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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语声音和言语声音表征关系的研究

刘方松1 ,王强2 , 3 ,柳妍2 , 3 ,陈静1 ,宋鲁平2 , 3 ,韩在柱1 ,毕彦超1

[ 摘要] 目的 研究在汉语背景下 , 非言语声音和言语声音在大脑中的表征关系。方法 对 39 例脑损伤患者和 39 例正常对照

组进行声音-图片核证测验和声音属性判断 ,采用 Craw fo rd 和 Gar thw aite 的分离软件对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群组分析显

示 ,患者在言语声音理解测验和非言语声音理解测验的成绩显著正相关;个体分析显示 , 部分患者表现出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 言

语声音理解损伤;部分患者则表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非言语声音理解损伤。结论 在汉语背景下 , 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大

脑中是独立表征的。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康复过程中 ,不仅要重视言语声音的训练 ,还要重视非言语声音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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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of Non-verbal Sound and Verbal Sound LIU F ang-song , WA NG Qiang , LIU Yan , et al.S 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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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 tionship betw een representations of ve rba l sound and non-verbal sound in the brain.

Methods 39 patients with brain injury and 39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 ecruited in this study.They w ere tested with the sound-ve ri-

fica tion task (a non-verbal sound test) and the sound attribute judgment task (a verbal sound test).The softw are developed by

C rawfo rd and Garthwaite wa s used fo r data analy sis.Results Group analy sis rev ealed a positiv e co rre lation between the ve rbal sound

test and non-verbal sound te st.As fo r case analy sis , some pa tients we re impaired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verbal sound test , but no r-

mal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non-verbal sound test.I n contra st , some patients were impaired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non-verbal

sound test , but no rmal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ve rbal sound test.Conclusion Verbal sound and non-ve rbal sound ar e r epr esented in-

dependently in the brain.In the pro cess o f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of aphasia , a ttention should no t only be paid to v erbal sound train-

ing , but also to non-verbal sou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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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语症患者的临床康复过程中 ,我们往往集中

于言语声音理解的训练 ,如句子听力理解 ,经常忽略对

非言语声音理解的训练 ,如自然界声音的理解训练 。

自然界的声音是指生活中物体发出来的声音 ,比如动

物的声音 、人做动作的声音。在国外 ,一些研究者通过

脑损伤患者发现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行为测验上

产生分离。例如他们很早就发现纯词聋患者对言语声

音理解困难 ,但是对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 1-5]
。而声音

失认症的患者 ,却表现出相反的模式 ,即对非言语声音

理解困难 ,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6-8] 。人们还通过现代脑

成像技术进一步支持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在大脑不

同的脑区进行加工
[ 9-10]
。 Saygin 等发现 1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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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脑损伤初期 ,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理解都出现

严重的损伤;进行了 12周言语声音的训练之后 ,患者

在言语声音任务上恢复正常 ,而非言语声音的理解能

力仍然受损
[ 11]
。以往发现的言语声音信息和非言语

信息分离的病例 ,常常是个案研究 ,不同研究间被试的

母语 、实验任务 、测试材料均不同 ,因此可比性比较弱。

本研究采用汉语被试 ,利用大样本组群研究方式 ,来考

察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信息是否存在明显的分离 。如果

存在这种分离 ,特别是双分离 ,则为言语声音和非言语

声音信息加工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同

时 ,也为汉语脑损伤患者的语言临床康复提供了理论

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2009年 8月～ 2010年 3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住院或门诊治疗的脑损伤患者 39

例 。入组标准:①年龄在 20 岁以上 ,受教育年限≥6

年;②各种类型的脑损伤患者;③首次脑损伤;④没有

其他神经 、精神问题 ,如酗酒 、严重抑郁等;⑤听力正

常 ,能完成简单的认知任务 ,能理解简单的指导语。其

中男性 34例 ,女性 5 例 ,年龄(45±11.69)岁;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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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14±3.4)年。

选取与脑损伤患者年龄 、教育年限匹配(P >

0.05)的正常成人 39例。其中男性 23例 ,女性 16例 ,

年龄(49±9.69)岁;受教育年限(14±4.02)年 。

1.2 方法

1.2.1 测量工具　声音-图片核证测验(N =42):考察

被试非言语声音理解的损伤程度 。对于每个项目 ,在

触摸屏上给被试呈现 1张黑白图片(如狗的图片),同

时双耳呈现声音(如猴子的声音),让被试判断听到的

声音是不是图片中的物体发出来的 。让被试用手指点

击屏幕上要选的答案 ,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 。

回答正确记 1分 ,回答错误记 0分 。

声音属性判断测验(N =45):考察被试言语声音

理解的损伤程度。对于每个项目 ,通过听觉和视觉同

时呈现一个问题(比如 ,声音比较尖锐的是 ?)和两个选

项(比如 ,猴子和母牛),让被试用手指点击屏幕上要选

的答案 ,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记 1

分 ,回答错误记 0分 。

图片知觉测验(N =25):考察被试图片识别能力

的损伤程度。对于每个项目 ,在触摸屏上给被试呈现

3张图片 ,上方1张 ,下方 2张 ,让被试从下方 2张图片

中选出 1张与上方图片一样的物体 。被试用手指点击

屏幕上要选的答案 ,通过电脑记录反应是否正确 。回

答正确记 1分 ,回答错误记 0分。

1.2.2 实施方法　采集被试者一般情况和患者病史 。

测验实施过程在安静 、通风的房间进行 ,由合格的主试

给出指导语 ,待被试明白要求之后让被试用手指点击

要选的答案 ,通过电脑记录被试反应。

1.3 统计学方法　为了控制 3个任务的难度 ,根据正

常对照组在这 3 个任务上正确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

得到脑损伤患者在这 3个任务上的正确率的 Z 分数 。

挑选图片识别正常(Z 分数在±1.96之间)的患者 ,将

这些患者在言语声音任务和非言语声音任务的 Z 分数

进行群组分析和个体分析 。

群组分析:对患者在言语声音任务和非言语声音

任务上的 Z 分数计算 Pearson相关系数 。

个体分析:采用 Craw fo rd 和 Garthw ai te (2007)

开发的分离软件来考察患者在两个任务上是否存在经

典分离或强分离[ 13] 。经典分离是指被试在某个任务

上的成绩正常 ,在另一个任务上的成绩显著低于正常

人;强分离是指被试在某个任务上的成绩显著低于在

另一个任务上的成绩
[ 14]
。

2 结果

39例患者中有 35例在图片知觉测验上的表现正

常 ,因此对这 35例患者进行群组分析和个体分析 。

2.1 群组分析　35例患者在声音-图片核证任务与声

音属性判断任务成绩正相关(r=0.444 , P<0.05)。

2.2 个体分析　在声音-图片核证任务中 , 35 例患者

中有 16例成绩显著低于正常人;在声音属性判断任务

中 ,39例患者中有 8例成绩显著低于正常人 。在两个

任务中表现出分离的患者有 13 例。其中 3例患者表

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损伤 ,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9例患

者表现出非言语声音理解损伤 ,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两组行为模式表现出经典的双分离。表现出强分离的

患者 1例 ,其非言语声音理解和言语声音理解都出现

损伤 ,但是非言语声音理解的损伤程度显著高于言语

声音理解的损伤。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脑损伤患者在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

音理解的正确率正相关 ,表明这两个任务在一定程度

上考察相同的认知过程 ,或者在完成这两个任务中应

用相同的认知加工模块 。声音-图片核证任务是国际

上常用来考察非言语声音的理解任务
[ 15]
。而国际上

常用的考察言语声音理解的任务不是声音属性判断任

务 ,而是采用听力呈现的词汇-图片核证任务 。这一任

务的优点在于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 ,如两个任务都是

让被试看一个图片并听一个声音 ,但是它的不足在于

这两个任务考察的可能不是同一种语义知识 ,如果被

试在声音-图片核证任务和词汇-图片核证任务上出现

分离 ,原因可能是这两种任务考察的语义知识的分离 ,

而不是言语声音和非言语声音之间的分离。为了排除

这种可能性 ,本文采用同样是考察声音知识的声音属

性判断作为言语声音理解的任务。同时 ,为了排除声

音-图片核证中图片识别的影响 ,本文采用 BORB测验

中的图片知觉测验来排除图片识别损伤的患者 。

双分离现象经常用于研究两个认知过程在大脑中

相对独立表征关系 。如果两个认知过程在被试间表现

出了双分离现象 ,说明这两个认知过程在大脑中是相

对独立表征的 ,即一个认知过程不受另外一个认知过

程的影响 , 可以独立损伤 。本文采用 C raw ford 和

Garthw aite(2007)开发的分离软件来考察患者在两个

任务上是否存在经典分离或强分离。结果发现部分患

者表现出言语声音理解损伤 ,非言语声音理解正常 ,部

分患者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 ,在多个患者中发现经典

双分离。这一系列分离的发现强有力地支持国外的研

究结果[ 1-10] ,同时也说明汉语的言语声音理解和非言

语声音理解在大脑中也是独立表征的 。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 ,言语声音理解和非言语声音

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 ,提示我们在训练患者理

解周围人说话能力的同时 ,还要重视培养患者理解环

境中声音意义的能力 ,如动物叫的声音 、人拍手的声音

等 。Saygin等发现的个案[ 1 1] 以及本研究的结果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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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语言康复工作带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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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深层失读语音诱发和语义诱发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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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语义诱发对汉语深层失读症的疗效。方法 对 1 例汉语深层失读患者给予声母诱发(语音诱发)、语义关联
词诱发 、数量词诱发 、语境诱发和实物诱发(后四者均为语义诱发)。结果 各项语义诱发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语音诱发(P <

0.001)。结论 语义诱发对汉语深层失读较语音诱发更有效。

[ 关键词] 深层失读;语音诱发;语义诱发;康复;汉语

Semantic Inducement and Phonetic Inducement for Chinese Deep Dyslexia:A Case Study Z H ENG X iu-li , X IE Yu-x iao , SO NG Lu-

ping , et al.An Institute o f Air f orce , Bei jing 100085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 ate the semantic induce effects in reading diso rder of the Chinese deep dy slexia.Methods A pa-
tient with deep dy slex ia wa s researched with initials inducement(as phone tic inducement), semantic-related wo rds inducement , nu-

meral inducement , quantifier inducement , contex t inducement and actual object inducement (all as semantic inducement).
Results The ra te o f co rr ect re sults we re mo re with semantic inducements than with phonetic inducement (91.30%, 76.67%,

94.44%, 83.33% v s 44.44%, P <0.001).Conclusion The semantic induce training is more effectiv e than the phone tic induce

training on Chinese deep dy slexia.

Key words: deep dy slexia;semantic induce;phone tic induce;rehabilitation;Chinese
[ 中图分类号] 　R742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6-9771(2011)03-0206-03

[ 本文著录格式] 　郑秀丽 , 谢欲晓 , 宋鲁平 , 等.汉语深层失读语音诱发和语义诱发的个案研究[ 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
2011 , 17(3):206—208.

汉语深层失读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对这些患者的

传统康复治疗技术偏重于语音的反复记忆 ,以及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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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进行各种诱发性的训练 。汉语是携带语义信息的

一种表义文字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对比研究语音和

语义两种诱发对于汉语深层失读患者的训练效果。

1 深层失读症的概念和汉字特点的简介

1.1 深层失读的概念　深层失读(deep dy slexia)是一

类特殊的阅读障碍类型 ,其重要特征是这类患者在阅

读过程中犯大量的语义性错误(semantic e rrors)
[ 1]
。

对汉语深层失读的研究发现[ 2-5] ,汉语的深层失读症与

拼音文字的深层失语症的表现比较相似 ,但在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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