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讨论

经络氧疗法由祝总骧教授创立, 将针刺和吸氧相结合, 通过

运行气血,协调阴阳,被认为具有促进大脑血液循环和代谢活动

的作用 [ 2]。而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静息态下额叶局部脑血

流量减少
[ 3]
。故本研究取印堂、百会、足三里和内关,四穴配合吸

氧,使脑髓充足、醒脑生阳,宁心安神。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络氧联合喹硫平治疗精神分裂与单用喹

硫平比较, 12周末 PANSS和 CG I评分显示前者的阴性、阳性症状

和总体疗效均优于后者,与张跃坤等
[ 4]
研究相一致。本研究中经

络氧联合喹硫平治疗组的静坐不能、震颤等药物副作用明显少于

单一药物治疗组, TESS中神经系统副作用评分也较低,提示经络

氧联合喹硫平治疗不仅疗效较好, 且静坐不能和震颤等锥体外系

副反应少些。都弘等
[ 5]
研究也证实经络氧可有效拮抗精神病药

所致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总有效率为 100%。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经络氧联合喹硫平治疗比单一药物治疗

对患者的注意和执行功能有更明显的改善,表现在研究组较对照

组的MWSCT坚持错误数较低,数字划销测验总失误率较低而总

净分较高;相应地治疗后研究组 PSP评分增加也明显高于对照

组。提示经络氧联合喹硫平治疗可更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

但鉴于本研究的设计,在评估时难以做到严格的盲法,可能导致

主观偏倚,且样本量也不大,故此研究的初步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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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隔间腔异常增大的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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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透明隔间腔 记忆功能

透明隔是两层含有神经纤维和灰质细胞的薄膜,位于两侧脑

室之间构成侧脑室内壁。透明隔间腔 ( cavum septi pelluc idum,

CSP )在 80%的新生儿脑内可见,在 2% ~ 4%的成年人仍然保留。

透明隔的损害可引起健忘
[ 1]
、神经和精神心理障碍

[ 2]
, 成年宽大

CSP可能与癫痫 [ 3 ]、阅读困难、视觉损害或精神障碍有关。故本文

对收集到的 7例具有宽大 CSP人群的多种认知功能进行了观察。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为来自 2007~ 2009年在多项课题研究中作为正常

对照人群头部磁共振扫描时发现的具有宽大 CSP基底部的 7例个

体,女性 3例,男性 4例,年龄 20~ 30岁,平均 ( 23 5 2 1 )岁。根据

Bodensteiner等对宽大 CSP的定义
[ 3]

,本文选择基底部大于 10 mm的

CSP作为研究对象。 CSP的体积最小为 10 30 20 mm
3
, 最大为 20

40 20mm
3
。选择 16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男 8名,女 8名。

年龄 20~ 30岁,平均 ( 24 1 2 5)岁。两组之间性别 ( t= 0 64 )、年

龄 ( t= 0 50 )、受教育年限 ( t= 0 25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表明组间有可比性。由于都无明显症状, CSP研究对象既往

未曾接受药物治疗。所有被试都无以下情况: 其他脑部畸形; 神

经病症状; 过去有致昏迷的脑外伤史; 既往无心、肺等疾病史。

所有被试在实验前都被告知实验目的,并签属知情同意。

1. 2 认知功能测试:测试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心理实验

室进行,包括: 采用中文版韦氏记忆量表选择性测试工作记忆、图

片再生和短时记忆、联想记忆; 词语和空间的高负载工作记忆任

务; 汉字自由回忆、汉字、脸孔和图像再认来检测长时程外显记忆;

残图命名用来检测内隐记忆,而序列反应时用来检测简单视觉运

动内隐程序性学习; Rey-O sterrieth复杂图形测验用来估计短时和

长时视觉构建能力和视觉记忆。 R ey听觉语词学习测验用来测试

短时和长时词语记忆能力。 瑞文智力测试。整个测试需要约 2h,

其中  均采用计算机测试。

1. 3 统计方法:所有数据都用 SPSS 11 0进行分析。序列反应时和

复杂图形测验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其余测试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

析,检验水准 = 0 05。

1. 4 结果:所有研究对象 CSP基底部宽度都大于 1 cm, 正常对照组

人群 CSP正常。所有被试胼胝体未见异常。见图 1。宽大 CSP组在

韦克斯勒记忆量表各项测试中只有 100- 1读数错误显著多于正常

对照组 ( t= 2 81, P < 0 05) ,词语 ( t= 2 50, P< 0 05)和空间工作记

忆 ( t= 2 42, P < 0 05 )、复杂图形短时程 ( t= 4 03, P < 0 01)和长时

程 ( t= 3 71, P < 0 01 )记忆测试成绩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两组间

瑞文智力 ( t= 0 78, P > 0 05 )、自由回忆 ( t= 0 88, P> 0 05 )、汉字 ( t

= 1 01, P > 0 05 )、脸孔 ( t= 1 28, P > 0 05 )和图像再认 ( t= 0 77, P

> 0 05)、残图命名 ( t= 1 16, P > 0 05 )、序列反应时 (F = 1 80, P >

0 05)和听觉语词学习测验成绩 (F = 1 05, P > 0 05)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2 讨论

本研究表明成年后 CSP的异常增大可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主要表现高负荷工作记忆和复杂图形任务操作明显缺陷。这与

既往研究类似。Bodensteiner等
[ 3]
对 9例 CSA基底部宽度大于 1

cm的儿童研究结果表明其中 8例伴有认知障碍。Berti等 [ 1 ]在透

明隔手术患者中发现 Rey复杂图形记忆障碍。 F lashman等
[ 2 ]
的

研究显示, CSP的体积与认知障碍正相关; 精神分裂症伴 CSP的

患者中较大基底部 CSP的患者词语学习和记忆能力障碍比小

CSP的更严重。

宽大 CSA人群认知障碍可能与腔隙内脑脊液压迫了周围神

经组织,特别是隔核有关。例如, Su llivan等
[ 5 ]
的研究表明内侧隔

核的体积与词语工作记忆成正相关,而外侧隔核能够整合空间工

作记忆
[ 6]
。隔核与海马、杏仁复合体和丘脑背内侧核都有纤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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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宽大 CSP人群 (下 )和正常对照组 (上 )透明隔间腔的磁共振图像

表 1 宽大 CSP组和正常对照组认知功能比较 x s

组别 n

韦氏记忆

数字广度
100- 1 积累 再生 图片 联想

正背 倒背

CSP组 7 9. 22 1. 33 6. 60 1. 83 184. 62 11. 241) 100. 52 13. 12 13. 01 1. 44 16. 53 1. 90 20. 21 0. 86

对照组 16 9. 25 1. 10 6. 91 1. 34 215. 53 13. 31 101. 44 11. 12 13. 42 1. 14 16. 65 1. 80 20. 26 1. 09

组别 n 汉字自由回忆 汉字再认 脸孔再认 图像再认 残图命名
工作记忆 复杂图形测验

词语 空间 短时回忆 长时回忆

CSP组 7 14. 47 5. 08 41. 32 3. 78 28. 89 3. 56 24. 60 1. 64 18. 24 6. 22 67. 06 5. 341) 69. 41 5. 231) 18. 17 3. 542) 19. 12 2. 842)

对照组 16 14. 44 4. 31 42. 11 4. 71 30. 13 3. 90 24. 02 1. 67 19. 02 6. 61 74. 66 3. 73 74. 69 4. 14 33. 79 2. 80 33. 12 3. 13

组别 n
序列反应时测试

B lock 1 B lock 2 B lock 3 B lock 4 B lock 5 B lock 6

CSP组 7 593. 78 196. 61 510. 09 91. 82 476. 01 86. 02 447. 67 104. 03 446. 03 118. 04 516. 22 94. 21

对照组 16 590. 11 143. 43 529. 37 108. 89 481. 11 106. 74 472. 71 119. 71 449. 42 104. 14 545. 45 112. 29

组别 n
Rey听觉语词学习测验

第一遍测试 第二遍测试 第三遍测试 第四遍测试 第五遍测试 第六遍测试

CSP组 7 9. 02 2. 05 12. 12 2. 37 13. 67 1. 39 13. 95 1. 23 14. 38 1. 17 14. 02 1. 44

对照组 16 8. 60 2. 16 12. 25 2. 11 13. 32 2. 18 13. 87 1. 82 14. 26 1. 60 13. 94 1. 86

1)与对照组比较,经 t检验, P < 0. 05; 2)与对照组比较,经 t检验, P < 0. 01

接,这些连接组成了 Papez环路。另外,隔核头端接受杏仁核的

纤维支配,再发出纤维到达丘脑背内侧核, 进而与前额叶皮质

联系
[ 1]
。前额叶也是参与工作记忆和负责复杂图形回忆的主要

脑区。因此, 认知能力的损害也可能与这两条环路受到损害有

关。

总之,本研究表明透明隔的异常可导致隔核纤维连接环路相

关脑区负责的认知能力缺陷,因此在临床中应重视透明隔的病

变,在脑内手术中应尽量避免伤及透明隔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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