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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是一种在临床上较常见的儿童发育与

行为问题 ,以注意力分散或不能维持注意、冲动和多动为主要行为特征。美国精神卫生协会 1994年出版的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4版 (DSM 2Ⅳ)将 ADHD区分为三种亚型 ,即注意缺陷型、多动 2冲动型

和混合型 (既表现有注意方面的缺陷 ,又具有多动 2冲动方面的特征 ) ,并详细规定了三种亚型的诊断标

准 [ 1 ]。

尽管有证据说明 ADHD具有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根源 ,但其根本的致病机制尚不明确 [ 2 ]。近年

来 ,在行为、认知和系统神经科学层面上 ,针对 ADHD的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 [ 3 ] ,建立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模型。这些实验发现和理论模型为我们理解 ADHD的认知、神经缺失 ,指

导 ADHD的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1　关于 ADHD认知缺损的理论

有关 ADHD认知缺损的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 :其一是 Barkley
[ 4 ]在 1997年提出的以行为抑制为核心的

执行功能缺损理论模型 ;其二是 Sergeant等 [ 5 ]在 2000年提出的认知 2能量模型 ;其三是 Berger和 Posner
[ 6 ]主

张的 ADHD大脑注意网络的病理学说。执行功能缺损是近年来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所谓执行功能 ,是指个

体在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时 ,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协同控制多种认知加工过的认知神经机制 [ 7 ]。

Barkley是 ADHD执行功能缺损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其理论模型中 , ADHD最根本的缺损是行为抑制 ,

三种核心症状 (注意分散或不能维持注意、冲动性、多动性 )也是行为抑制的不同类型。由于行为抑制的缺

损 ,进而导致了 ADHD患者在其他认知、情感等方面的缺损。行为抑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加工过程 ,即

抑制对一个事件原先的优势反应、终止一个正在进行的反应 (也叫反应停止 )和干扰控制 [ 4, 8 ]。

尽管 Sergeant[ 5 ]也承认 ADHD患者具有抑制功能的缺损 ,但与 Barkley不同 ,他认为抑制障碍是由于其

生理唤醒 (或能量 )缺损导致的二级症状。因此他认为 ,一个包含三级水平的认知 2能量模型可能会更恰当

地描述 ADHD的功能缺损。该模型最低一级包括编码、中央加工和反应 (运动 )结构 ;第二级由三个能量库

(即唤醒、激活和作用力 )组成 ;第三级是管理或执行功能系统。Sergeant认为 , ADHD患者在第一级水平的

编码和中央加工过程中没有缺损 ,但在反应 (运动 )结构上却有缺损表现。在第二级水平上 , ADHD的主要

缺损在激活库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作用力库相关。从本质上讲 ,这个模型认为 ADHD最重要的缺损是能量

因素 ,是在能量的维持和资源分配上发生缺损 ,并由此导致抑制行为缺失这个二级症状。

与此同时 , Berger和 Posner
[ 6 ]认为 ,应从注意网络来看待 ADHD的脑病理学。他们以脑成像研究的成果

为基础 ,概括了三种注意网络 :执行功能网络、警觉网络和定向网络。完成目的指向性行为、觉察错误、解决

冲突和抑制自动反应等活动需要依赖执行功能网络 ,其相应的脑区包括前扣带回在内的中部额叶区、辅助运

动区和基底神经节的一部分。在建立警醒和维持反应水平时 ,则需要警觉网络的参与。警觉网络包括右额

叶 (尤其是布鲁德曼 6区的上部区域 ) ,右顶叶和蓝斑。定向网络则是指对感觉尤其是视觉信号的方位敏

感 ,它包括顶叶、梭状回以及与眼动系统有关的一些区域。按照他们的观点 ,当前有关 ADHD的主导理论都

可用注意网络重新加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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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 ADHD认知缺损的主要发现

针对上述几种理论观点 ,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也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 ADHD儿童的抑制加工和注意特征上。研究对象一般为两种 ADHD亚型 (混合型和注意缺陷型 )和正常

对照组儿童。

例如 ,我们曾结合使用 Stroop与 Go /NoGo任务以及停止信号任务 ,考察上述两种 ADHD亚型儿童在反

应冲突控制 (也称干扰控制 )和反应停止上的差异。我们发现 ,相对于正常儿童 , ADHD儿童在两种反应抑

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 (尽管在两种任务中缺损的程度有所不同 ) ,混合型 ADHD的缺损程度可能比注意

缺陷型更高 [ 8, 9 ]。我们还发现 ,不论是在内源性注意 (指在个体原有经验驱动下产生的注意 ,一种自上而下

的加工过程 )还是在外源性注意 (由刺激本身引起的注意 ,受刺激特性控制 ,一种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 )条件

下 ,儿童反应抑制的表现模式相似 ,说明反应冲突和反应停止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心理机制 [ 8 ]。

在图片 Stroop任务中 ,我们还分析了导致 ADHD儿童比正常儿童产生更大冲突效应的根源 ,发现其根

本原因是 ADHD儿童的抑制加工受损 ,但他们的促进性加工效应与正常儿童没有什么区别 [ 10 ]。在刺激 2刺
激和刺激 2反应相容性任务范式中 , ADHD反应冲突能力的缺损主要表现在认知加工的反应输出阶段 [ 11 ]。

我们采用跨通道干扰任务 ,发现在左耳呈现分心刺激的条件下 , ADHD儿童在冲突条件下比在一致条件下更

容易犯错误 ,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效应 ,而正常儿童却无此表现。这些结果说明 ADHD儿童右半球应对反应

冲突的能力比正常对照组儿童弱 ,与以往研究所指出的 ADHD儿童右半球功能缺损的结果吻合 [ 12 ]。

在针对 ADHD儿童注意特征的研究中 ,我们曾采用线索 2靶子范式分别考察了他们的内源性注意定向和

外源性注意定向能力 ,我们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 , ADHD儿童在注意定向的过程 (即注意解除、转移与施加 )

上均有一定的缺陷 ;两种 ADHD亚型儿童注意定向功能缺陷的模式不同。在内源定向上 ,混合型比注意缺

陷型表现出较强的反应冲动性。而注意缺陷型儿童主要表现为注意加工过程比较缓慢 ,注意更易涣散。在

外源定向上 ,混合型儿童在反应的运动准备及运动控制方面的缺陷比注意缺陷型儿童要大 [ 13 ]。

在一个区分了优势反应和非优势反应的任务中 ,我们还考察了分心刺激对 ADHD儿童注意维持能力的

影响 ,结果有两点重要发现 :其一 ,在非注意维持项目 (优势反应 )上 , ADHD儿童的错误率与正常儿童无明

显差别 ;与无分心刺激时相比 ,分心刺激阻碍了 ADHD儿童对靶子的正确反应。在注意维持任务上 , ADHD

儿童的错误率显著高于正常儿童 ;与无分心刺激时相比 ,分心刺激对 ADHD儿童的反应反而起了促进作用。

这表明在高、低注意维持水平上 ,分心刺激对 ADHD儿童所起的作用存在分离现象。其二 ,注意缺陷型和混

合型 ADHD儿童在注意维持能力上的表现基本一致 [ 14 ]。

这些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和丰富了有关 ADHD执行功能缺损的理论和注意网络缺损理论。

ADHD儿童在注意定向和抑制加工上都存在缺陷 ,而且两种 ADHD亚型 (混合型和注意缺陷型 )儿童在两种

执行抑制 (反应冲突和反应停止 )上的缺损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差异。以往研究将注意缺陷型排

除在抑制缺损理论之外 ,甚至认为注意缺陷型 ADHD的主要问题在于低激活和唤醒水平、而不在于抑制功

能缺损的看法是片面的。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国内外针对 ADHD认知缺损的研究成果尚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 ADHD亚型的纳入不充分 ,多数研究都没有包含单纯的多动 2冲动型。主要原

因在于儿童学龄期后单纯的多动 2冲动型在临床上很少见 ,收集被试者非常困难。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到研究结论的一般性。

其二 ,从临床情况看 , ADHD儿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往往容易伴有其他行为问题 ,如对抗、焦虑、抑郁

以及品行问题等 [ 15 ]。但由于被试人数的限制 ,以往的研究多没有区分单纯性 ADHD儿童与各种共患病儿

童 ,因而还不能断定某些认知功能的缺损是否就是因为 ADHD。

第三 ,以往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儿童或少量的青少年。尽管从本世纪初就有许多研究涉及成人

ADHD
[ 2, 3 ]

,但国内针对成人 ADHD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展。成人 ADHD认知缺损的研究可能是未来我们应

该关注的领域之一。

·722·王勇慧 ,等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认知缺损的理论和发现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面提到的在解释 ADHD认知缺损的理论模型中 ,认知 2能量模型对抑制缺损是否为 ADHD的核心障

碍提出了质疑。这个模型的支持者认为 , ADHD的抑制障碍可以在一定角度上用能量障碍来解释 ,他们也正

在试图从生理唤醒及动机、情绪的角度鉴定 ADHD认知障碍的具体症结 [ 16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能也需要

更多地关注 ADHD患者认知加工障碍与机体状态调节障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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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

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家长及教师的调查报告简介

　　在目前发现和解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疾病问

题过程中 ,儿童和青少年身边主要有两方面的纠正和治疗的

推动力量 :老师和家长。为了更好地对家长和老师进行健康

宣传教育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对此情况进行了访谈调

查 ,旨在了解家长和老师对 ADHD的态度和所接受的教育信

息渠道。

调查结果由嘉略咨询公司于 2007年 2月提交 ,调查主

要在北京进行。

调查形式包括 :学校老师座谈会 ,治疗儿童家长座谈会

和疑似儿童家长一对一深入访谈。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家

长、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模式和方法 ;沟通时面临的问题

么 ;健康教育的有效方式 ;家长和老师对孩子存在 ADHD问

题的态度和行为 ;了解 ADHD问题的信息渠道 ;采取治疗措

施的动机和考虑因素 ;对问题解决后的未来的期待等。

调查主要发现 : (1)部分家长认为孩子现在的问题被老

师放大 ,而造成孩子在学校受老师歧视 ,老师给予孩子太多

压力和指责 ,因此家长最需要的是通过改变孩子而让他 /她

不再受到歧视 ,这样孩子就能更好地融入到学校环境里 ; (2)

大部分家长对 ADHD的知识知之甚少 ,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猜

测疾病情况 ,因此患病之后也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解决策

略 ,同时对治疗机构了解不多 ,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也比较

窄 ,因此愿意倾听专业信息来补充知识 ,寻找对孩子未来情

况有利的解决方法 ,同时缓解对于孩子的压力 ,也希望对孩

子有更正确的认识 ; (3)实际上 ,家长大多内心不愿意接受孩

子有“多动症 ”,因此不愿意去专业医院咨询 ,即使前去医院

就诊主要是为了证明孩子未患病 ,从而修正周围人对孩子的

偏见 ; (4)家长和教师都欢迎专业人士到学校进行健康教育 ,

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帮助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和遵守纪

律的能力 ,家长的动力在于更多地了解孩子的情况 ,知道如

何更好地与孩子相处 ,教师的动力出于职业原因 ,希望能够

更好地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并且更好地管理孩子在教室里

的行为 ; (5)在 ADHD的症状表现中 ,家长更多关注注意力

涣散 ,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并且孩子不听讲的表

现会引起老师的不满 ,教师则更多关注孩子的多动行为和冲

动情绪 ,因为这会破坏课堂纪律 ,打扰其他学生 ,并给老师的

班级管理工作带来麻烦。

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家长和教师都十分需要健康宣传

教育以更多地了解 ADHD的知识 ,专业人员到校园里进行宣

讲是最受欢迎的模式 ,而行为矫正是最容易接受的治疗方

式。因此 ,进行此类的调查研究对于今后治疗工作的开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帅 　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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