的对照数据+

参考文献

&

$

'

ME

*

9

#

7"

*

E,b

#

;I+CJW

#

CDEJ&2I,LD#",EJ,CIG".E,ED"=

K

"HC

>

"LC,DG#LBCG+I+EJJ"LC,DG#L+

4

ELCGC

4

GC+C,DED#",

&

a

'

&

VCIG"

4

F

K

+#"J7J#,

#

1%$0

#

00

$

$

%!

''.0%&

&

1

'

cF"Ib

#

X#Ib

#

cFE,

>

U

#

CDEJ&9+

K

==CDG#L#,HJIC,LC"H

C

>

"LC,DG#LGC

4

GC+C,DED#",",D"EJJ"LC,DG#L

4

CGLC

4

D#",

&

a

'

&a

VCIG"+L#

#

1%$1

#

'1

$

10

%!

/'50./')%&

&

'

'

W#+JC

K

aU

#

Z"J!PCG

>

;[&9DDC,D#",

#

#,DC,D#",

#

E,!

4

G#"G#D

K

#,

DFC

4

EG#CDEJJ"PC

&

a

'

&9,,IACBVCIG"+L#

#

1%$%

#

''

!

$.1$&

&

0

'

REL?CDD69

#

MDC

4

,#CO+?E8

#

eEE+aR&6FEJE="L"GD#LEJL",.

,CLD#",+"HDFC

4

EGEPCJDEI!#D"G

K

L"GDC3#,=ELE

Q

IC=",?C

K

+

&

a

'

&a7"=

4

VCIG"J

#

$((/

#

0%%

$

1

%!

1-$.1/)&

&

5

'

RCDFCG#,

>

D",RT

#

eIg,#CL?

K

A8

#

d#BC+e

#

CDEJ&9+IPL"G.

D#LEJ,CDO"G?"H!

K

+HI,LD#",#,6X[=CE+IGC!P

K

=E

>

,CD.

#LGC+",E,LC+

4

CLDG"+L"

4K

&

a

'

&VCIG"J"

>K

#

1%%-

#

)(

$

10

%!

115).11)5&

&

)

'

;""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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