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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经 验 · 

视觉一记忆程序训练”对开发儿童右脑记忆潜能影响的研究 

田 歌 郝小波 林小铭 刘东光 

弱视儿童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治疗，尤其是看图形加强视细 

胞的锻炼后，不仅视力得到提高，而且在直觉性记忆、表达等多方 

面表现要“聪明”许多。我们编制了一套弱视训练程序，命名为 

“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来研究其对右脑记忆潜能开发的影响。 

本课题为广西教育厅立项课题资助(桂教研 2OO6l54) 

作者单位：53OO23南宁，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眼科 (田歌、郝小 

波)；51O060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小铭)：5lO43O广州市博 

视医疗保健研究所(刘东光) 

通讯作者：郝小波(Email：hxb2468@sina．com)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2oo6年 2月一2o08年 8月在我院眼科门诊就诊， 

7～10岁矫正 视力 为 O．6～O．8的弱 视儿 童 80例 ，平 均 分成 4 

组 ，每组 2O例。 

1．2 分组 常规弱视治疗组：验光配镜 +弱视治疗(遮盖健眼 

+弱视治疗仪训练)；音乐训练组：常规弱视治疗 +听音乐训 

练 ；绘画训练组 ：常规弱 视治疗 +左手描图训练 ；视觉 一记忆程 

序训练组 ：常规弱视治疗 +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广州博视医 

疗保健研究所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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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程 4组均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半年的常规弱视治疗，音 

乐训练组、绘画训练组、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组每周另需接受 4 

次相应的训练各 30 rain，各组总疗程 6个月。 

1．4 检测 用国际标准 视力表 检测视 力 ，用 品川嘉也 右脑 度 

测验用 脑习惯 ，用韦氏记忆量表 (儿 童 )进行 记忆力测 试 ，用 丹 

迪 4通道(Keypoint)肌电诱发电位仪测量脑电波和事件相关电 

位 ERP(P300)数据。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1．0统计学软件对试验结果进 

行分析。脑度测验用脑习惯指标以 ±s表示，实验前后各组 

用脑习惯测试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 

用 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用脑习惯测试结果 测试所得的不同分值见表 1，分值越 

高说 明右脑度 越高。 

表 1 各组实验前后左右脑用脑 习惯比较( ± ) 

P<0 05 s视觉 一记忆程序组 

由表 1可知 实验后 各组用脑 习惯均有 明显 不同 (F= 

5．694，P=0．003)；视觉 一记忆程序组与其他 3个组训练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视觉 一记忆程序组与绘画训练 

组、视觉 一记忆程序组与音乐训练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26，P=0．03)，而音 乐训练 组与绘 画训练组 比较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864)，即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能有效加 

强儿童对右脑的使用频率。 

2．2 记忆力水平测量结果 测量短时记忆 7个部分(再认 、记 

图、再生、联想、触摸 、理解、背数)。训练前后数据示再生和背 

数部分 ，视觉 一记忆程序组的 M值均大于常规弱视治疗组，分 

别为 1O．55和 9．85；而常规弱视治疗组 、音乐训练 组 、绘 画训练 

组分 别为 9．95和 9．70；9．55和 9．60；9．90和 9．75。 

2．3 脑诱发电位测试仪获得的事件相关电位 ERP(P300)数据 

结果 训练前后数据用均值算得，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组隐含 

值缩短(4．25)和振幅增大(0．735)的差异值最大。 

2．4 右脑脑电主波 波的发生率结果 训练前后数据均值 

差：常规组 一O．25；音乐训练组 一2．75；绘画训练组 一2．6；视 

觉 一记忆 程序训练组 一3．O5，说 明 常规弱视 治疗 组 变化 不大 ， 

而经 过治疗训 练的 3组 均有 明显变化 ，且视觉 一记 忆程序训 练 

组变化差值最大。 

2．5 视力提高变化率结果 6个月疗程记录各组视力提高变 

化率均值分别为常规弱视治疗组 9．31％，音乐训练组 9．52％， 

绘 画训练组 9．45％ ，视觉 一记忆 程序训 练组 11．87％。结果示 

前 3组之间视力提高变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高级 的语 言 、计算 、词语 记忆 、逻辑 思维功能 主要 与左脑半 

球有关 ，右脑半球是形 象和 直觉思 维 的神经 中枢 ，它长 于空 间 

知觉、视空间记忆、形象识别、综合、直觉等 。脑的功能始 

于感觉输入，而在各感觉系统 中，视觉提供的信息 占全部传人 

信息的70％以上 ，视觉环境中变化多端的信息经过双眼传向初 

级视皮层进行初步处理 ，然后从纹状区又传至皮层其他区域作 

进一步 的加工 。有关 弱视 的基 础 研究 发 现 ，视皮 层 l7、18、19 

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弱视儿童中，主要是中度和重度 

弱视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智力 因素受损，主要表现在操作智 

商、领悟等方面，而轻度弱视患儿则影响并不 明显 。本研究 

加强 了轻度弱视儿童 右脑度 、记忆 水平 、脑 电 波 的发生 率 以 

及事件相关电位 ERP(P300)的影响，即右脑半球认知功能的影 

响。通过本研究可知，对于儿童弱视的治疗在使用了我们研发 

的一套视觉 一记忆程序训练方法后 ，不仅在原有弱视治疗的基 

础上提高 了弱视儿 童的视力 ，同时也对弱 视儿童 的右 脑记忆潜 

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重现弱视的早期 

发现和治疗，对于超过视觉发育敏感阶段的较大龄弱视儿童也 

不要轻易放弃，应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 ，尤其是轻度弱视 

儿童 ，除了常规弱视治疗方法外 ，配合视觉 一记忆程 序训练 ，可 

达到改善视力与开发右脑智力 的双重 功效 ，此法开创 了弱视治 

疗 的新理念 、新思维 、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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