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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轻度认知障碍：是介于正常衰老与痴呆的过渡状态，是相对于年龄与教育程度的记忆或其他认知功能减退，

记忆力、语言功能、注意力、执行能力等不同认知领域的减退，以记忆力减退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国际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工作组在 2003 年制定了轻度认知障碍的诊断标准：①有认知主诉，本人或知情者提供的

认知功能障碍线索；②有认知功能损害的客观证据，选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进行评分，高中及以上文

化程度者≤26 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25 分，且主要表现为记忆项异常者；③日常生活能力正常或仅

有复杂日常能力轻度减退；④简易认知状态量表≥24 分，不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诊断为

痴呆的标准。 

语义记忆：包括对词语的意义、概念与事实的记忆。语义记忆涉及概念和实际知识是储存。广义上语义记

忆包括对世界的所有认识。严格意义上的语义记忆，则是根据命名、分类任务判定。语义记忆障碍的患者

表现为对熟悉的物品命名障碍。轻度的可能表现为语义分类词生成的减少，而严重的语义记忆障碍则表现

为告知物品用途也不能进行命名，或给予名称也不能说出物品的用途，严重者可能表现为常识的缺失。 

 

摘要 

背景：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神经系统退化疾病，以认知下降为主要特点。认知力下降会导致老年人

逐渐失去自我照料的能力，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轻度认知障碍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前驱状态，尽早对轻

度认知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对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目的：针对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评估与治疗的发展及未来前景做一综述。 

方法：应用计算机在 PubMed、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检索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评估、

治疗的相关研究，检索关键词为“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semantic memory impairment，semantic memory 

deficit，语义记忆，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轻度认知损害”，检索时间为 200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结果与结论：语义记忆障碍为轻度认知障碍的主要临床症状之一，有一定的特异性。目前有不同类型的记

忆量表可作为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的神经心理学测量，颞叶、额叶和前运动区可能参与语义记忆环

路。针对性的语义记忆神经生理学及辅助检查，靶向进行语义记忆康复训练，可利于早期识别轻度认知障

碍的发生与转化。 

关键词： 

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功能性磁共振；语义能力测试；语义启动；神经生理学测量；重复经颅电刺激；

运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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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点— 

 (1)文章探讨轻度认知障碍
患者的语义记忆变化，以
帮助临床上对轻度认知
障碍语义损伤的测量； 

(2)提出合适的方法可提高
对轻度认知障碍语义损
伤的检测与治疗，提高检
测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数据： 
综合了近 10
年有关轻度
认知功能障
碍语义记忆
障碍的研究
成果和实验。 

方法： 
从临床表现、
神经心理学
测量、可能心
理神经机制
与神经环路、
康复现状进
行归纳。 

结果： 
为临床上对
轻度认知障
碍语义损伤
的早期诊断
与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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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lzheimer’s disease is a 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egenerativ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ognitive decline. Cognitive 

decline can make the elderly gradually losing their self-care ability, which eventually affects daily life and activities.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a precursor stat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to diagnose and trea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semantic memory disorders due to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A computer-based retrieval of PubMed, Web of Science, CNKI, and WanFang was performed for related studies on 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emantic memory. The keywords wer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semantic memory 

impairment, semantic memory defici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The retrieval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09 to November 2019. 

RESULTS AND CONCLUSION: Semantic memory disorder is one of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has 

certain specific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memory scales that can be used as neurophysiological measures of semantic 

memory disorder due to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temporal lobe, frontal lobe, and premotor region may participate in the semantic 

memory loop. Targeted semantic memory neurophysiology and auxiliary examinations, and targeted semantic mem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be helpful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the 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semantic memor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emantic ability test; semantic initiation; 

neuro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exercise therapy 

Fund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Project, No. S201910570004 (to ZY) 

 

0  引言  Introduction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神经系统退化疾病，以

认知下降为主要特点。认知力下降会导致老年人逐渐失

去自我照料的能力，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轻度认知障

碍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前驱状态，尽早对轻度认知障碍

进行诊断和治疗，对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发展有重大的意

义。作者希望通过探讨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临床表现、神

经心理学测量、可能心理神经机制与神经环路、康复现

状，为临床上对轻度认知障碍语义损伤的早期诊断与治

疗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第一作者检索“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semantic memory impairment，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轻度认知损

害”等关键词，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进

行检索，检索结果包括中文文献与英文文献。 

检索文献时限：2009年1月至2019年11月。 

检索数据库：①PubMed(www.ncbi.nlm.nih.gov/ 

pubmed)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提供的一个免费信息

检索系统，主要提供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检索；②Web 

of Science(login.webofknowledge.com/)支持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文献检索，数据来源

于期刊、图书、专利、会议录、网络资源(包括免费开放

资源)等；③中国知网(www.cnki.ne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8 

200 多 种 重 要 期 刊 ； ④ 万 方 数 据 库

(www.wanfangdata.com.cn)是由万方数据公司开发的，

涵盖期刊、会议纪要、论文、学术成果、学术会议论文

的大型网络数据库；也是和中国知网齐名的中国专业的

学术数据库。 

检索途径：包括关键词检索、主题词检索、摘要检

索、全文检索等。 

检索方法：由第一作者用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电子

资源数据库中的PubMed、中国知网及万方资源数据库

检索发表在2009年至2019年的文章，检索词分别为

“semantic memory impairment；semantic memory”

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轻度认知损害；语义记忆”。

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语义记忆临床表现，语义记忆损害

神经生理学测量，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神经环路，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语义记忆治疗等4方面进行总结。共检

索到1 572篇文章，按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

共纳入78篇文章。 

检索文献类型：包括研究原著，综述，述评，经验

交流，病例报告，荟萃分析等。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涉及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的相关研

究；②涉及语义记忆损害神经生理学测量的相关研究；

③涉及语义记忆治疗的相关研究；④纳入文献中的引用

文献。 

排除标准：①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文献；②内容重

复的文献。 

1.3  文献筛选流程  通过PubMed、Web of Science、

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关键词在2014年到2019年

所发表相关中英文文献1 572篇，使用NoteExpress软件

排除重复后，纳入非重复文献101篇，浏览全文后排除

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文献，最终纳入文献78篇。其中9

篇介绍了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的临床特征，43篇

语义记忆的各种神经生理学测量应用，14篇介绍了语义

记忆可能相关神经环路，12篇介绍了语义记忆各种康复

手段的研究进展。 

 

2  结果  Results  

2.1  轻度认知障碍与语义记忆的关系  轻度认知障碍指

介于正常认知的老年人与痴呆之间过渡状态
[1]
。轻度认

知障碍进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转化率为10%-15%
[2]
，其

中在语义记忆任务表现不佳的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患

者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更甚
[3]
。 

语义记忆在广义上是指对世界的所有认识
[4]
，而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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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单纯指对于词义的知识，包括对词语的意义、概念

与事实的记忆等。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义记忆障碍的临

床表现为主诉记忆下降、命名能力下降
[5]
、语言流畅性

下降等。老年痴呆患者普遍存在语义损害
[6]
。尽早进行

积极、相对准确的语义记忆评估，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不仅可以客观了解病情，并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康复计划

促进认知障碍的康复，拟定准确的治疗方案和出院计

划，促进患者尽早参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减轻

家庭与社会负担。目前针对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神经

心理学测量应用并不广泛，其中涉及的神经环路需进一

步探明。 

2.2  轻度认知障碍的语义记忆障碍形式、可能神经心理机制

与检测方法 

2.2.1  语义记忆障碍形式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普遍有

主诉记忆下降
[7]
。CAFFARRA等

[8-9]
的研究发现轻度认知

障碍患者在语义流畅性、命名的任务得分较低。 

物品命名障碍：命名需要具备视觉分析、语义知识

和单词产生3种功能。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不同神经心

理学测试中均表现命名功能明显受损
[10]

。在图片命名任

务中，额颞叶语言功能区(双侧颞上回、颞中回左侧额下

回、左侧梭状回)及视皮质(BA18)激活
[11-12]

，而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的前颞叶萎缩与语义错误呈现出相关性
[13]

。

在波士顿命名测试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表现出语义处

理的失败
[14]

。BALTHZAR等
[5]
在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命名

任务失败后提供语义线索和语音线索后，发现轻度认知

障碍患者的命名任务表现没有明显差异。在阿尔茨海默

病发展的早期，语义记忆的下降被证明是注意力和/或访

问过程的障碍。因此可推论轻度认知障碍命名障碍可能

是语义提取或处理失败所致。 

著名面孔命名识别障碍：著名面孔识别涉及了身体

特征或形态特征(如身高、面部特征等)的识别，面部特

征的激活输入到大脑的人脸识别单元，而人脸识别单元

则可激活个人识别节点系统，继而进入语义识别
[15]

。因

而著名人物识别的障碍可能与语义检索困难有关。

AHMED等
[16]

认为著名人物属于专有名词，在语义网络

的连接节点较少，提取难度较大，容易损伤。

ESTEVEZ-GONZALEZ等
[17]

发现著名面孔测试得分较

低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转化为痴呆的风险较高。

JOUBERT等
[9]
使用一系列评估测试发现轻度认知障碍

患者的语义记忆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了损害，其中著名人

物最为明显。其之后的研究还发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

义障碍与前颞叶以及前额叶皮质的皮质萎缩有关
[18]

。上

述研究结果表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语义障碍可能是

由于名人知识的选择、操作和检索的困难。 

语言流畅性降低：语言流畅性涉及患者的的记忆、

语言(命名、理解、语义知识)等认知功能
[19]

。语义记忆障

碍会影响语言流畅性。语义记忆储存退化与无效的对存

储信息访问的机制可造成语言流畅性任务的错误。前额

叶、颞叶、海马等脑区为语言流畅性的神经生理基础
[20]

。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左背侧颞叶、右下部颞叶等脑区可见

灰质容积减少
[21]

，这正好解释了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言

流畅性下降的现象。肖世富等
[22]

发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词汇流畅测试得分均明显下降，且在搜索语义记忆存储

时出现困难。在语言流畅性测试中患者需要记住前面的

词语，需要寻找新的词；而当患者找不到需要的词语的

时候可能会出现重复，导致出现语义图形出现交叉，节

点密集，面积变小
[23]

。SAXTON等
[24]

对1.5-5.0年内转化

为痴呆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其言语

流畅性，特别是种类流畅性的下降，可作为预测轻度认

知障碍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指标之一。VAUGHAN等
[25]

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 

词定义任务表现下降：词定义任务可包括物品、动

作、名人或抽象名词(如“妒忌”“愤怒”)的定义任务。

而具体哪一种定义任务更能发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

语义损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报道。KIM等
[26]

发现抽象

定义任务更能反映轻度认知障碍的语义损伤。GARDINI

等
[27]

认为定义任务表现下降原因可能与默认模式网络

连接增加有关，这可能会导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视觉命

名方面的语义记忆缺陷。CAFFARRA等
[8]
则发现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在名人定义任务表现较差，且磁共振检查发

现相对于对照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副海马、额叶和扣

带皮质和杏仁核的灰质减少。 

语义启动减慢：语义启动效应是指阈上呈现的启动词

对随后出现的与目标词(与启动词有语义联系关系)在词

汇确认上的促进作用，隐藏启动范式、快速序列视觉呈现

范式等心理学检查广泛用于语义启动效应的研究
[28]

。额叶

已被证实参与语义启动，是语义加工重要的脑区。

DUONG等
[29]

的研究表明，轻度认知障碍的语义记忆障碍

可能与语义搜索期间的抑制缺陷有关。 

词汇决定任务反应迟缓：词汇决定任务常用于研究

词汇通达过程，用于探测呈现的刺激是否存储在心理词

典中
[30]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词汇决定任务中表现反应较

慢，表明轻度认知障碍有较差的分析处理能力
[31]

。假词越

复杂，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表现显得更差。轻度认知障碍的

执行功能障碍延迟了对假词的识别
[32]

。在执行高难度词汇

决定任务时，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枕颞区和下额叶皮质网

络活化减少，双侧前扣带回皮质中活化增加
[33]

。 

语义记忆检索异常：KRAUT等
[34]

开发了语义客体检

索测验，该测验为针对语义记忆的测试，KRAUT其后的

研究发现语义客体检索测验表现显著受损与额叶功能下

降有关。LI等
[35]

其后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发

现皮质抑制障碍可影响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测验中的语

义整合，造成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义提取的失败。 

错误记忆：错误记忆指记忆提取过程中将未曾学习

过的刺激误认为学过的，受记忆编码加工有关
[36]

。错误

记忆范式广泛用于错误记忆的研究中。BELLEVILLE等
[37]

认为错误记忆的产生涉及激活和检测过程，而语义激活

过程的累积与有效检测的受阻则会导致错误记忆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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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DANNHAUSER等
[38]

的研究表明语义编码与左前额

叶皮质有关，因而推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错误记忆可

能与语义编码障碍有关。 

2.2.2  神经心理学测量  目前常见语义记忆神经生理

学检查有单项的语义记忆测量与成套的语义记忆测验

工具。常用语义记忆表现检查方法见表1。 

 

 

 

 

 

 

 

 

 

 

 

 

 

 

 

 

 

 

 

 

 

 

 

 

 

除了针对与语义记忆搜索、加工、编码等功能的单

项测试，也有成套的语义记忆测试工具，如汉语语义能

力测试，可用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语义记忆检测，具

有良好的诊断和甄别语义损伤的能力。该测试分为5种

任务
[40]

，具体测量项目见表2。 

除了汉语语义能力测验，简易认知状态量表、蒙特

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41]

、听觉词语学习测验华山版、记忆

及执行功能筛查亦广泛用于轻度认知障碍的语义记忆

中物品命名、语言流畅性的检测
[19，42-43]

。不同量表在轻

度认知障碍诊断时表现不同：①简易认知状态量表在轻

度认知障碍识别有特异度和敏感度较高，在不同截取值

敏感度波动较大，且受教育水平影响，其在识别正常老

年人与轻度认知障碍中作用有限
[43-45]

；②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用于轻度认知障碍诊断时敏感性优于简易认

知状态量表
[43-44]

，但易受教育水平影响；③相对于简易

认知状态量表，记忆及执行功能筛查对轻度认知障碍的

识别作用较强，且不受文化程度影响；④听觉词语学习

测验华山版针对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减退的

临床特征，测验中使用的12个词词语难度在小学课本范

围，可有效避免了教育水平的干扰
[46]

，在遗忘型轻度认

知功能障碍诊断中优于简易认知状态量表和蒙特利尔

认知评估量表
[47]

。 

 

 

 

 

 

 

 

 

 

 

 

 

 

 

 

 

 

2.3  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可能的神经机制与环路    

多年来已经有很学者对语义记忆存储和检索的概念和

机制模型进行研究，主要是通过功能性成像，如结构和

扩散磁共振成像数据构建的脑结构网络以及利用脑电

图/脑磁图数据对语义记忆的功能分区进行研究。现有的

研究显示，与语义记忆的表征有关的神经网络主要涉及

颞叶、额叶、丘脑、前运动区等区域。 

2.3.1  颞叶与额叶  MARTIN等
[48]

学者的研究表明左

前额叶下皮质的特定区域与颞叶可参与语义记忆的检

索、检测、选择和维护。ZHANG等
[49]

的研究发现具有

明显内侧颞叶萎缩的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表现出

比没有内侧颞叶萎缩的受试者更低的语义聚类比。颞叶

的解剖位置靠近视觉处理区域，有研究发现在当受试注

视暗示运动的物体静态图像时，后侧颞叶皮质已经有激

活，亦证明颞叶在检索中的作用
[50-51]

。 

2.3.2  前运动区  HART等
[52]

在2013年揭示了语义记

忆的可能神经环路，提出了前运动区-丘脑相互作用控

制在语义检索的基本过程。在语义检索开始时，前运动

区启动与语义记忆子系统编码相关联的多个皮质区域

之间相互作用，当检索正确储存器时丘脑与前运动区的

发生联系，指定搜索过程的结束以及从多个语义存储子

系统中检索对象的结果。整个环路由尾状核调节，参与

校正和抑制不正确的目标记忆。 

  基于大量的病理与功能神经成像证据，人脑的语义

处理模型可能如下
[53]

：视觉等感觉系统提供经验输入给

颞叶和下额顶叶收敛带，存储越来越多关于事件的认

识，并对内部的目标进行表征。背内侧核下侧前额皮质

控制目标导向激活和选择存储在颞顶叶的信息。后扣带

表 1  常用语义记忆表现检查方法 

检查项目 流程 

物体图片

命名 

向被测试者展示常见的物体图片，常见类别包括有生命类物体和

无生命类物体，要求受测者逐一说出图片所代表的物体名称。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中受试需要对犀牛、狮子、骆驼进行命名，

时间限制为1 min。简易认知状态量表则需要受试命名 2种物品(铅

笔、手表)。中文版波士顿命名测试需要受试命名 30 种物品图片，

20 s 内不正确或不能回答则提供语义线索，提供语义线索 20 s 后

仍不能回答或不正确，则进行选择命名。记录正确命名、提示命

名、选择命名三部分的正确率 

著名面孔

识别 

依次向受试展示影响力持续至少 15 年的人物(如毛泽东)的图片，

通常为 40 张，要求受试者说出图片所表示的人物姓名。错误率较

高的图片将会被剔除。如果受试不能说出图片说呈现人物的名字，

若提供 2 种语义细节也可以视为正确 

言语流畅

性测试 

受试者就某一范畴在规定时间(1 min 或 90 s)内列举尽量多的例

子，以产生的词语数量来测量。常用范畴有动物、蔬菜、水果、F

或 A 开头的单词。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中要求受试 1 min 内尽

量多的说出动物的名字，多于或等于 11 个则得 1 分 

语义启动

任务 

先向受试呈现一个启动词，紧接呈现目标词或者非词刺激，受试

需快速、准确判断呈现的刺激是词还是非词，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和错误率 

词汇决定

任务 

向被测试者呈现 1 个单词，要求被试判断是真词或假词。记录被

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语义客体

检索测验 

同一组单词派生 56 对词对，包括有意义配对(如“humps”和

“desert”与“camel”有关 )和无意义配对 (如“humps”与

“monitor”)，受试判断两个词语之间是否有联系，记录正答率。 

错误记忆 被试学习多组有语义联系的词，每组词都有语义联系，在随后的

测试中加入和之前学过的词有语义联系的新词，被试判断该词是

否学习过，包括学习过的旧词，相关新词与无关新词。常用错误

记忆范式作为实验范式[39]，以虚报率为测量指标 

 

表 2  汉语语义能力测试项目 

项目 步骤 

口语图片命

名任务 

共含 140 个项目，包含动作、动物、蔬菜水果、工具、可操作

物、不可操作物、著名人物 7 个范畴，每个范畴 20 分项目。每

个项目在触摸屏上给受试者呈现 1 张图片并要求说出图片的名

称。最长反应时间为 1 min，超时则跳过该项目。正确命名记 1

分，错误命名或不能命名记 0 分 

图片语义关

联匹配任务 

共 70 个项目，范畴同口语图片命名任务。每个范畴 10 个项目

每个项目在触摸屏上呈现 3 张图片(同属同一范畴)，上面为目标

图片，被试者要求从下面 2 张图片选取与目标图片关系最紧密

的图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最长反应时间为 1 min。正确

记 1 分，误选或超时记 0 分 

词汇语义关

联匹配任务 

共 70 个项目，为图片语义关联匹配任务的文字版，呈现方式、

记录与积分同图片语义关联匹配任务 

词图核证任

务 

共 70 个项目，每个范畴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在屏幕上方显示

1 个词语，下方显示 1 张图片，受试判断该词汇与图片是否匹配。

最长反应时间为 1 min。正确选择记 1 分，误选或超时记 0 分 

读词任务 共 140 个项目，每个范畴 20 个项目，为口语图片命名任务的

文字版，呈现方式、记录与计分同口语图片命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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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和临近的楔前叶可以充当语义网络和海马记忆系统

的中介，有助于将事件编码到记忆系统内。语义记忆系

统显现出左侧的偏侧化。 

2.3.3  功能磁共振在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的研

究进展   

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磁共振：是以血氧水平依赖效

应为核心，可检测和定位脑功能，是一种具有高空间分

辨力及无创的功能磁共振技术，近年来在记忆研究领域

中的应用广泛
[54]

。目前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语义任务涉

及到的激活区域是不一样的。高寒等
[55]

研究表明，图片

动词联想任务激活了左额下回(BA44，BA45)、左岛叶

(BA13)、左颞中回(BA39)、左颞横回(BA41)、左颞上回

(BA41)、左顶下小叶(BA40)、左角回(BA39)等传统语言

区，而单纯图片命名任务则激活了左额下回、左颞中回、

左顶下小叶、左颞上回(BA22)等部分的传统语言区，词

语语义任务则激活了左额下回等皮质语言区。可见应用

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磁共振可对与不同的记忆内容对

应的脑区进行定位。研究证明，语义记忆任务激活能更

好的预测未来的认知下降
[56]

。但是目前关于轻度认知障

碍患者语义任务中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磁共振脑区激

活变化的研究仍然缺乏。 

功能磁共振：功能磁共振目前越来越多地用于评估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可能有助于预测转变为阿尔茨海默

病，但迄今为止的成像结果在确定轻度认知障碍脑激活

模式并没有达到共识。郑金龙等
[57]

的功能磁共振研究发

现语义记忆脑功能区的左半球偏侧化，同时还发现任务

所激活的脑区在经典的左外侧裂语言区周围形成弧形

激活带，主要包括左额上中下回、顶上小叶、缘上回和

枕颞交界区域的梭状回  、纹外皮(BA46/9/8/6/47/39/ 

40/7/37/19)。认为语义记忆功能区和语言功能区既有很

大的差异又有部分重叠，提示语义记忆功能区和语言功

能区有一定的相关性。 

BARBEAU等
[58]

结合磁共振灰度密度分析和单光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灌注评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

语义记忆障碍的神经基质，发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义

记忆领域的缺陷与边缘-间脑系统之外的脑区功能障碍

有关。VISSER等
[59]

基于失真校正的功能磁共振的语义

记忆神经基础研究，提出在语义任务时双侧颞下叶沿着

梭状回延伸到前颞区有激活。而另外一研究发现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语义编码受损反应在负责精细语义过程的

左额颞网络的激活不足上
[60]

。 

脑电复杂度：脑电复杂度指通过测量时间序列出现

新模式的速率来表征无序程度的一种非线性分析方法

其可作为阿尔茨海默病和轻度认知障碍早期功能改变

的评估工具
[61-62]

。脑电复杂度值与大脑信息处理与传输

功能有关。纪道文等
[63]

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进行脑电复

杂度测量，发现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电复杂度值的左侧

优势消失，而右侧脑区、左顶叶和左额叶代偿。 

事件相关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是指受试者受到特定

刺激后大脑对所接受的刺激进行识别判断分析时伴随

产生的脑电活动，其本质是一种诱发电位，可反映认知

功能比较可靠的客观脑电生理指标。事件相关电位的内

源性成分(心理电位)反映了执行认知任务时的信息处理

过程，目前广泛用于认知功能研究。其中内源性成分

P300、P200、N400、N2广泛用于轻度认知障碍认知功

能的研究中
[64-65]

。在进行语义判断任务和语音判断任务

时，N400成分表现出语义加工的敏感性
[66]

。 

2.4  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康复及其神经机制  目前国内

专门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义记忆的训练的报道不

多，国际上已发表数篇关于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语

义记忆进行康复，通过促进语义记忆神经网络或环路的

建立或重塑，进而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语义记忆的

研究
[67-73]

。 

2.4.1  助记符策略训练   一项针对遗忘型轻度认知障

碍患者行助记符策略训练的随机对照研究
[67]

，训练后的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记忆测量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改善，

并增加关联策略的使用，同时功能磁共振结果显示左前

颞叶激活增加，表明助记符策略训练促进了涉及语义记

忆以及社会认知的大脑区域的使用，这些区域与训练所

涉及的认知过程一致。 

2.4.2  无错学习  CALLAHAN等
[68]

于2017年对比无错

学习和试错学习，发现无错性学习对语义记忆更有促进

作用，其机制可能无错学习可使加强对正确语义知识的

联想，且在与目标相关的猜测中获益更多有关。 

2.4.3  经颅直流电刺激  经颅直流电刺激是一种非侵

入性，无痛且易于使用的技术，可用于抑郁症、精神分

裂症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轻度

认知障碍患者语义记忆的刺激部位为左背侧前额皮质

和前颞叶等
[69]

。GOMES等
[70]

利用采用阳极经颅直流电

刺激刺激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左背外侧前额皮质，发现经

颅直流电刺激可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记忆回忆、言

语流畅性和执行能力。其原理可能与额叶皮质参与语义

记忆的检索、监测等功能有关。 

2.4.4  运动治疗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普遍有认知能力

下降，虽未影响到日常生活，但随着年龄和病情的进展，

患者的运动量可能会减少。SMITH等
[71]

通过功能磁共振

观察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参与12周的运动干预前后的差

异，发现运动可提高轻度认知障碍和认知正常老年人的

语义记忆检索过程的神经效率，并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

改善。该学者后续的研究证明高强度的身体运动可能增

强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中记忆相关的尾状核激活
[72]

。因

此，尾状核与语义记忆搜索加工的调节有关，运动通过

对尾状核的激活实现了对语义记忆的促进作用。 

2.4.5  重复经颅电刺激  重复经颅电刺激为经颅磁刺

激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其原理是利用时变磁场作用于

大脑皮质，产生感应电流进而改变皮质神经元活动，可

用于改善认知功能
[73]

。重复经颅电刺激对遗忘型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双侧小脑、右侧顶上回、右侧楔前叶等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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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连接都有增强作用
[74-75]

。章礼勇等
[76]

发现重复经

颅电刺激治疗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P300潜伏期明显缩

短，波幅明显增高，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得分明显增

高。GARDINI等
[27]

针对轻度认知障碍与默认模式网络连

接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内侧前额叶区域和后扣带回以

及后扣带回与海马旁和前海马之间的默认模式网络增

加可能会导致轻度认知障碍的语义记忆缺陷，内侧前额

回与椎旁海马和后海马的连接线与视觉命名功能有显

著的负相关性，而高频重复经颅电刺激正是通过修复大

脑默认模式网络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语义记忆。 

 

3  讨论  Discussion  

轻度认知障碍被普遍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过渡状

态，且轻度认知障碍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呈递增关系
[77]

。

如何早期识别、诊断轻度认知障碍，预防或延缓轻度认

知障碍患者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转化是十分必要的。

ADLAM 等
[78]

研究揭示了轻度认知障碍语义记忆障碍与

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联系，并认为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语

义记忆的缺损可作为预测阿尔茨海默病的指标。语义记

忆障碍又是早期表现，通过针对性的检查(神经生理学检

查及其他辅助检查)、靶向语义记忆康复训练，可促进语

义记忆能力提高。目前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进行语义记

忆训练，是否能预防或逆转轻度认知障碍向痴呆转化尚

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神经生理学检查具有简洁，

成本低，操作性好，普及度高的特点，在日后的语义记

忆量表的设计可涵盖记忆、反应时、词汇长度、广度、

词频等元素，并进一步研究语言神经心理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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