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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节记忆!来源记忆!内容记忆!年老化!焦虑

分类号!JK%"?$

)!引!言

!!目前记忆年老化研究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

传统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即探讨不同年龄组

"老年与青年#之间记忆功能的年龄差异及其机制)
另一条途径是新近兴起的研究方向!即探讨不同老

年个体之间记忆功能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在有关年龄差异的研究中一个一直受关注的问

题是$与年龄相联系的记忆缺损"记忆年老化#是否

存在选择性!即老年人记忆的各个方面或各种类型

受损程度相同!还是某些方面或类型比对另一些受

年老化影响更大’至今!大家对记忆年老化过程中

存在选择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该问题是相当复

杂的!还有许多关键点尚待深入研究’情节记忆作

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发展最高级(成熟最

晚的记忆系统!受到了研究者的大量关注’情节记

忆是指个体记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经历的特定事

件’记住某个特定的事件!不仅包括记住其内容

"内容记忆!4G122127H8#!而且包括记住其来源"来

源记忆!<76H=12127H8#’随着对情节记忆探讨的日

益深入!来源记忆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最近!对记

忆年老化选择性的探讨深入到了来源记忆研究领

域’来源记忆是否比内容记忆对年龄更为敏感是当

前国际老年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情节记忆年老化研究

的热点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内容记忆和来源记

忆受年老化影响相当!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来源记忆

受年老化影响更大%A!+&’分析发现!来源性质不同

是这些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来源性质有内(外之

分’内部来源指编码和存贮期间个体内部所进行的

各种认知操作!如想象"423N4@N#(计划";53@@4@N#
等)外部来源指事件的外部特征!如知觉信息$声音(
颜色(呈现的感觉通道(空间位置以及时间序列等’
来源记忆相应地可以分为事实监控"在内部来源与

外部来源之间进行判断#(外部来源监控"区分外部

来源#和内部来源监控"区分内部来源#’来源记忆

的意识性不同是这些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二’有意识

识记明确要求被试关注来源!并告知随后进行记忆

测验!与高水平的认知努力相联系!而非意识识记正

好相反’此外!目前大多数研究中!来源呈现都仅采

用了随机的方式!只有 -=>3=G1H等人")**)#采取了

随机和区组两种来源呈现方式!并发现仅在区组呈

现方式下会出现来源记忆的有选择性受损%&&’基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便是将情节记忆

区分为内容记忆和来源记忆!从来源呈现方式(来源

记忆意识性和来源种类三方面入手!比较年龄对它

们的影响’
!!尽管记忆功能存在显著年龄差异!但同时记忆

年老化过程中仍存在广泛的个体差异"变异性#%K&’
目前该领域积累的研究资料还比较少!选择的影响

因素多是认知方面和一些人口学背景变量!涉及的

非认知因素相对少得多!已有研究限于态度(自我效

能和控制感等’焦虑是重要的非认知因素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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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状态!伴有紧张不安和忧虑的

主观体验!以及自主神经系统激活%*&’目前焦虑与

老年记忆功能变异性的研究报告罕见%)#&!至于探讨

焦虑与来源记忆年老化的研究尚未见到’作者基于

有关焦虑与认知功能关系密切的研究%))&!预测焦虑

可能是导致老年人记忆存在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
这是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
!!此外!目前对记忆功能年龄差异机制的探讨也

主要集中于一些基本的认知因素!如加工速度(感知

能力(注意等’考察焦虑是否调节记忆的年龄差异

是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

"!方!法

&?#%焦虑问卷

!!状态1特质焦虑问卷"-G3G1(RH34GU@S41G8E@c
F1@G7H8!简称-RUE#由两个分问卷共%#道题组成’
第)’"#题为状态焦虑量表"-(UE#!用于评定即

刻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境的焦虑体验’第")
’%#题为特质焦虑量表"R(UE#!用于评定人们经

常的情绪体验!反映一种较稳定的或持续存在的焦

虑倾向’该问卷采用自评方式!内容简明!操作方

便!应用广泛!其中译本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
用于我国%)"&’因此!本研究选择 -RUE作为测量焦

虑的工具!用以筛选被试和测量实验过程中感受到

的状态焦虑’
&?&%被试选取

!!从$个科研所和)个居民小区随机选取了身体

基本健康!受过*年以上正规教育的老年人"$&名)
从京区两所大学随机选取大学生"#*名’他们均填

写-RUE问卷’从 RU得分的最高端和最低端分别

选取了高(低特质焦虑的老年被试)*名和")名!青
年被试$#名和"K名’被试基本特征见表)’青年

组与老年组年龄范围分别为 )K’"$岁和 +#’&+
岁’老年组与青年组受教育年限无显著差异"!m
#?#A#’每个年龄组内部!高(低焦虑者之间年龄和

受教育年限均不存在显著差异"!<m#?#A#’青年

组的特质焦虑水平明显高于老年组"!e#?#)#’每

个年龄组内部!高(低焦虑者之间特质焦虑得分均存

在显著差异"!<e#?##)#’

表#%被试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青年组 老年组

高焦虑 低焦虑 高焦虑 低焦虑

年龄",p<D# "#?"$p)?#& "#?$#p)?)& +%?AApA?%# +$?A#p$?)*

教育年限",p<D# )%?A$p#?A) )%?+%p#?%* )%?%"p"?A" )A?"%p)?+)

性别"男h女# )#h"# )$h)A Ah)% )%h&

特质焦虑",p<D# A+?&&p%?#" $"?+%p$?%* %$?##pK?A) $"?##p&?#K

&?!%研究程序

!!被试首先填写状态焦虑问卷!然后进行实验一

的学习阶段!继之进行实验二的学习阶段’此后对

实验一进行内容和来源两方面测验!之后再对实验

二进行内容和来源记忆测验’之所以这样安排!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实验二要通过组间设计考察对来

源记忆的意识性是否会影响来源记忆年老化’尽管

实验一中没有告知被试要关注词组的来源!但如果

经历了来源记忆测验之后!被试势必会对实验目的

有所猜测!对实验二中句子的来源可能会加以关注’
因此实验一测验部分放在了实验二之后!同时它也

可以作为实验二的学习与测验之间的干扰!保证实

验二的长时记忆测验的性质’实验一(二测验结束

后!请被试再次填写状态焦虑问卷!以测查实验过程

中诱发的状态焦虑的强度’最后要求被试")#根据

五点量表评定整个实验过程的难度)""#根据四点

量表评定实验过程中感受到的紧张程度’

$!实验一$听h做动作的词组记忆

!!本实验参考 -=>3=G1H等人")**)#的研究!来源

呈现采取随机和区组两种方式%&&’但是变化了来

源的性质!-=>3=G1H等人采用的是外部来源监控任

务!而本研究采用事实监控研究范式!以考察情节记

忆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年龄差异和个体差异及其与焦

虑的关系!兼顾探讨动作记忆及其年龄差异!以及来

源呈现方式对来源记忆本身和内容记忆的影响’
!?#%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年龄$青年(老年#\""特质

焦虑$高(低#\""来源呈现方式$区组(随机#\"
"加工条件$动作(听#混合设计’年龄(焦虑和来源

呈现方式均为组间因素!加工条件为组内因素’
!$#$&%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个动宾词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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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组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组成!且动宾搭配不

合常规!以强调测验的情节性!排除语义知识的干扰

"如!举镜#’
!$#$!%实验程序!实验在AK+P.机上进行’学习

阶段词组以)#秒h个的速度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
要求被试努力记住词组的内容!同时告诉他们为了

帮助记忆!其中有一半还可以听到读音!对于另一半

标有*$+的!请被试做出相应的动作!并由主试提

供所需实物"如托篮!主试提供篮子#’对于一半被

试学习材料采用随机"H3@I72#的方式呈现!即在保

证同一来源不会连续出现$次以上的情况下!词组

随机 分 配 在 两 种 加 工 条 件 下)另 一 半 采 用 区 组

"O57=M1I#的方式呈现!即将材料分成 U(J(.(Z四

组!每组A个词组’来源呈现方式有*动听动听+和

*听动听动+两种’在每种方式下!四组材料按拉丁

方排列!K种呈现方式尽量在被试间平衡’
!!测验时采用线索回忆!将学习过的"#个词组中

的动词"如$举!#呈现在屏幕上!要求被试尽快报

告相应的名词"内容测验#!主试立刻判断回答正确

与否并按键记录!同时呈现的内容消失’如果被试

在)#秒之内尚未做出声音回答!呈现的字会自动消

失’一旦呈现内容消失之后!就要求被试通过按"

个不同数字键尽快判断该词组是听过的!还是做过

动作的"来源测验#’计算机自动记录所按键’间

隔)秒钟后出现下一个字--依次逐个完成测验

项目’
!?&%结果

!$&$#%实验过程中被试的状态焦虑(紧张程度及对

实验难度的评定!所有被试在实验前和实验中均填

写状态焦虑问卷!得分情况见表"’
!!实验前青年组与老年组状态焦虑存在显著差异

"!e#?#)#!实验中两组状态焦虑值均明显升高"!
值分别为 #?#$&和 #?####!且两组差异不再显著"!
m#?#A#’实验前青年组和老年组内!高(低特质焦

虑者之间差异均显著"!<e#?#)#!实验中青年组和

老年组内!高(低特质焦虑者之间差异均更为显著

"!<e#?##)#’青(老年组中分别有A#Y和+$?)Y
的高特质焦虑者认为实验过程中比较紧张或非常紧

张!分别有&)?%Y和)##Y的低特质焦虑者认为实

验过程中毫不紧张或有点紧张’紧张程度的评定等

级与实验中状态焦虑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
#?$"!!e#?##)#’青年人中大部分"+#?$Y#认为

实验难度适中!而老年人中大部分"&A?#Y#认为实

验难度比较高’

表&%被试实验前及实验中状态焦虑得分#/T-0%

年龄组
高焦虑 低焦虑

实验前 实验中 实验前 实验中

青年 %&?&+p&?*) %*?"$p*?A) $#?$$p+?&K $A?K"p*?#*

老年 $&?&*pK?K" A)?%"p)#?+* "*?K+p+?#+ $$?K#pA?+)

!$&$&%内容记忆!内容记忆成绩为名词的正确回 忆率"见表$#’

表!%被试在各种实验条件下内容记忆正确率#/T-0%

组别!!!
动作 听

区组 随机 区组 随机

青年
高 #?+$p#?)A #?%*p#?)K #?A%p#?)" #?%%p#?)A

低 #?+"p#?"" #?%*p#?)* #?%Ap#?)* #?%Kp#?)K

老年
高 #?$%p#?"K #?"*p#?)A #?"*p#?)+ #?)Kp#?)%

低 #?A)p#?)% #?$*p#?)% #?%#p#?"A #?$"p#?)$

!!注$高(低表示特质焦虑水平!下同

!!""年龄#\""焦虑#\""呈现方式#\""加工

条件#方差分析表明!年龄主效应非常显著!H")!
*##^$"?&K!!e#?##)!青年人优于老年人’呈现

方式主效应显著!H")!*##^&?K&!!e#?#)!区组

优于随机’加工条件主效应非常显著!H")!*##^

)&?##!!e#?##)!动作优于听’年龄与焦虑之间交

互作用显著!H")!*##^A?+$!!e#?#A’进一步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老年被试!低焦虑组成绩显著

优于高焦虑组!H")!*+#^%?"#!!e#?#A’而青年

组中则不存在焦虑效应!H")!*+#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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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记忆!来源记忆衡量指标包括综合性

"7F1H355#来 源 记 忆 和 条 件 性"=7@I4G47@1I#来 源 记

忆’前者是针对所有测验项目而言!无论内容记忆

是否正确)后者只针对内容记忆回答正确的项目而

言’综合性和条件性来源记忆成绩见表%’

表’%被试在各种实验条件下综合性来源记忆正确率#/T-0%

组别!!!

综合性来源记忆 条件性来源记忆

动作 听 动作 听

区组 随机 区组 随机 区组 随机 区组 随机

青年
高 #?+*p#?)) #?+"p#?)K #?K)p#?)% #?K%p#?)A #?*)p#?)& #?K$p#?"$ #?*#p#?)" #?*Ap#?)"

低 #?+&p#?"# #?++p#?)K #?&#p#?"# #?&&p#?)A #?&Kp#?)& #?*#p#?)$ #?+%p#?$* #?K"p#?)+

老年
高 #?%&p#?)& #?%*p#?"% #?+*p#?") #?++p#?"% #?KKp#?") #?&Ap#?"K #?A&p#?$+ #?&)p#?%"

低 #?A*p#?"# #?A"p#?)A #?*#p#?)& #?+Kp#?"+ )?##p#?## #?*Kp#?#K #?*$p#?"" #?&*p#?$#

!!首先以综合性来源记忆为因变量进行""年龄#
\""焦虑#\""呈现方式#\""加工条件#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年龄主效应非常显著!H")!K*#^
)%?"&!!e#?##)!青年组优于老年组’加工条件主

效应非常显著!H")!K*#^$A?K&!!e#?##)!听优

于动作’年龄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显著!H")!K*#
^&?"$!!e#?#)’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仅对

于老年被试!低焦虑组成绩明显优于高焦虑组!H
")!*A#^%?)+!!e#?#A’其次!以条件性来源回

忆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加工条件主效应显

著!H")!K+#^&?A$!!e#?#)!动作优于听’年龄

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显著!H")!K+#^)*?K$!!e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老年组!仍

是低焦虑者成绩明显优于高焦虑者!H")!*"#^
))?**!!e#?#)!而青年被试中则是高焦虑者成绩

明显优于低焦虑者!H")!*"#^%?&$!!e#?#A’
!$&$’%来源记忆对年老化的敏感性!前述分析发

现!综合性来源记忆和内容记忆中都存在显著的年

龄差异!那么来源记忆是否对年老化更为敏感0换

言之!除去内容记忆中的年龄差异之后!来源记忆是

否还受年龄影响’为此以来源记忆为因变量进行分

层回归!首先令内容记忆成绩第一步进入回归!年龄

随后进入!以观察控制了内容记忆的影响后!年龄差

异是否仍然存在’
!!首先以来源采取区组方式呈现时的综合性来源

记忆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内容记忆进入

后!年龄对来源记忆的解释量只有)?&Y!这种影响

达不到显著水平!H")!%$#^)?%A!!̂ #?"%’其次

以来源采取随机方式呈现时的综合性来源记忆成绩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内容记忆的影响

后!年龄对来源记忆的解释量为%?)Y!这种影响也

达不到显著水平!H")!%K#^"?&"!!̂ #?))’此

外!采用偏相关得到的结果与此一致’在来源采取

区组或随机方式呈现时!年龄与来源记忆的偏相关

分别为(#?)K"!̂ #?"%#和(#?"$"!̂ #?))#’对

条件性来源记忆进行分析的结果与此一致!不再

赘述’
!$&$"%来源记忆对焦虑的敏感性!前述分析发现!
焦虑对老年组的内容记忆和来源记忆都产生了干扰

作用!那么来源记忆是否对焦虑的影响更为敏感呢0
以综合性来源记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令内容

记忆成绩进入后焦虑再进入!发现其解释量仅为

#?AY!H")!$&#^#?"A!!̂ #?+"’控制了内容记

忆的影响后!焦虑与综合性来源记忆的偏相关为

(#?#K"!̂ #?+"#’对条件性来源记忆分析的结果

与此一致!不再赘述’
!?!%讨论

!$!$#%年龄效应#BRDDUUDC@%!本研究除与绝大多

数研究一致!发现内容记忆中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

外!还发现来源记忆中也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根

据T7>@<7@等人的*来源监控理论+!来源监控主要

依赖于最初的编码质量%"!)$&’因此本实验中的年龄

差异可能是由于老年被试对知觉";1H=1;G635#细节

和感觉1运动"<1@<7(27G7H4=#信息的加工程度比

青年人浅’其次!来源监控还受提取阶段判断过程

的影响’据此!本研究中观察到的来源记忆的年龄

差异也可能与两组被试的判断标准不同有关’研究

发现老年人在作来源判断时所定标准较松’当鼓励

被试使用相对严格的标准进行来源判断时!老年人

来源错误减少到了青年人的水平%)%&’本研究的两

种来源分属不同的性质!相差较大!所以无形中可能

鼓励老年被试采用了相对较松的判断标准!致使其

来源记忆成绩下降’此外!老年人有不同于青年人

的编码偏向%)A&!因此!在编码时关注的背景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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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不同’本实验中背景编码是非意识的!所以

老年人可能更多地注意其它"与测验无关#背景细

节’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老年组来源记忆成

绩比青年人差’值得注意的是!在来源以随机和区

组两种方式呈现时!来源记忆中的年龄差异均不比

内容记忆中的年龄效应更为显著’这提示来源呈现

方式与情节记忆年老化的选择性无关’
!$!$&%焦虑效应#BQVKD@EDUUDC@%!本研究发现实

验情境诱发的焦虑情绪干扰了老年人的记忆操作!
证实了焦虑是导致老年人记忆存在个体差异的原因

之一的研究假设’同时发现焦虑对青年人没有影

响!甚至对青年人的条件性来源记忆还产生促进作

用’根据经典的i1HM1<(Z7I<7@定律!高焦虑水平

对于较容易的任务有促进作用!而适宜于高难度任

务的焦虑水平相对较低’由被试对实验难度的评定

可见!同样的实验任务对老年人而言难度已较高!但
对于青年人尚属于较容易的任务’所以老年组中高

特质焦虑者成绩更差!而青年组中两者无差异!甚至

高特质焦虑者成绩更好’可见焦虑对记忆操作既可

以产生阻碍作用又可以产生促进!这提示焦虑影响

记忆的途径不会是单一方向的’正如 Q8<1@=M的

*加工效率理论+指出的!焦虑情绪本身首先会耗去

部分认知资源!致使投入记忆任务的认知资源减少)
同时焦虑还可能激发避免失败的动机!从而动用额

外的认知资源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加以积极补

偿%)+&’认知资源会随增龄而减少!因此老年人可动

用的剩余资源较少!无法弥补焦虑造成的不利影响’
对青年人而言!焦虑耗去的认知资源对总量根本构

不成威胁!或是青年人可利用的剩余资源丰富!足以

弥补焦虑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负面影响!对记忆操

作产生促进作用’
!!焦虑对两个年龄组记忆操作的影响不同!说明

焦虑调节记忆的年龄差异’然而以往多数研究%)#&!
包括本研究在内均发现在实验过程中状态焦虑与年

龄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但是再深入一步分析发现!
尽管两组被试实验中焦虑水平无差异!但是实验前

老年组的焦虑水平明显低于青年组!因此可见!尽管

两组被试焦虑水平在实验过程中均升高!但老年组

的变化更大’进一步计算发现年龄与焦虑水平的变

化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K"#!!e#?#A#’据

此推论对记忆中年龄差异起调节作用的是状态焦虑

的变化值’这提示在探讨记忆年老化的机制时!对
中介因素除了考察工作记忆能力(加工速度等认知

因素外!也应注意到情绪等非认知因素’

!$!$!%动作效应#DQBC@JDQ@DUUDC@%!本研究发现

*动作+有助于内容记忆"动作效应#!与前人研究一

致%)&&’而且还 发 现 在 条 件 性 来 源 记 忆 中!对*动

作+的判断也优于*听+’这可能是由于*做动作+加

工条件比*听+自我卷入"<15B(4@F75F4@N#程度更大!
相应地包含有意识加工成分更多’然而在综合性来

源记忆中对*听+的判断明显优于*动作+’有关错

误记忆的研究对此可以提供某些启示$错误记忆

"报告学习过先前并未呈现过!但与呈现过的词存

在高度语义相关的词#比真实记忆更模糊’当学习

材料由"个区别明显的来源呈现时!错误记忆更易

被归于来自突出性相对更小的来源%)K&’据此推论!
在两个来源区别明显的情况下!会首先判断记忆痕

迹是否来自那个更为突出的来源"在本实验中即

*动作+#’如果记忆痕迹模糊!那么就会将这种记

忆痕迹归于另一个来源"在本实验中即*听+#’综

合性来源记忆是针对所有测验项目而言的!无论内

容记忆是否正确!因此相对于条件性来源记忆而言!
被试的确信程度低得多’被试在不确信某个词组是

来源于*动作+时!就会把它归于是*听+来的’这种

判断标准的宽严不一掩盖了辨别力的差异!致使对

*动作+的综合性来源记忆反而比对*听+的还要差’
QH@NH6@I等人")**+#从$A’K#岁分)#个年龄层抽

取)###人而开展的大样本研究发现!对做过的动作

的记忆存在显著年龄差异%)*&!本研究与此一致’
!$!$’%区组效应#5WGCXDHDUUDC@%!众所周知!如

果学习项目能够形成在语义上相联系的组块!那么

会促进对项目的回忆’但是关于背景信息的组织性

对来源记忆或内容记忆影响的研究罕见报道’本研

究发现!来源区组呈现时内容记忆成绩高于随机呈

现时’这可能是由于两个来源分属于内部和外部来

源!差异较大!所以在随机呈现条件下!来源的频繁

更换势必会干扰被试对内容的记忆’本实验同时发

现!来源的呈现方式对来源记忆本身并没有影响’
这也许与本实验中对来源记忆采用非有意识识记有

关’本研究之所以设置两种来源呈现方式!除了探

讨来源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内容和来源两类记忆外!
更主要是为了考察来源记忆对年老化的敏感性是否

随实验条件不同而变化’结果在两种呈现方式下均

未发现来源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提示情节记忆

的选择性不受来源呈现方式的影响’

%!实验二$男h女声呈现的短句记忆

!!本研究将在前一研究的基础上!变化来源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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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来源记忆的意识性!即采用两个外部来源"男

声与女声#!而且对来源记忆的指导语在保留非意

识"4@=4I1@G35#识记的基础上增加有意识识记!预期

前一研究中发现的年龄效应和焦虑效应会得到进一

步验证或补充’
!!-=>3=G1H等人")*K%#发展了一种研究范式%"#&!
以研究伴有严重记忆障碍的脑损伤患者的来源遗

忘$分别由两个实验者"来源#呈现关于著名人物和

非著名人物的虚构事实!随后进行内容记忆和来源

记忆测验’当被试能够正确回忆内容信息时!相应

的来源判断可能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实验中学

到的信息归结为实验外获得的"如通过学校学习!
日常读书看报等#!或认为是猜测的!即来源遗忘

"<76H=132@1<43#’另一种是知道该信息是实验中

获得的!但是具体的来源判断出现错误!混淆了实验

内的两个来源!即来源混淆"<76H=1B7HN1GG4@N#’本

实验将采用这种虚构111事实研究范式"B4=G4G476<(
B3=G<;3H3I4N2#’鉴于我国青年与老年群体对著名

人物的共识较低!本实验作了变通!使用著名景点与

非著名景点替代了著名人物和非著名人物’
’?#%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年龄$青年(老年#\""特质

焦虑$高(低#\""来源记忆意识性$有意识(非意

识#组间设计’

!这"#个干扰句同时作为测查一般知识的语义记忆测验!相应结果将在后续文章中报告’

’$#$&%实验材料!请青年和老年人各A名尽可能

多地列出$#个省份中的著名景点及仅限于各自家

乡范围内的景点"非著名景点#!从中选取%%个著

名景点和$A个非著名景点组成景点熟悉度评定问

卷’分别请"#名老年人和$#名青年人!对这些景

点的熟悉程度进行评定"从*不知道")级#+到*非

常熟悉"&级#+共分&级#!并请他们尽可能填写景

点所在省份"或城市#’兼顾对所在地点的填写情

况!从&*个景点中选取了青(老年组的评定等级都

在+(&两级的"+个著名景点和评定等级都在)("
两级的)#个非著名景点’学习材料包括)"个描述

景点与地名联系的句子!所有联系都是错误的!其中

+个是关于著名景点的描述"如$西湖在山东#!+个

是关于非著名景点的描述"如$柳树岛在上海#’)"
个句子分别由男声和女声读出录制到计算机声卡

上’测验材料包括$+个只包含景点的不完整句子

"如$西湖在 #!其中)"个是针对学过的句子

提问!另外"%个是干扰项目’"#个干扰句是针对

著名景点提问"如$五台山在 #!!其余%个是

针对 未 学 过 的 非 著 名 景 点 提 问"如$西 林 台 在

#’
’$#$!%实验程序!实验在AK+P.机上进行’学习

阶段!)"个句子以男声或女声呈现$遍’告诉被试

这些句子都是描述某个景点在某个城市或省份的!
句子内容 可 能 正 确!也 可 能 错 误"实 际 都 是 错 误

的#!但无论正确与否都请努力记忆句子的内容!对
其中一半被试还要求他们记忆句子是以何种声音呈

现的’测验时采用线索回忆!将$+个不完整的句子

随机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同时保证同一来源不会

连续出现$次以上’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回答该景

点所在城市或省份"内容测验#!对于学习过的!按

照学习的内容来回答)对于没有学习过的!可以根据

自己的知识经验来回答!也可以大胆猜测’被试报

告后主试立刻判断回答正确与否并按键记录!同时

呈现的内容消失’如果被试在)#秒之内还没能做

出声音回答!呈现的内容自动消失’然后要求被试

通过按相应的数字键尽快对来源进行判断!备选答

案有%个$")#男声!""#女声!"$#通过电视广播(读
书看报或学校学习等实验以外的其它方式获得的!
"%#猜的或不知道’
’?&%结果

’$&$#%内容记忆!内容记忆成绩"对地名的正确

回忆率#列于表A’

表"%被试在两种识记条件下内容记忆正确率#/T-0%

组别
来源记忆意识性

有意识 无意识

青年
高 #?%#p#?$% #?A#p#?"K

低 #?$Ap#?"K #?$%p#?"&

老年
高 #?))p#?)) #?"Kp#?)%

低 #?")p#?)$ #?%Kp#?)"

!!""年龄#\""焦虑#\""来源记忆意识性#方

差分析发现!年龄主效应显著!H")!*##^+?++!!e
#?#A!青年组成绩优于老年组’来源记忆意识性主

效应显著!H")!*##^&?))!!e#?#)!非意识识记

优于有意识识记’年龄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显著!
H")!*##^&?#$!!e#?#)’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仅对于老年被试焦虑效应显著!H")!*A#^
$?K#!!e#?#A!低焦虑组成绩明显优于高焦虑组’
年龄与来源记忆意识性之间交互作用呈边缘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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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H")!*##^$?%"!!e#?#&’进一步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仅在老年组中!无意识识记优于有意识识

记!H")!*A#^K?A*!!e#?#))另一个方向上的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仅在有意识记条件下!存在显著年

龄差异!H")!*A#^&?#&!!e#?#)’
’$&$&%来源记忆!综合性来源记忆和条件性来源

记忆成绩分别列于表+’

表L%被试在两种识记条件下来源记忆正确率#/T-0%

组别
综合性来源记忆 条件性来源记忆

意识 有意识 有意识 无意识

青年
高 #?&)p#?)A#?%Ap#?")#?K*p#?)+#?+Ap#?$+

低 #?+$p#?"$#?A+p#?")#?&+p#?"%#?&)p#?"%

老年
高 #?""p#?)A#?)Kp#?)*#?A#p#?$A#?"&p#?$$

低 #?A$p#?"K#?%Kp#?)K#?+&p#?"K#?+&p#?"#

!!首先!以综合性来源记忆为因变量!进行""年

龄#\""焦虑#\""来源记忆意识性#方差分析!发
现年龄主效应非常显著!H")!*##^"&?&A!!e
#?##)!青年组优于老年组’来源记忆意识性主效应

显著!H")!*##^A?%)!!e#?#A!有意识优于无意

识识记!但其与年龄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H")!*##
^)?&*!!m#?#A’焦虑的主效应显著!H")!*##^
A?A#!而且其与年龄之间交互作用显著!H")!*##^
)*?KK!!e#?##)’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仅在

老年组中低焦虑者成绩显著优于高焦虑者!H")!
*A#^)$?"#!!e#?##)’其次!对条件性来源记忆

和来源混淆进行分析的结果与综合性来源记忆一

致!不再赘述’此外!还发现仅有$名老年被试和$
名青年被试出现了来源遗忘!老年和青年的平均来

源遗忘百分率" 来̂源遗忘个数 h内容回忆正确项

目数\)##Y#分别为A#?##Y和"&?"$Y’
’$&$!%来源记忆对年老化的敏感性!上面分析表

明!在有意识识记条件下!来源记忆和内容记忆中都

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进一步的问题是来源记忆是

否对年老化更为敏感’为此!先以综合性来源记忆

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发现!内容记忆进入分析后!
年龄对来源记忆的解释量为 )*?AY!H")!%+#^
)"?A%!!̂ #?##)’此外!控制内容记忆后!年龄与

来源记忆的偏相关为 (#?%+"!̂ #?##)#’反过来

以内容记忆为因变量!来源记忆首先进入回归分析

后!年龄对内容记忆的解释量为&?"Y!H")!%+#^
$?*+!!m#?#A’相应地!控制来源记忆后!年龄与

内容记忆的偏相关为(#?"K"!m#?#A#’正反两方

面的分析一致表明在有意识识记条件下来源记忆比

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在无意识识记条件

下!前面分析显示!两个年龄组的内容记忆相当!但
是老年组的来源记忆更差’这同样表明来源记忆比

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
’$&$’%来源记忆对焦虑的敏感性!由上面的分析

可见!焦虑对老年组的内容记忆和来源记忆都产生

了干扰作用!进而考察来源记忆是否对焦虑的影响

更为敏感’以综合性来源记忆为因变量!令内容记

忆成绩第一步进入回归后焦虑再进入!发现其对来

源记忆的解释量为 )&?#Y!H")!$&#^&?&&!!e
#?#)’控制了内容记忆后!焦虑与来源记忆的偏相

关为(#?%"!!e#?#)’反过来令来源记忆首先进

入回归分析后!发现焦虑对内容记忆的解释量为

&?$Y!!m#?#A!两者的偏相关为(#?"K!!m#?#A’
正反两方面分析表明来源记忆对焦虑更为敏感’
’?!%讨论

’$!$#%年龄效应!本实验发现内容记忆与来源记

忆中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重复了前一研究的结

论)但不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现来源记忆比内容记

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意味着来源记忆随增龄而下

降不同于一般情节记忆"内容记忆#能力的年老化’
根据*过程纯度+理论!情节记忆的提取不是*纯粹+
的过程!而是同时反映外显过程和内隐过程的影

响%")&’尽管来源记忆和内容记忆都是外显的记忆

形式!然而!两者可能由于所含内隐记忆成分不同而

存在差异’来源编码包括两个阶段’首先要对来源

信息本身进行加工!其次将来源特征与相应的内容

记忆进行整合%"&’所以来源编码需要更多策略化

"<GH3G1N4=#和付出努力"1BB7HGB65#的加工过程’因

此!来源记忆反映的是一种比内容记忆更*纯粹+!
包含外显的成分更多!需要更多认知资源的外显加

工过程)而认知资源会随增龄而减少!所以年老化对

来源记忆的影响更大’
!!与上面观点相联系!神经心理学和神经成像研

究发现来源记忆与前额叶联系更为密切%""!"$&’同

时有 研 究 表 明!前 额 皮 层 对 年 老 化 过 程 尤 为 敏

感%"%&’因此依赖于该脑区的记忆功能存在更大年

龄差异!提示前额皮层功能的老化是老年人来源记

忆受损更严重的重要脑基础’
!!本实验发现两组被试中出现来源遗忘的比例非

常少’这可能是由于老年被试中绝大多数为年轻老

年人"平均年龄为+%?#$岁!年龄范围为+#’&+岁!
&A岁及以上仅"人#!而且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较

高’这与以往关于来源遗忘是脑损伤患者及高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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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特征的结论相一致%"A&’
’$!$&%焦虑效应!本实验发现焦虑影响老年人的

内容记忆和来源记忆!而对青年人的两类记忆则没

有影响!重复了前一研究的结论)但不同的是发现焦

虑对来源记忆的影响比对内容记忆更大’已有研究

发现焦虑状态会造成注意分离!从而减少可利用的

认知资源!影响注意分配!降低工作记忆能力%)+&!而
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能力是外显的有意识加工过程所

必须的!所以焦虑对来源记忆影响更大’研究发现

青年人在注意分离条件下记忆成绩类似于老年人在

集中注意条件下的成绩%"+&!提示注意分离是年老化

影响记忆功能的一条途径’因此!注意分离有可能

是年龄和焦虑影响来源记忆!并且超出对内容记忆

影响的共同的认知心理机制之一’此外!基于前面

提到的来源记忆对前额皮层依赖程度更大!而且研

究发现工作记忆(注意分配%"&&等能力也与前额叶关

系密切!推论焦虑有可能与前额叶功能关系更密切’
最近的实验研究发现焦虑障碍是由于额叶功能失

调!在一定程度上为该推论提供了支持性证据%"K&’
’$!$!%来源记忆意识性对两类记忆及其年龄差异

的影响!本实验发现有意识识记条件下!来源记忆

成绩优于无意识识记’采取有意识识记指导语就要

求被试投入更多的编码努力’来源记忆作为一种有

意识性外显记忆!显然会受编码努力的影响!投入越

多!来源记忆成绩越好’此外!还发现来源记忆的意

识性也影响内容记忆!有意识识记条件下的内容记

忆比无意识识记时差!并且这种影响对老年人更突

出’这可能是由于有意识识记条件下!要求被试同

时注意内容和来源!两者会分争资源’因此!在促进

来源记忆的同时势必会削弱内容记忆’老年人由于

认知资源相对匮乏!所以受这种分争资源的影响

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来源识记的意识性虽然对来源

记忆本身产生了影响!但并未影响其中的年龄差异’
传统的情节记忆"内容记忆#研究发现!在要求投入

更多编码努力的任务中!年龄差异更大%A&’因此这

就为来源记忆的年龄差异不仅仅是一般的情节记忆

"内容记忆#年老化的表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A!总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情节记忆年老化的选

择性和变异性及其与焦虑之间的联系’来源记忆是

否比内容记忆受年龄影响更大是当前国际老年心理

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研究的结论互不

一致’作者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从来源呈现方

式(来源记忆意识性和来源性质三方面入手!对此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实验一采用事实监控研究范

式!在来源采取区组和随机呈现方式时!均未发现来

源记忆比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实验二采用

外部来源监控研究范式!当来源采取有意识和无意

识识记时!均发现来源记忆受年老化影响更大’由

此推论!来源记忆年老化的选择性可能受来源性质

影响!而与来源呈现方式(来源识记意识性无关’不

同形式的来源记忆对前额皮层依赖程度可能不同!
对性质相同的来源进行判断的过程可能对前额皮层

依赖程度更大!因此受年老化影响更突出’但此观

点尚需通过临床观察和无创性神经成像技术等进一

步证实’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限于这两个实验

条件而得出的!如果实验条件进一步扩充或改变!该
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尚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来源

记忆是否比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是随实验条

件不同而变化的!不能简单以*是+或*否+回答’在

今后的研究中重要的是寻找在哪些条件下来源记忆

对年老化更为敏感!然后寻找可能的原因!从而得出

有价值的结论’
!!非认知因素影响认知功能的研究并不少见!对
记忆年老化过程中个体差异的研究近年也日渐增多

"不过影响因素多侧重于对认知因素的考察#’但

是!如同本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发展的观点!从
非认知因素入手!而且采用实验室研究的方法!系统

探讨记忆个体差异的研究尚不多见’两个实验一致

发现焦虑对情节记忆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干扰了

老年人的内容记忆和来源记忆!表明焦虑是老年人

情节记忆存在变异性的影响因素之一!证实了最初

的研究设想)但对青年人情节记忆成绩基本没有影

响’这提示焦虑调节情节记忆的年龄差异’本研究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状态焦虑

变化量实现的’本研究还发现在外部来源监控任务

中!焦虑对老年人来源记忆的影响比对内容记忆更

大!提示焦虑可能对前额皮层比对其它脑区影响更

大!这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两项实验丰富了对记忆年老化选择

性的研究!促进了对来源记忆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为

研究记忆年老化的变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
宽了研究焦虑影响记忆的领域’此外!对于选择有

效的方式"如情绪调适#!有针对性地延缓老年人记

忆功能减退!从而促进成功老化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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