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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3。一大脑诱发认识电位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 业病防治研究所 忘哲伟

九甲

P 3。 。
( P妇 是一种脑诱发电位

,

又称认识或识别 电

位 (co g n 沈ive p o’’ e l 1 t ia 」) 为事件
一
相关电位 (创 e 王T卜

r el at ed oP t e n t湘
s ,

ERP ) 的正 相 晚成 分 ( laet
P o s .iL iv e e o

m Pon
e毗

,

L P C )
。

196 5年 S傲 ,’o n等开始发现脑诱发电位的这 一 长

潜伏期成份
,

因它是在有关刺激出现后 3O 0m
s 左右发

生的正相波因而命名 P 3 。 。 。

P 3 。 。的检查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收集发生在哪 时

问的大脑细胞活动的生理数据
,

反映大脑整合过程的

功能状态
。
P 3 。 。

为一种选择性注意 (s e1砚 t ion 献--en
t io )n 的征象

,

反映对感觉性质进行分析判断的终结
。

P 3 。 。的潜伏期 (m s) 反映认识 (信息处理 ) 过程

所需的时间
,

潜伏期的改变反映完成评价刺激的时间

的改变
。

波幅 (产V )取决于任何特定事柞迫使人 改 变

策略的程度
。

用听觉
、

视觉或躯体感觉刺激均能诱发 P 3 。 。 。

以

听觉刺激诱发为例
,

给两种不同频率声刺激
,

其中随机

的不经常出现的靶喇激 (20 % )夹杂在 非靶刺激 ( 80 % )

中
,

让被检查者辨别靶刺激
,

用表面电极在头皮上记

录诱发电位
。

`

P 3 。 。究竟起源于皮质或为皮质与皮质下 多 处 起

源 (包括海马 ) 的总合
,

尚不清楚
。

故表面电极测得

P 3 。 。不能异常肯定为单纯皮质结构损害或功能异常
。

影响P , 。 。的瓜素
、 .

刺激因素
: P 30 。与靶及非靶刺激的 物 理 特

性无关
,

只要受检查者能区别两种刺激 即可
。

所给的刺激越复杂
,

靶刺激的机率 (P
r
ob ab il匆 )

越小
,

则波幅越高
,

潜伏期也越长
,

刺激的可预计性

越大
,

则波幅越小
。

刺激强度对潜伏期的影响相对较

小
,

例如在声刺激时
,

刺激强度 以 10 d B 递减
,

在声

强度 15 dB 阂以前
,

潜伏期保持恒定
,

1 5 d B时潜 伏 期

开始延长
。

2
.

年龄
:

老年人潜伏期较长
。

有报道用听觉诱

发记录于 C , 电极
,

超过 15 岁者
,

潜伏期随年 龄 增 高

而增长 ; 15 一 2 0岁者近于 30 似 飞̀ ; 70 岁者约 40 om s或

40 0功 s 以上
,

波幅 (N Z~ P s) 随年龄增高而明显下降
,

因较年老的人对在
“

噪声
”

背景及干扰其注意力的不

相关刺激中集中注意于相关的*lJ 激有
几

困难
。

但亦有报

道波幅及潜伏期 (听刺激诱发 ) 无年 龄 差 异 者
。

3
.

性别
:

有报道女性的波幅较高
。

潜伏期无性

别差异
。

P 3 。 。的波幅除与刺激机率
、

相关作业件as k r el e -

v

~ e) 有关外
,

尚与主观预测 s( u b je改加e e 苏p e c 一

t尽n c y )
、

被检者合作欠佳 ( e q u iv oc 凯沁n) 等有关
。

47 名

正常人听到刺激诱发
,

对不 同的文化程度及认识能力

(C C S E )测定均未发现P 3 。 。潜伏期的差异性
。

p 3 o 。的应用

对P 3 00 的功能意义
,

目前尚无统一的解释
。

P 3 。 。的测定有助于估计认识功能障碍
,

如 表现

情感特征的疾患
,

酒精中毒和精神分裂症
。

国外报道 10 例慢性酒精中毒者与 10 例年龄
、

性别

配对对照
。

饮酒 ) 1。年
,

禁酒至少 2 周
,

停用精神病

药至少一周后检查
,

P 3 。 。
的潜伏期

,

中毒组为 2 89娜
,

对照组为2 72 ms
,
波幅及反应时 ( 1七r )两组无 明显 差

异
。

许多资料表明过度饮酒者 P 3 00 的潜伏期 明 显延

长
,

而对波幅降低的资料则不一致
。

可能因不同病人

组的组成及认识缺陷的严重程度不同
。

P 3 。 。有助于研究药物的疗效及对脑 的 影 响
。

有

报道给吗啡
、

环己烯巴比妥
、

烟硷
,

在药物作用最大

的时间记录 P 30 。 ( P Z电极 )
,

与用药前或对 照 组 相

比
,

P 3 。 。
分别减少 18 %

、

20 %
、

2 7 %及 30 %
。

另 有报

道 P 3 。 。可作为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近期疗效 评 定的

客观 电生理参考指标
。

国外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P 3 。 。 的波幅降 低 已 有

一致的报道
,

而潜伏期延长与否并不一致
。

抑郁患者

P 3 。 。的潜伏期与对照组比未见差异
,

而波幅 降低的

资料亦不一致
。

此可能与不 同患者的精神 及 脑 结 构

(T )缺陷不同有关
。

有报道注意力缺陷疾患 ( a讥e川io n d e f泌迁 d卜

s o r d er
,

A D D )的儿童
, P s 。 o的波幅降低

。

据国外报道 80 % 以上的痴呆患者
,

巧
。。的潜伏期

较正常值延长
,

波幅则低于 正常值
。

一位在术后精神

症状明显改善者
,

潜伏期从延长转为正常范围
。

另有

潜伏期延长或 P 3 . 。消失者
,

精神功能恶化
。

记 忆成

份不受影响的患者潜伏期正常
。

P 3。 。 的潜伏期比 R T对认识活动的定时 (t 如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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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co gni t jv ea c ti viy t) 更相关
。

因 R T受许多因 素影

响
,

仅其中部分
,

如反应性选择 (哪 p o
sn

e 吕el etC 沁功

在性质上是属于认识的
。

国内有资料报道 梗塞 性 脑

血管患者与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组比较
,

C C S E 测定

认识能力下降 ( P < 0
。
0 1) 不如 P 3 。 。

的潜伏期延长显著

( P < 0
.

00 1)
。

P 3 。。潜伏期的测定可能较某些行 为 试

验精确和敏感
。

由于 P 。 。 。 缺乏解剖部位的特异性及对其发 生 起

源的了解不够
,

故无法阐明P , 。 。
异常者的病理生理

。

有些疾病的分类不明确
,

它们均可有认识障碍
。

不同

的药物
、

剂量
、

服药时间及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不同
,

加之测定方法不统 一
,

使 P 30 。作为神经精神疾病的

诊断指标尚有困难
,

目前临床应用不多
。

P 3 。 。 为一种测定认识能力的辅助方法
,

今 后 有

待进一步统一 测定方法
,

提出正常值
,

并 与 不 同的

E R p成份结合研究
,

在不同实验室及不同疾病间进行

比较
。

P 3 。 。在职业病领域里的应用更有待探索
。

职业医学中的神经行为学方法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 生职业病研究所 周晓蓉 何凤生

在低浓度的神经毒物长期作用下
,

接触者可出现

高级神经括动失调
。

_

其症状一般缺乏特异性
,

且常不

具客观体征
,

所表现的神经行为改变难以用一般神经

精神检查方法加以定量分级
。

自7 0年代后
,

国外推广

应用
一
些成套的神经行为学试验 (N e u r o b e h va io U留 a l

T印弋B a’ 优e r

ies ), 将心理学
、

行为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

方法
,

用以检查人的精神活动与神经生理功能
。

这类

方法现 已 日臻标准化
,

不仅广泛应用于职业中毒流行

病学研究中
,

作为毒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早斯效应的评

价指标
,

而且也用于职业病临床
,

作为某些职业神经

中毒辅助的诊断方法
。

人的精神活动及行为功能非常

复杂
,

这类检查方法种类繁多
,

而不何的毒物对神经

系统的影响各有差异
,

因此应根据有害因素的毒作用

特点
、

观察对象和研究目的来选择或建立所需要的神

经行为学检查方法和指标
。

理想的检查方法要求
:

①所反映的神经行为功能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 ②具有较高的有效性 ( v al id iyt )

和客观性
,

不受外来混杂因子 (如年龄
、

个 人 习 惯

等 ) 的影响 ; ③有足 以区分 “
正常

” 、 “

影响
” 、 “

病

例
”

的敏感性 ; ④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r el i al 姐勿 ) ,

重

复测验结果稳定
,

并便于定量比较 ; ⑤技术操作的复

杂程度及耗费的时间能与现场和临床的条件相适应
。

近十余年来
,

为检查感知
、

情绪
、

思维
、

智能
、

记忆
、

性格以及操作能力而发展和应用的心 理 行 为

测验数十个
,

伺一类测验所用方法差异也很大
。

至今

任何单项测验都不能全部达到上述要求或全面反映受

检者神经行为功能的变化
,

往往需要儿项试验成套进

行后
,

才能作出相对全面可靠的评价
。

现将职业医学中

应用较多的检查方法及其内容和功用
,

简 要 加 以 介

绍
。

一
、

检查方法

1
.

问诊检查 询间受试者的病史
、

症状
、

检查

时的自我感觉
。

2
.

智力测验 多选自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W e -

曲
e sl er A d u lt 俄ell i g e n o e S cal e ,

w A sI )o

( 1) 相似性 ( S加Uar 计ies )侧验
:

要求受试 者 说

出两样东西 (或一对词 ) 有什么相似之处
,

以检查一

般智力和言语概念联想能力
。

( 2) 数字广度 (D ig it S p异p )侧验
:

要求 受 试 者

顺背和倒背数字
, 以检查其对数字记忆的广度

。

( 3) 词汇 ( V议兔 b坦邵下 ) 测验
:
主试者读出一词

后
,

要求受试者在示词表上指出
,

并正确解释该词的

意义
,

以检查语言理解力
。

` 4 ) 数字译码测验 (D ig 抚 S y m b ol s u b st j认 Jt lo n

T
.est

,

D ss T ) :
根据每个数字配有不同的符号

,

要求

受试者在90 秒钟内尽快地将符号填在相应 的数 字 下

面
,

用以测验眼手协调
、

视觉感知和学习能力
。

( 5) 图画填充 (P i C士u阳 C o m P l et i o )n 测验
:

要

求受试者找出每个图上缺失的重要部分
,

测验感知和

概念形成的能力
,

要区别必需和无关的能力
。

( 6) 木块图 (B fo ek D 韶 ig n ) 测验
:

用 4 块或 9

块全红
、

全白
,

或半红半白的方积木
,

按主试者的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摆成图案
,

侧验视觉和分析空间关系

的能力
。

3
。

记忆检查 大都选 自韦氏记忆量表 ( W e -

山
e sl er Mem

o yr S cal
e ,

W M 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