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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与抑郁症状的关系ꎮ 方法:选取 １７０ 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

象ꎬ采用重复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 (ＲＢＡＮＳ) 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１７

(ＨＡＭＤ￣１７)评估患者抑郁症状ꎮ 分析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ꎮ 采用多重线性回

归模型分析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受教育程度高的抑郁症患者 ＲＢＡＮＳ 评分高于

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抑郁症患者 ＨＡＭＤ￣１７评分与 ＲＢＡＮＳ 总分、即

时记忆、视觉广度评分呈负相关ꎬ相关系数 ｒ分别为－０.２２０、－０.１７８ 和－０.２５２(Ｐ<０.０５)ꎮ 结论:抑郁

症状与受教育程度影响患者认知功能ꎮ 认知功能与抑郁症状评估将有助于判断抑郁症ꎮ

关键词:抑郁症ꎻ认知功能ꎻ重复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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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ＡＮＳꎬ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ｐａｎ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 ０. ２２０ꎬ － ０. １７８ꎬ ａｎｄ
－０.２５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ｐｍｐｔｏｍ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损害人类健康的精神疾病ꎬ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预计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抑郁症将居

全球疾病总负担的首位[１]ꎮ 抑郁症患者除情绪低

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等症状外ꎬ还会有认知功能

障碍ꎬ出现注意力、执行力、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下

降[２]ꎮ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会降低患者生存

质量ꎬ影响其社会功能[３]ꎮ 提高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

能ꎬ是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４]ꎮ 本

研究探究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ꎬ以期为制

定改善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措施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９年 ７月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在南宁市第五人民

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 １７０ 例ꎬ其中男

５８例ꎬ女 １１２例ꎻ平均年龄(２９.１±１１.８)岁ꎻ受教育程

度:中等以下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４０ 人ꎬ中等教

育程度(高中或中专)５６ 人ꎬ高等教育程度(大专及

以上) ７４ 人ꎻ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１７ꎬＨＡＭＤ￣１７)为(２０.２５±７.８３)分ꎮ

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ＩＣＤ￣

１０)»中的抑郁症诊断标准ꎮ ②年龄 １８ ~ ６０ 岁ꎮ ③

无明显躯体疾病及其他精神障碍ꎬ如精神分裂症、双

相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等ꎮ

排除标准: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ꎮ ②智能障

碍ꎬ不能理解问卷调查内容ꎮ ③无法配合完成测试ꎬ

或不能有效合作ꎮ

事先向患者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和要求ꎬ征得患

者同意后ꎬ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由南宁市

第五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ꎮ

１.２　 方法

一般情况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ꎬ包括人口学

资料ꎬ如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信息ꎮ 采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１７(ＨＡＭＤ￣１７) [５]评定抑郁症患者严重程

度ꎬ根据量表评分ꎬ总分≤７ 分为正常ꎻ总分在 ８ 分至

１７分为轻度抑郁症ꎻ总分在 １８分至 ２４分为中度抑郁

症ꎻ总分≥２５分文为重度抑郁症ꎮ 认知功能采用重复

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ＲＢＡＮＳ) [６]ꎬ

ＲＢＡＮＳ由 １２个测试任务组成ꎬ评定 ５ 方面的神经心

理功能状况ꎬ分别为:即时记忆、视觉广度、语言能力、

注意力、延迟记忆ꎮ 其中即时记忆包括词汇学习、故

事复述ꎻ视觉广度包括图形临摹、线条定位ꎻ语言能

力包括图画命名、语义流畅性测验ꎻ注意力包括数字

广度、编码测验ꎻ延迟记忆包括词汇回忆、词汇再识、

故事回忆、图形回忆ꎮ 认识功能影响因素分析:以

ＲＢＡＮＳ总分为因变量ꎬ以抑郁症患者受教育年限及

ＨＡＭＤ￣１７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

析ꎮ 其中ꎬ性别(男性＝ １ꎬ女性 ＝ ２)以男性为参照变

量ꎬ其余变量均以连续性变量纳入回归模型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计数资

料以 ｎ、 表示ꎻ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

示ꎬ两组差异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３ 组之间

差异比较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ꎮ 采用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 ＨＡＭＤ￣１７ 总分等

自变量与 ＲＢＲＭＳ得分之间的关联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性别与 ＲＢＡＮＳ评分

男抑郁症患者 ＲＢＡＮＳ 总分及各项评分与女患

者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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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男、女抑郁症患者 ＲＢＡＮＳ评分比较(ｘ±ｓꎬ分)

ｎ 总分 即时记忆 视觉广度 语言能力 注意力 延迟记忆

男 ５８ ４１９.３３±６７.９５ ６８.３３±１８.０９ ９７.００±１５.４２ ８１.３３±１８.９１ ９３.４３±１６.６１ ７９.２４±１８.９０

女 １１２ ４１５.２６±６５.１８ ６６.９６±１６.２１ ９４.２９±１５.６１ ７６.０７±１８.６４ ９７.９９±１５.１０ ７９.９６±１８.８３

ｔ ０.３８０ ０.５０３ １.０７９ １.７３５ １.８０４ ０.２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受教育程度与 ＲＢＡＮＳ评分

受的教育程度不同ꎬ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不

同ꎬ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抑郁症患者ꎬＲＢＡＮＳ 总分及

即时记忆、视觉广度、语言能力、注意力、延迟记忆评

分均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教育程度患者的 ＲＢＡＮＳ评分比较(ｘ±ｓꎬ分)

教育程度 ｎ 总分 即时记忆 视觉广度 语言能力 注意力 延迟记忆

中等以下 ４０ ３６６.５５±５５.０７ ５６.４０±１４.５６ ８７.６８±１４.４４ ６９.１０±１６.８６ ８６.７８±１６.０２ ６６.６０±１８.４３

中等 ５６ ４１５.６８±５７.９０ ６６.２９±１３.７３ ９５.４６±１３.０９ ７５.３０±１７.８２ ９８.２１±１６.２２ ８０.４１±１６.５３

高等 ７４ ４４４.４６±６１.３９ ７４.２４±１６.９２ ９９.１０±１６.５３ ８４.５４±１８.４０ １００.３１±１３.００ ８６.２７±１７.１０

Ｆ ２２.７８８ １７.６９４ ７.５５１ １０.５６４ １１.３９３ １６.９６８

Ｐ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认知功能评分与 ＨＡＭＤ￣１７评分的相关性

抑郁症患者 ＨＡＭＤ￣１７ 评分与 ＲＢＡＮＳ 总分、即

时记忆、视觉广度呈负相关ꎬ相关系数 ｒ 分别为

－０.２２０、－０.１７８和－０.２５２(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表 ３　 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评分与 ＨＡＭＤ￣１７评分的相关性

项目 总分 即时记忆 视觉广度 语言能力 注意力 延迟记忆

ＨＡＭＤ￣１７评分 －０.２２０ －０.１７８ －０.２５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认知功能的多因素分析

ＨＡＭＤ￣１７总分、受教育年限为 ＲＢＡＮＳ 总分的

影响因素ꎬ相关系数分别为 － ０. １４８ 和 ０. ５４１ (Ｐ <

０.０５)ꎮ

３　 讨论

认知功能障碍是抑郁症的重要临床症状ꎬ表现

为记忆力、注意力、执行能力等多个方面的损害[７]ꎮ

抑郁症患者不仅在疾病发作期存在认知功能障碍ꎬ

部分患者在疾病缓解后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８]ꎮ 认

知功能障碍会影响抑郁症患者预后ꎬ是导致患者工

作、社交、家庭等社会功能损害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本

研究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调查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抑郁症状的严重程

度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ꎮ

本研究揭示ꎬ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水平和抑郁

症状严重程度相关ꎬ抑郁症状越严重ꎬ患者认知功能

越差ꎮ 一项针对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的研究结果

表明ꎬ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是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９]ꎮ

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ꎬ且抑

郁程度越高其认知功能损害越严重[７]ꎮ 然而ꎬ也有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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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ꎬ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对认识功

能影响较小ꎬ认知障碍症状的改善与情感症状的改

善并不完全同步ꎮ 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轨迹与

情感症状并不完全一致ꎬ认知症状独立于情感症状ꎬ

认为部分认知功能障碍具有素质性特征ꎬ部分认知

功能障碍随着情感症状的变化而改变ꎬ具有状态性

特征[１０]ꎮ 一项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ꎬ抗抑郁药物对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与其情感症状的效应不

相关联[１１]ꎮ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临床资料或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有关ꎬ即抑郁症状对

认知功能的影响与人口特征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受教育年限为患者认知功能

的影响因素ꎬ受教育程度越高ꎬ患者的认识功能越

好ꎬ此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一项针对首发

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危险因素的研究显示ꎬ将首发

抑郁症患者按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

中专、大专及以上 ３ 组ꎬ３ 组 ＲＢＡＮＳ 评分在视觉广

度、言语功能、延时记忆、ＲＢＡＮＳ 总分上均存在差

异[１２]ꎮ 一项针对伴发睡眠障碍的首发抑郁症患者

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ꎬ教育程度是影

响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３]ꎮ

受教育能增加个体的词汇量和表达能力ꎬ促进概念

形成ꎬ同时影响逻辑思维、记忆、学习新鲜事物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ꎬ进而影响认知功能ꎮ

鉴于认知功能的重要作用ꎬ本研究对抑郁症患

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调查分析ꎮ 分析结果显示ꎬ抑郁

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受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和受教育

程度的影响ꎮ 通过本研究得到以下启发ꎬ首先ꎬ治疗

抑郁症患者过程中ꎬ应对患者认知功能加以重视ꎬ积

极提高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ꎮ 其次ꎬ鉴于认知功

能的积极影响ꎬ可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正念疗法、心

理支持等方法促进患者认知功能康复[１４－１５]ꎮ 此外ꎬ

应积极开展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的分子生物学、影

像学、神经生物学的研究[１６－１７]ꎬ结合脑电生物反馈和

认知功能训练等治疗方法ꎬ提升患者的认知功能ꎮ

本文阐述了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ꎬ将为抑郁症患者

认知功能的改善提供思路ꎬ有助于临床医生制定有

效的治疗策略ꎬ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康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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