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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前瞻性记忆损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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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瞻性记忆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损害可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帕金森病（PD）

患者在认知功能的多个方面受损，其早期即可出现前瞻性记忆受损，表现为基于时间的前瞻性记忆、基于事件的前瞻

性记忆或前瞻性记忆的不同成分受到选择性损害。其发病机制可能与前额叶功能障碍有关。本文对前瞻性记忆的特点

和生理机制、PD患者的前瞻性记忆损害特点及可能的生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随着进一步的研究，PD患者的生活

质量有望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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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memory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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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pective memory(P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s daily life. Its impairment ma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rrect 

execution of common daily activities.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PD) present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many aspects. Some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PM is impaired early in individuals with PD. These patients are selectively impaired in time-based PM, 

event-based PM or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PM. The deficit might be related to dysfunction of prefrontal lobe.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P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M in PD patients, and possible underlying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The further studies will certainly help the daily life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for P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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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

患者在认知功能的多个方面受损[1]。一些研究表明，

PD患者前额叶功能如包括抑制、任务转换和计划在

内的执行功能受损[2,3]。有报道，PD患者的工作记忆

或注意力也受到损伤 [2,3]。PD患者的回顾性记忆受

损，表现为在自由回忆任务中受损，而在再认和线

索回忆中保留。PD患者的记忆损伤传统上被认为是

再回忆的障碍而不是编码的障碍[4]；也有作者提出，

迄今发现PD患者的记忆损伤是由于执行功能障

碍引起的 [1,3,4]。综合上述观点，一个更复杂的认知

程序，即一个既需要记忆的再回忆、同时又需要执

行功能的认知程序，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PD神经心

理学者的关注，这个认知程序即前瞻性记忆

（prospective memory）[5]。本文将对PD患者前瞻性

记忆损害的特点以及可能机制作一综述。 

1  前瞻性记忆 

前瞻性记忆是相对于回顾性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提出的。回顾性记忆指的是对过去已经发

生事情的记忆，前瞻性记忆则是指对未来将要完成

某件事情的记忆[5]。前瞻性记忆包括两个成分：一

个是回顾性成分，即要记住将要进行活动的内容和

时间；另一个是前瞻性成分，即要记住在特定时间

或者事件发生那刻，想起去执行这项活动。前瞻性

记忆有3个特点：一个是涉及延迟间隔，即形成意向

和意向的执行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第二是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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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记忆任务一般涉及正在进行的任务（ ongoing 

task）；第三是延迟的活动是自我激发的。 

Altgassen等 [5]和Einstein等[6]将前瞻性记忆分为

基于事件的前瞻性记忆（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 EBPM ） 和 基于 时 间 的 前 瞻 性 记 忆

（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TBPM）。TBPM

是指记得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做某

事。这种记忆要求人们将前瞻记忆任务与特定的时

间联系起来，即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或者是一段时

间间隔之后回忆并执行延时任务，比如上午8∶00买

菜，或者是30min后关闭煤气等。EBPM要求人们在

某些特定的外部事件出现时执行某一延时任务，比

如看到某人时给他传个口信。它要求人们把目标事

件（如此人的出现）与前瞻记忆任务（如传口信）

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前瞻性记忆比回顾性记忆涉

及更多的认知过程，如记忆、注意、计划和活动等，

而注意和计划更多的是与前额叶功能特别是执行功

能有关[7]。大脑前额叶专司形成计划、激发行动、

监视当前的活动，而这些也正是前瞻性记忆任务完

成所必须的。 

2  PD患者的前瞻性记忆损害特点 

Katai等[8]研究发现，PD患者EBPM受损而TBPM

未受损。该研究认为EBPM受损原因并非是忘记了事

件的内容，而是当事件出现时不能自然地重新得到最

初的意图。为更进一步研究PD患者前瞻性记忆受损的

原因，Kliegel等[9]又将前瞻性记忆分为4个阶段：意图

形 成 （ intention formation ）、 回 顾 性 意 图 保 存

（ retrospective intention retention）、恰当意图启动

（appropriate intention initiation）和意图执行（intention 

execution）。结果表明，PD患者在意图形成阶段明显

受损，在恰当意图启动阶段也有受损倾向，而在回顾

性意图的保存阶段没有受损。该研究认为其可能与PD

患者工作记忆的容量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与Katai等[8]

以及之前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 

国内李凯等[10]采用安徽医科大学前瞻性记忆检

查方法，对15例早中期PD患者（PD组）和15例健康

对照者（对照组）进行EBPM和TBPM检查。结果显

示，PD组EBPM的检查成绩明显低于对照组；PD组

与对照组TBPM的检查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

此得出早中期PD患者存在EBPM损害，而TBPM相

对保留。此结果与Katai等[8]的研究结果类似。 

贾树红等[11]分步检测了PD患者的EBPM，以探

讨EBPM损害的环节，并且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其收集了31例PD患者（PD组）及27例健康对照（HC

组），采用Kliegel等[9]建立的方法进行复杂任务和单

一任务的EBPM检测，并且对可能相关的认知功能

如瞬时记忆、工作记忆、抑制等进行评估。结果显

示，在复杂任务的EBPM检测中，PD组在意图形成

及执行得分较HC组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意图保

留、执行顺序（保真度）与HC组无统计学差异；复

杂的EBPM，PD组的启动率较HC组低，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年龄使启动失败的风险增加了1.142倍，

即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启动；在单一任务的EBPM检

测中发现，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工作记忆、

受教育程度与意图执行分数呈正相关，病程、H-Y

分级与意图执行分数呈负相关，这4项对意图执行分

数的决定作用占57.8%。由此得出结论，PD患者复

杂任务的EBPM受损主要在意图形成及意图执行阶

段，而意图保留、执行顺序（保真度）未受损；PD

患者的意图启动倾向受损，年龄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PD患者的执行受损与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单一任

务的EBPM的启动可能是自发的；疾病分型、起病

侧对EBPM无显著影响。 

近5年，国外学者对PD患者前瞻性记忆做了进

一步的研究。Costa等 [12]研究了PD患者前瞻性记忆

与执行功能、记忆功能的关系，要求受试者（23例

PD患者和25例健康对照）在被告知试验任务内容并

宣布开始之后的第20分钟（TBPM）或在闹钟响后

（EBPM）执行3个动作，由计算机记录受试者回忆

起去执行当初意图（前瞻性成分）的正确率和执行

意图的准确性（回顾性成分）。PD患者额外接受一

个神经心理测试。研究发现，PD患者TBPM中前瞻

性成分的准确率低于正常对照，而EBPM的前瞻性

成分与对照组无差异；PD患者TBPM和EBPM的回

顾性成分均受损。这与Katai等[8]报道的结果截然相

反，作者分析其原因：（1）在EBPM中可能是因为

两个试验室采用的研究范式不同：Costa等[12]的试验

EBPM的线索重视上下连贯性，而Katai等 [8]的试验

EBPM线索是嵌入正在进行的活动中的。（2）在

TBPM任务中，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事件或刺激的

出现，线索更具有隐蔽性；与EBPM相比，完成时

间任务需要更多地依赖自我启动的注意资源、更多

地依赖工作记忆容量和执行功能，所以TBPM的前

瞻性成分准确率低。（3）Katai等[8]研究回顾性成分

的任务过于简单，可能低估了PD本身存在的回顾性

成分的障碍。缘于此，Costa等[12]对Katai当初认为PD

回顾性成分正常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Altgassen等 [5]研究了任务的重要性对PD患者

在EBPM任务表现中的影响。试验设计要求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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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PD患者和13例健康对照）把焦点分别放在

前瞻性记忆任务或背景任务上。结果发现：（1）当

把焦点放在前瞻性记忆上时，PD患者与正常对照

完成得一样好；（2）当强调背景活动时，PD患者

的前瞻性记忆受损；（3）工作记忆的容量不同与上

述结果有关。由此得出：如果把前瞻性记忆中前瞻

性成分优先化，PD患者的EBPM可以不受影响。 

Costa等 [13]对PD患者即刻服用左旋多巴后是否

可以改善TBPM任务进行了研究。任务要求受试者

（20例PD患者和15例健康对照）10min后在3个连贯

的任务中分别进行3个不相关的行动。电脑记录回顾

性意图保存的正确率和意图执行时的正确率。PD患

者距上次服药12h，分别按以下两种情况进行测试：

（1）服用左旋多巴后20～30min（开期）；（2）没有

继续服用左旋多巴（关期）。PD患者在开期回顾性

意图保存和意图执行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关期，而且

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这进一步验证了左旋多

巴的减少可能导致PD患者前瞻性记忆受损的观点。 

3  前瞻性记忆的生理机制 

对于前瞻性记忆生理机制的研究最直接的方法

是运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或者脑功能成像等技术。Okuda

等[14]利用PET检查探讨了前瞻性记忆和各脑区的关

系，认为右半球额中回反映了前瞻性记忆任务中加

载在记忆中额外的负荷，左半球的Brodmann 10区和

右半球的Brodmann 47区反映的是对将来行为意向

的保持过程。而左海马旁回反映的是在前瞻性记忆

任务中需要对新信息的监测。Burgess等[15]对脑损伤

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右额叶的职责是意向的产生

（相当于计划的功能），左半球的Brodmann 10区涉

及前瞻性成分，例如意向的保持和激发。两项研究

都认为Brodmann 8区（主要是左半球）和前瞻性成

分有关。Burgess等[16]运用PET进一步探讨了前瞻性

记忆中意向的保持和执行所涉及的脑区，认为双侧

额极（Brodmann 10区）、右侧前额叶、顶叶后部区

域和前楔叶与意向的保持有关，而丘脑与意向的实

现有关。 

Okuda等[14]研究发现，TBPM和EBPM任务分别

激活了前额叶不同区域，前额叶内侧及前扣带回出

现了与TBPM相关的激活，右额上回、背外侧前额

叶出现了与EBPM相关的激活。他们还考察了TBPM

和EBPM任务所诱发的脑部活动[17]。结果发现，在

TBPM任务中，当被试需要自己估计时间来完成时

间任务时，主要激活了左额上回的一个区域；当被

试可以借助于外部时钟来监控时间时，主要激活了

右额上回、内侧前额叶皮质以及扣带前回3个区域。

而在EBPM任务中，出现了左额前回的一个区域的

激活，但这个区域与时间任务中的区域并不相同。

这个结果说明，虽然TBPM与EBPM均与额叶相关，

但二者可能具有不同的神经机制。从生理学角度讲，

不同的前瞻性任务和前额叶的相关程度是不一样

的。当线索信息不是很特殊或者难于辨认时，当对

工作记忆的需求比较大时，当执行前瞻性任务需要

有最初的计划、需要估计时间时，当现在进行的活

动需要被打断时，当环境或者背景刺激需要监视时，

前额叶的功能会相对重要一些。 

4  PD患者前瞻性记忆损害的可能生理机制 

PD患者前额叶活动有改变[2,3]。在疾病早期，与

前额叶背外侧相连接的尾状核背侧的多巴胺减少；随

着疾病进展，与前额叶腹侧相连接的纹状体腹侧部分

多巴胺减少。可见PD早期，多巴胺在纹状体以及前

额叶均有所减少[18]。前额叶-纹状体环路多巴胺的减

少引起前额叶功能障碍导致了PD患者前瞻性记忆损

害。Pagni等[19]在最近的一项对新确诊尚未服药的PD

患者EBPM的研究中作出了相同的推测。上文所提到

的Costa等[13]的研究表明，补充多巴胺可以改善PD患

者的TBPM。由此推测，前瞻性记忆损害与PD疾病进

展有关，随着前额叶-纹状体环路受累严重，PD患者

前瞻性记忆损害将进一步加重。至于PD为什么会选

择性地损害TBPM、EBPM或前瞻性记忆的不同成分，

各家报道尚存争议[8,10−12]，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运用前瞻

性记忆来完成许多项活动，它的损害会严重影响到生

活质量。更深入研究，包括采用功能影像学技术直接

研究左旋多巴治疗时PD患者神经生理的改变，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探讨PD前瞻性记忆受损的机制，并对

改善PD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重大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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