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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交流"解决问题和其他较高水平的认知和知觉功

能性活动都需要注意的参与# 注意代表了基本的思维水平!

注意障碍对其他认知领域有负面影响$ 因此!注意的改善是

其它认知障碍训练的前提$

! 基本概念

!!! 概念

注意23445647-68 一般是指人们集中于某种特殊内%外环

境刺激而不被其他刺激分散的能力90:$ 这是一个主动过程!包

括警觉"选择和持续等多个成分$ 其中警觉是一个人对周围

环境反应的一种状态!是其它注意的先决条件&选 择 是 我 们

决定刺激对应于要做的事!这些事被认为是重要 的%有 趣 的

并能灵活地处理&持续是将注意维持一段时间的能力$

注 意 障 碍 23445647-6;<-6<564(347-6 =5>7<74?8是 指 当 进 行 一

项工作时!不能持续注意!注意持续时间短暂!容易分散 + 常

是脑损伤的后遗症 9!@#:$ 比较常见的是不能充分地注意!但对

简单刺激有反应!如声音或物体&比较严重的注 意 问 题 包 括

不能把注意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上!或分别注意同时发生

的两件事情$ 大多数脑损伤患者常抱怨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做

一件以上的事情!不能同时处理一项以上的活动$

!!" 注意的水平 90+A@B:$

!!"!! 重点注意2>-<C?5= 3445647-68’对特殊感觉2视 觉%听 觉%

触觉8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观察某人时!注意其特殊的面部特

征%言谈举止的细节等$

!!"!" 持续注意2?C?43765= 3445647-68’持续一段时间注意某项

活动或刺激的能力 + 又 称 之 为 集 中 2<-6<564(347-68!与 警 觉 有

关!它取决于紧张性觉醒的维持水平$ 这也是信息处理的底

线!如在公路上开车!看电视!在功能训练中观察病人等!都

需要此类注意$

!!"!# 选择性注意2?5.5<47D5 3445647-68’选择有关活动%任务!

而忽略无关刺激2如外界的噪音!内在的担心等8的能力&如在

客厅里别人看电视!你却在看报纸或做作业$ 这与有意向选

择某项活动有关$

!!"!$ 交 替 注 意 23.45(63476E 3445647-68’两 项 活 动 之 间 灵 活 转

移注意重点的能力&如正在做某项工作时!电话铃响了!你会

暂停工作去接电话!然后再恢复工作$

!!"!% 分 别 注 意 2=7D7=5= 3445647-68’对 多 项 活 动 同 时 反 应 的

能力!也称之为精神追踪2F5643. 4(3<G76E8%同时注意$ 如驾车

时!边开车边与旁边的乘客说话$

这 A 种注意类型能够在意识支配下或自动发挥作用$大

多数活动都需要 ! 种以上的注意$ 有意识地注意一般是缓慢

又费力!需要精力集中并涉及到一系列处理过程$ 如学习新

技能%解决某个问题等$ 而自动注意则较快!涉及平行的处理

过程!如展现已知的技能$

此外!从行为学角度考虑!根据注意时有无动作及其场

合! 又可分为!动作;行为性注意!直接朝着刺激方向思考和

行动的能力!也包含对刺激察觉和定向的能力$ "空间注意!
定向和注意一侧空间的能力$

!!# 注意的日间生理变化

注意的不同方面存在着 !# 小时周期性节律变化 9B:$例如

有意识或费力的注意过程在上午良好!午饭 后 下 降!下 午 又

再次升高&但自动注意过程整天无波动$ 一般而言!警觉与觉

醒上午开始在较低水平!到晚上逐渐上升到高峰水平$ 脑损

伤后!这些生物节律可能被改变$ 因此这些节律的破坏也是

影响注意力的因素之一!所以在设计促进脑损伤后最佳注意

恢复训练时!应考虑这种生物节律的波动$

" 注意的理论基础

"!! 信息处理理论

注意与信息处理有关!在(认知康复及其理论基础) 一

文中已述及该理论# 现在认为信息处理的模式一般有 H 种 9I:!

即按 顺 序 处 理 2?5(73.;?5JC56473. ’(-<5??76E8%平 行 处 理 2’3(3..5.
’(-<5??76E8%同时处理2?7FC.4365-C? ’(-<5??76E8# 早期的注意理

论强调限制注意的瓶颈2K-44.565<G8!即 许 多 刺 激 经 过 感 觉 通

路进入大脑时!被过滤!不能通过脑干的网状结构!或达不到

激活警觉系统的阈值#但后来 L<M657=5( 和 LM7>>(76 认为 9%:对于

非常熟悉%掌握很好的活动不需要注意!对个人的要求很少!

可进行自动处理!如日常生活活动或生活习 惯!这 种 处 理 是

信息的平行处理# 反之对于新的和不熟悉的困难活动则需要

注意!并需要控制过程!依赖反馈!称之为控制处理2<-64(-..5=
’(-<5??76E8!这种处理是信息的顺序处理#

信息处理能力包括处理的效率*5>>7<3<N+和处理速度两

个方面 9$*:$ 在效率上有人提出了注意的分层次进入观点236
3(ECF564 3E376?4 3 M75(3<M7<3. 3’’(-3<M8!见图 $$

信息处理的速度’注意的 A 个水平在处理速度上可同时

进行!每个水平可由简单到复杂!相互间联系密切!可互相影

响 及 转 换 $ 注 意 同 时 发 生 的 结 构 示 意 图 2?7FC.4365-C?
>(3F5O-(G -> 3445647-68如图 !$
"&" 特征整合理论

由 P(57?F36 提出 9$$:$ 该理论包含两个成份!分别注意!

用于自动地登记单个特征&"重点注意!用 于 搜 索 多 个 特 征

的结合和搜索遗失的特征$ 当注意过载时!会产生幻觉$

用 RSP 扫描进行的注意生物学研究确立了视觉搜索是

在大脑后部注意网络完成的!它位于顶叶皮质$ 但涉及词意

!讲座!

注意障碍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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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由大脑前部注意网络处理!它位于大脑的额区" 因此

不同类型的注意过程不是单独以某一个脑区为中心" 此外事

件相关电位技术已经证实注意期间的神经元活动"

对分别注意的研究显示!当人们开始同时接受几个刺激

时!其表现可能受不了!但是随着高强度练习之后!在某些分

别注意活动方面的表现可以改善"

用二重听觉听力技术对选择性注意的研究表明!人们几

乎很少注意不相关的信息! 他们可能注意说话者的性别!偶

尔注意是否提到自已的名字!但是不注意无关的信息"

!"# 影响因素

!"#"$ 主观努力234567. 488-(69#涉及很大主观努力的活动!需

要共用整个注意能力$

!%#"! 技能 2:;<..9#经反复练习后的活动减少了注意的需求!

所以更多的能力被用来参与其他活动$

!"#"# 动机与觉醒23-6<=76<-5 75> 7(-?:7.9#增加了用于分配

的总体能力"

# 注意功能与大脑定位

同记忆一样!注意在大脑皮质区域有广泛分布!前额皮

质%额叶的扣带回%颞上回%丘脑和脑干的网状结构均与注意

有关" @-:54( 等人 A0!B描述了前警觉后定向系统这样一种注意

模式" !警觉系统位于前额叶和前扣带皮质!这些区域接受

丘脑和脑干网状结构觉醒系统的神经纤维投射" "定向系统

位于内侧顶叶和颞上回 A0CD0#B" 因此脑损伤患者包括脑血管意

外%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中毒都可导致注意障碍"

一 般 持 续 注 意 障 碍 与 额 叶%颞 叶%顶 叶 损 伤!尾 状 核 损

伤!基底节和脑干损伤有关$重点注意障碍除与额叶%颞叶损

伤有关外!还与大脑内侧皮质和边缘通路有关$弥 漫 性 脑 损

伤%额叶%顶叶损伤可导致分别注意障碍" 由此可见!一个部

位的损伤可出现多种注意障碍!反之!某种注意 障 碍 与 脑 多

个部位损害有关"

& 注意障碍的临床表现

脑损伤后注意能力将会降低! 具体表现为!!需要高度

集中精力的活动变得困难$"比较容易和熟悉的活动可能需

要更多注意$#觉醒水平降低!行为表现慢!在所有活动中都

需要集中注意力$$另一方面!觉醒水平增高导致紧张!可干

扰复杂活动的行为表现"

’ 注意障碍的康复

’%$ 康复评估

一般脑部创伤的认知功能评估可通过使用标准化测验

2:675>7(><E4> 4F73<576<-59及 功 能 活 动 行 为 观 察 2>7<.G 7H6<=<"
6<4: -I:4(=76<-59 而得知!注意障碍也不例外 AJB" 标准化测验包

括筛选评估2KH(445<5L 4F73<576<-59及特定评估2:’4H<8<H 4F73"
<576<-59" 标准化测验的好处是提供客观%可靠的数据!及可以

重复记录患者的认知功能"

’%$%$ 标准化测验#大多数用于评价脑功能的认知或神经心

理学检查都包含有一般的注意成分!如用于筛选评估的神经

行为认知状态测试 26M4 54?(-I4M7=<-(7. H-L5<6<=4 :676?: 4F"
73<576<-5N1OKP9!常见的特定注意评估包括!Q<..<73#: 数字顺

背 及 逆 背 测 验 2Q<..<73$: ><L<6 :’75 64:6D8-(R7(> S I7H;"
R7(>9!注 意 过 程 测 验 2766456<-5 ’(-H4:: 64:6+ &@T9+及 日 常 生

活注意测验264:6 -8 4=4(G>7G 766456<-5+TP&9等"

’%$%! 信息处理速度和效率的测试# 除上述标准化测试外!

注意过程可通过评价信息处理速度 和 效 率 的 测 试 以 及 注 意

力水平的测试直接评估"

’%$%!%$ 定 时 测 验 26<34> 64:69#如 Q&UKDV 的 行 为 表 现 分 测

验! 特别适用于能够完成任务但不 能 按 规 定 时 间 完 成 的 患

者"

’%$%!%! W7.:647>DV4<675 神 经 心 理 学 测 试 量 表 2W7.:647>D
V4<675 14?(-’:GHM-.-L<H7. T4:6 X7664(G!WV1TX9#适用于视觉

筛查 各 项 测 试 中 表 现 比 较 慢 的 患 者 以 及 在 K47:M-(4 节 律 性

测试中表现有相当障碍者"

’%$%!%# 步 调 听 觉 连 续 附 加 任 务 测 试 26M4 @7H4> &?><6-(G
K4(<7. &>><6<-5 T7:;N@&KT9 #适用于当步调的听觉刺激间 的

间隔减少时!行为表现的困难程度增加者"

’%$%# 注意水平的测试#几种注意类型都有许多相应量表进

行测试 A$YB!如连线测试26(7<. 37;<5L 64:6 & S X&!Q&UKDV 数

字符号分测验2><L<6 :G3I-. :?I64:6: -8 6M4 Q&UKDV9!数学分

测验 27(<6M346<H :?I64:6: -8 6M4 Q&UKDV9!Q<:H-5:<5 纸 牌 分

类测试2Q<:H-5:<5 H7(> :-(6<5L 64:69N数字警觉测试 2><L<6 =<L<"
.75H4 64:69N连 续 行 为 测 试 2H-56<5?-?: ’4(8-(375H4 64:69N 临 床

实践中根据需要加以选择"

’%$%& 虚 拟 技 术 的 应 用 2=<(6?7. (47.<6GN,V9#虚 拟 是 一 项 新 兴

的技术!大家熟悉的飞行员%汽车驾驶员的模拟训练N 打游戏

机等均是侵入性和非侵入性虚拟技术的应用" OM(<:6<75:45 和

同事 AC$B描述了利用电脑模仿一个虚拟厨房N 脑外伤患者置身

其中进行常规备餐活动" 由此评估患者处理事务及信息排序

的能力!这些例子都是可重复使用的评估特定认知功能的工

具!是对脑外伤患者传统康复评估的补充"

’%! 康复训练

’%!%$ 康复原则# 注意障碍的康复是认知康复的中心问题!

精神追踪2Z4567. 6(7H;<5L9
!

注意的灵活性2&66456<-57. 8.4F<I<.<6G9
!

选择性注意2K4.4H6<=4 766456<-59
!

持续注意2K?:67<54> 766456<-59
!

警觉状态2&.4(654::9
图 $ 注意的分层次进入观点

图 ! 注意同时发生的结构示意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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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只是认知障碍的一个方面" 只有纠正了注意障碍!记

忆#学习#交流#解决问题等认知障碍的康复才能有效地进行

2$34" 因此在训练中应遵循如下原则!
!"#"$%$ 每次训练前!在给予口令#建议#提供信息或改变活

动时!应确信病人有注意$如果可能!要求复述已说过的话"

!"&%$%& 应用功能性活动治疗!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活动中!提

高注意能力与应变力"

!%&%$%’ 避免干扰!运用环境能影响活动执行这个概念!治疗

应先在一个安静#不会引起注意力分散的环境下 进 行!逐 渐

转移到接近正常和正常的环境中执行"

!%&%$%( 当病人注意改善时!逐渐增加治疗时间和任务难度"

!%&%)%! 教会病人主动地观察周围环境! 识别引起潜在的精

神不集中的因素!并排除它们或改变它们的位置!如电视机 "
收音机位置或开着的门等"

!%&%$%* 强调按活动顺序完成每个步骤! 并准确地解释为什

么这样做"

!+&%$%, 与患者及家人一起制定目标!实施训练计划"鼓励家

人#照顾者参与训练!使其了解患者情况及照顾技巧!鼓励他

们在非治疗时间应用训练时所学到的技巧督促患者"

!%&%$%- 在注意训练的同时!应兼顾其他认知障碍的康复!如

记忆力#定向力#判断力及执行功能等"

!%&%& 训练方法"

!%&%&%$ 信 息 处 理 训 练 5678-(9:;6-7 ’(-<=>> ;(:6767?@%可 采 用

如下方法进行"

兴趣法%用病人感兴趣或熟悉的活动刺激注意!如使用

电脑游戏#专门编制的软件#虚拟的应用等"

示范法%示范你想要病人做的活动!并用语言提示他们!

以多种感觉方式将要做的活动展现在患者眼前!这样有助于

患者知道让他们集中注意的信息" 如打太极拳!一边让病人

看到刚柔共济#舒展流畅的动作!一边抑扬顿挫 地 讲 解 动 作

要领!使病人视觉#听觉都调动起来!加强注意"

奖赏法%用词语称赞或其他强化刺激增加所希望的注意

行为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 希望的注意反应出现之后!

立即给予奖励" 临床上常用的代币法就是一种奖赏方法"

电话交谈%在电话中交谈比面对面谈话更易集中患者注

意力!这是由于电话提供的刺激更专一" 因此应鼓励不同住

的家人#亲友和朋友打电话给患者聊天!特别是 他 所 感 兴 趣

的话题"

!%&%&%& 以技术为基础的训练5>A6..BC:>=D ;(:6767?E%这种训练

不仅要集中注意力!尚需要一些理解#判断能力" 包括如下方

法!!猜测游戏$"删除作业$#时间感$$数目顺序"

!%&%&%’ 分类训练5>’=<686< ’(-<=>> ;(:6767?E%其目的是提高患

者不同难度的注意力" 操作方式多以纸笔练习形式进行!要

求患者按指示完成功课纸上的练习!或对录音带#电 脑 中 的

指示做出适当的反应2$%4" 內容按照注意力的分类可分为持续

性#选择性#交替性及分别性注意训练"

!%&%&%( 电脑辅助法% 电脑游戏等软件对注意的改善有极大

帮助" 通过丰富多彩的画面!声音提示及主动参与5使用特制

的键盘与鼠标E能够强烈吸引患者的注意!根据注意障碍的不

同成份!可设计不同程序!让患者操作完成" 如模拟产品质量

检验的软件即可训练注意#警觉性#视知觉等" 实际上!电脑

辅助的认知康复训练5F&FGE软件可归纳 为 两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干 预 方 法 2!04 即 特 殊 活 动 的 方 法 和 分 等 级 的 方 法 5;H=
H6=(:(<H6<:. :’’(-:<HE" 前者是针对某一特殊的认知障碍编写

程序给予训练!例如有注意问题的患者接受训练注意的程序

软件!通过训练达到改善注意之目的" 后者按循序渐进的方

式从基本训练开始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认知功能"

!%&%&%! 综合性训练5<-9’(=H=7>6I= ’(-<=>> ;(:6767?E%用于日

常生活活动的训练!要处理或代偿的策略取决于脑损伤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特殊挑战 234" 例如一个接待员需要学

习在工作环境中怎样消除分散注意力的技能!保持警觉直到

活动被完成为止"

* 单侧忽略症及其康复

*%$ 概述

单 侧 忽 略 症 5J76.:;=(:. I6>J:. 7=?.=<;+ K,1E 可 分 为 单

侧身体和单侧空间的忽略!前者可能是感觉 处 理#身 体 图 缺

陷或注意障碍所致$后者是注意障碍或向对 侧 空 间#运 动 计

划的精神再现障碍" 这均是注意障碍的特殊形式!也可称之

为半侧视空间失认" 常见于右侧顶叶脑损伤!左侧忽略 2!LB!04"

患者不理会忽略侧的事+如不梳理忽略侧的头发#不吃忽略侧

的饭菜#时常碰撞忽略侧的物件!也影响阅读#写字" K,1 严

重影响患者功能恢复" 单侧忽略与大脑存在如下定位关系!单
侧身体忽略与非优势半球内侧顶叶!背外侧额叶!扣带回#网

状结构有关$而单侧空间忽略与右半球内侧顶叶5最常见并严

重E#左顶叶#丘脑#基底节#背外侧额叶#扣带回有关"

*%& 评估

主 要 针 对 单 侧 忽 略 症 采 用 的 评 估 是 行 为 忽 略 测 验 5C=#
H:I6-(:. 67:;;=7;6-7 ;=>;+MNOE" 行为忽略测验是一个标准化及

生活化的测验!由著名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 P6.>-7 M& 及职

业治疗师 F-<ACJ(7!QR S:..6?:7!T)于 0%U3 年制订" MNO 评估

内容有 V 个传统式测试及 % 个行为式测试!两个平行版本"

*%’ 康复训练

*%’%$ 综合训练法%对单侧忽略重要的处理是不断让患者集

中注意他所忽略的一侧 2!LB!#4" 如家属#治疗师站在患者忽略的

一侧和他谈话或训练患者$向忽略侧提供触觉#扣打#按 摩#

冷等感觉刺激$ 将患者急需的物体故意放在患者的忽略侧!

让患者用另一侧手越过中线去取$让患者向 健 侧 翻 身!鼓 励

他用病侧上肢或下肢向前探!若患者没有足够的运动功能去

完成动作!可让他用健手帮助患手$在患者 忽 略 侧 内 用 颜 色

鲜艳的物体或手电筒光提醒他对该侧的注意$但在患者生活

环境中!在症状未克服之前!为了避免碰撞和损伤患者!易碰

撞和易伤患者的物体仍暂放于患者健侧为宜$阅读时为避免

漏读!可在忽略侧的极端放上颜色鲜艳的规 尺!或 让 患 者 用

手摸着书的边缘!从边缘处开始阅读"

*%’%& 前庭刺激法% 给 予 前 庭 多 种 刺 激 有 助 于 改 善 单 侧 忽

略" 左侧经皮神经电刺激 2WX4#颈部肌肉的本体感觉性刺激如

左侧颈后肌的振动#不同方向的转颈活动对前庭均有刺激作

用 2WVBW34!有助于空间意想" 在记忆障碍训练中的视觉意想 2WU4技

术对单侧忽略也有帮助"

WL%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年!第 $% 卷!第 # 期 !"#$%&% ’()*$+, (- .%"+/#,#0+0#($ 1%2#3#$%! &’() !**#+ ,-./ 0%+ 1-)#

!"#"$ 代偿方法"近年来!有采用 一 些 代 偿 方 法 纠 正 单 侧 忽

略的报道# 方法包括"!配戴棱镜23%4!棱镜的作用是将对侧视

野移向中间!有报道中风单侧忽略患者配戴 # 周 后!视 知 觉

活动获得明显改善#"眼罩2#*4!健侧配戴眼罩或同时给予忽略

侧刺激!可达到有益的效果# #录相反馈法 2#$4!利用录相监测

患者的作业活动!如在厨房中的烹调!然后通过 放 在 右 侧 的

荧光屏幕把诸如馅饼皮放在烘箱托架上 的 作 业 程 序 反 馈 给

患者!他通过观看自己完成这些活动的录相带!可 重 新 学 习

到完成这些作业活动更多的方法# 或通过录相看自己的作业

活动!引起注意!纠正一些不恰当的做法!避免烧伤$烫 伤 等

情况发生#

% 家属的参与和帮助

注意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家属应鼓励患者持之以恒地

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通过长时间的训练!通过 不 断 重 复 强

化!以及将步骤方法简化!配合环境辅助!患者可以掌握到一

定的注意技能并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加以应用# 另一方面!家

人在给予支持的同时不应过分呵护# 患者及家人也可以加入

到本地的社区或互助组织中!在团体活动中互相 支 持!促 进

社交活动的参与!藉此鼓励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巩固注意

能力及其他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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