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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训练延缓MCI老人认知衰退的效果。方法：采用单组前后测实验设计，选

取16名MCI老人，进行为期八周的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游戏训练(每周5次，每次15分钟)。分别在干

预前后对老人的以下数据进行收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病人健康问

卷抑郁量表(PHQ-5)、认知能力评定(数字广度、数字符号转换及言语流畅性测试)。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

对于干预前后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认知干预后老人的MoCA、ADL及认知能力评定得分显著提高，

PHQ-5得分无显著变化。结论：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训练能够显著提高MCI老人的认知能力，且可以迁移

到其日常生活能力中，暂未发现对老人情绪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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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effect of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training in delaying cognitive decline in the elderly 
at MCI was studied. Method: In this study, a single-group pre-test and post-test design was used to 
select 16 MCI elderly people for eight weeks of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intervention game train-
ing (five times a week, 15 minutes each time). The following data of the elderly were collected be-
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 (PHQ-5), and Cognitive Assessment 
(digit span, digit symbol conversion and verbal fluency test). Paired sample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MoCA, ADL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PHQ-5 score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Conclusion: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training can signifi-
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with MCI, and can migrate to their daily living 
ability. There is no effect on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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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患有痴呆的人群数量也在明显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目

前全世界约有 5000 万痴呆患者，到 2050 年该数据可能达到 13,200 万，其中超过 20%的痴呆患者居住在

中国。综合全国各地区的研究，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痴呆患病率约为 3%~5%，最高可达 5.14%，是

世界上痴呆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指临床上未达到痴

呆的严重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也称为非痴呆性认知功能损害(cognitive impairment not dementia, CIND) 
(Petersen, 2010)。和痴呆患者相比，MCI 的患者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损害，但是未对日常生活产生明显妨

碍。MCI 患者是老年痴呆的潜在高危人群，因而对 MCI 患者进行重点监测，很有可能实现对老年痴呆的

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 
目前为止，虽然已有一些延缓以及治疗痴呆的药物，但是它们的效果一般且价格昂贵，长期服药成

本极高甚至还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相较之下，认知干预成为替代药物的重要方法。研究发现针

对 MCI 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的训练，能够有效地减轻认知功能的损害，进而减缓疾病的恶化(张建，魏秀

红，田敏等，2012；冯威，李春波，陈优等，2015)。因此目前，认知训练已经发展成为维持和增强 MCI
患者认知功能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研究较少，但已有一些研究呈现出一定的

效果，如发现经过电脑认知训练，被试的认知功能获得了提升。认知干预能够提高 MCI 老年患者的言语

和视空记忆、情景记忆、言语学习、注意力以及执行功能(Barnes et al., 2006; Herrera et al., 2017)。因此，

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对于 MCI 老年患者的训练效果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为干

预效果提供新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平台认知训练小程序“金色记忆”，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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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MCI 老人进行了为期 8 周的认知干预训练。进而通过实验检验这项技术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改善作用。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共计 16 名，其中男性 8 名，女性 8 名，年龄范围 66~78 岁(70.3 ± 3.8
岁)，受教育年限范围 2~8 年(4.9 ± 1.7 年)。通过与社区合作，获得老人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在社

区对 60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 MCI 的筛查。完成 MCI 筛查后，研究人员对符合条件的 MCI 的老年人及其监

护人解释研究，获得书面的知情同意，再由具有主治医师职称及以上的老年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断，研究

人员进行基线评估。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符合 MCI 条件的老人中抽取 8 名男性、8 名女性进行纳入

研究。 
入组标准：1) 年龄 ≥ 65 周岁。2) 无明显的视觉、听觉和言语损害。3) 符合 MCI 的诊断标准。根

据美国国家老年痴呆协会工作组推荐的诊断标准，MCI 患者具有以下的特点：a) 对认知变化的关注；b) 
至少一个领域的认知能力损害；c) 个人日常生活能力尚存；d) 没有精神错乱的表现。4) 蒙特利尔认知

评估量表(MoCA)得分小于25分(针对受教育程序 ≤ 12年者)或者小于26分(针对受教育程度 > 12年者)。
5)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得分 ≥ 28 分。 

排除标准：1) 根据 ICD-10 的临床诊断标准，被诊断为痴呆。2) 根据 DSM-5 的诊断标准，处于抑

郁状态，即 PHQ-9 得分大于等于 5 分。3) 正在服用抗精神病类型的药物，或者停药未满三个月。4) 正
在参加其他认知干预的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认知训练程序 
认知训练程序基于华为平板电脑进行，尺寸为 9.6 寸，分辨率为 1080 × 960。游戏场景根据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进行改编，基于微信小程序平台搭建。所有游戏均为难度自适应式，采用项目反应理论进行能

力等级评估。游戏内容如下： 
1) 图形/图片延迟匹配任务要求被试记住屏幕中呈现的图片(包含简单形状、风景图片、人物头像)，

在随后的测试阶段，判断新出现的图片与之前一张或 n 张图片是否一致； 
2) 信息延迟匹配任务要求被试记住屏幕中呈现的人物照片，以及他们所对应的基本信息(如姓名、性

别、籍贯等)，并在随后的测试阶段，将人物照片与对应的个人信息匹配起来； 
3) 客体追踪任务要求被试注意一个或多个目标(目标可以是简单图形或实物图片)在屏幕上移动的轨

迹，一段时间后客体消失，要求被试选出目标客体消失前所处的位置； 
4) 记忆/注意复合任务要求被试注意并点击客体 1 (简单图形或实物)在屏幕上的位置，同时记忆客体

2 (简单图形或实物)的数量，当点击客体 1 后，客体 2 同时消失，此时要求被试报告客体 2 的正确数量。 
全部 16 名受试者共接受 8 周的干预(每周 5 次，每次 15 分钟)，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后进行以下测量

工具的前测和后测。 

2.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测量工具采集受试者干预前后相关认知行为数据。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是用于轻度

认知功能损害的认知评定量表。该量表由 Nasreddine 等人根据简明精神状态检查(MMSE)制定[5]，克服

了 MMSE 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等局限，并且对于认知损害具有更加快速、准确的评定，是目前普遍使用

的认知筛查工具之一(Freitas et al., 2012)。量表包括了视空间能力、执行功能、言语能力等 8 个领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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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个项目。量表总分为 30 分，得分大于等于 26 分(对于受教育程度小于 12 年者，大于等于 25 分)视
为正常。测试时间约 10 分钟。中文版问卷选用(涂秋云，靳慧，丁斌蓉，等，2012)编制的版本，研究表

明该版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MoCA 得分小于 25 分(针对受教育程度 ≤ 12 年者)，或者小于 26 分(针对受

教育程度 > 12 年者)则纳入研究。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用于评估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总共 14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总分为 56 分。ADL 常用于痴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价，小于

等于 28 分表明日常生活能力无明显损害。中文版问卷已在中国大陆被广泛使用，研究表明中文版问卷在

针对痴呆的日常生活能力评价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翁映虹，黄坚红，2014)。ADL 得分小于等于 28 分者

被纳入研究。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基于 DSM-IV

的诊断标准进行修订，用于抑郁症筛查(Kroenke, Spitzer, & Williams, 2001)。量表共有 9 个条目，采用 4
点评分，调查最近 2 周内的行为和精神状态。量表总分为 27 分，大于等于 5 分表明有抑郁状态。中文版

问卷目前已在中国广泛使用，研究表明中文版问卷在老年人群中仍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徐勇，吴海苏，

徐一峰，2007)。PHQ-9 得分小于 5 分者被纳入研究。 
认知能力评定：1) 数字广度：采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国修订本(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Revised in China, WAIS-RC)中的数字广度测验(Digit Span Test)。包括正背和倒背两部分，均按照从易

到难的顺序进行。正背最多有 12 位数字，倒背最多有 10 位数字。测试时，每一难度有 2 次测试机会，每

次从一试开始，正确即进入下一项，否则进行二试，两次测试均失败则该部分测验结束。施测者按照每秒

钟一个数字的速度匀速念出数字。该测验能够反映被试的数字广度、注意力(Kessels et al., 2008)。 
2) 数字符号转换：采用 WAIS-RC 中的数字符号转换测验(Digit Symbol Substitution Test)进行。测验

中 1~9 均有对应的符号，被试需要按照对应的规律，迅速地在每个数字下方的空格内按照从左到右的顺

序填写对应的符号，不能跳格填写。被试有 10 个练习题目，接着进行 90 秒的正式测验。该测验能够反

映被试的加工速度，并与记忆力、注意力密切相关(Hoyer et al., 2004)。 
3) 言语流畅性测试(VFT)：言语流畅性测试分为“音位流畅性(phonemic fluency)”和“语义流畅性

(semantic fluency)”(赵倩华，郭起浩，史伟雄等，2007)。本研究中使用的是语义流畅性测试，要求被试

在 1 分钟内尽可能多地说出某特定语义类别(动物)的词语。 

2.2.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的测试数据均采用 SPSS.16.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研究中受试者

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定量数据的差异和显著性进行检测，p < 0.05 表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6 例受试者在接受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前和干预后的各测量指标(MoCA, ADL, PHQ-9，言语流畅

性，数字符号转换及数字广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其认知干预前后各测量指标的配对 t 检验结果

如表 2 所示。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可见，受试者在干预前和干预后 MoCA 得分的差异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p 

= 0.000)，ADL 得分差异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p = 0.004)，而 PHQ-9 得分差异未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

平(p = 0.133)，而认知能力评定的各项指标前后测差异均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言语流畅性 p = 0.006，
数字符号转换 p = 0.020，数字广度 p = 0.000)。结果反映了在进行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后，受试者的

MoCA 得分显著提高，ADL 得分显著下降，PHQ-9 得分无显著变化，认知能力评定指标(言语流畅性、

数字符号转换、数字广度)得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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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l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16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表 1. 16 例受试者认知干预前后各测量指标结果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测量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MoCA 前测 15.00 24.00 18.19 2.20 

MoCA 后测 17.00 26.00 21.31 2.55 

ADL 前测 14.00 36.00 22.13 6.52 

ADL 后测 13.00 27.00 17.63 4.62 

PHQ-9 前测 0.00 5.00 3.75 3.26 

PHQ-9 后测 0.00 4.00 2.44 3.33 

言语流畅性前测 0.00 15.00 6.94 3.92 

言语流畅性后测 2.00 17.00 9.81 3.90 

数字符号转换前测 15.00 23.00 18.06 2.57 

数字符号转换后测 0.00 27.00 21.56 6.38 

数字广度正背前测 3.00 8.00 5.56 1.71 

数字广度正背后测 5.00 9.00 6.88 1.36 

数字广度倒背前测 2.00 4.00 2.75 0.77 

数字广度倒背后测 3.00 6.00 3.94 0.99 

 
Table 2. The paired sample t-test results of all measurement indexes of 16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表 2. 16 例受试者认知干预前后各测量指标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t df Sig. (2-tailed) 

MoCA 前测-MoCA 后测 −6.484 15 0.000 

ADL 前测-ADL 后测 3.426 15 0.004 

PHQ-9 前测-PHQ-9 后测 1.590 15 0.133 

言语流畅性前测–后测 −3.216 15 0.006 

数字符号转换前测–后测 −2.591 15 0.020 

数字广度正背前测–后测 −5.547 15 0.000 

数字广度倒背前测–后测 −4.842 15 0.000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反映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训练能够起到一定的延缓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效果。目前为

止，虽然已有一些延缓以及治疗痴呆的药物，但是它们的效果一般且价格昂贵，长期服药成本极高甚至

还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相较之下，认知干预成为替代药物的重要方法。认知训练指研究者精心

设计的一套训练程序，包括标准化的训练指导语和训练任务，每种训练任务主要针对一项认知功能进行

针对性地训练。认知训练用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问题，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目前的功能状态，以

及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与传统的认知干预方法相比，基于互联网的训练具有高效、高灵敏度、训

练难度可调整等特点，线上干预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有针对性的认知训练，而且能够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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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者提供即时的认知状况反馈，便于监测与管理。本研究中使用的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小游戏，通过

游戏训练的形式影响干预对象的心理功能，探究针对工作记忆的认知训练的迁移效应以及其对于日常生

活功能的影响。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已经存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症状的老年人进行认知干预训练，仍然能够

有效提高其认知能力的表现和水平，延缓其认知能力的衰退。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认知训练后，老人

的认知功能评估结果均显著改善(包括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言语流畅性、数字符号转换和数字广度)，除此

以外，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得分也显著提高。此结果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plasticity)的观点相符(Smith 
et al., 2010；霍丽娟，郑志伟，李瑾等，2018)，即我们能够通过迁移效应，将认知训练的效果迁移到受

训者的其他认知能力上，帮助 MCI 老年患者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解决相应的能力。研究发现认知训练

也能够增强参与者的心理功能与日常能力，例如提高自我效能感、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等。因此通过认知

训练，不仅仅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也能够整体提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促进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Abdelaziz et al., 2015；李东冬，张德清，王刚等，2013)。而本研究中老人的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得分无显著变化，研究者推测原因可能为纳入的受试者均不存在明显的抑郁状态表现，且本研究的干预

时长为八周，而老人生活环境和事件变化不大，因而其情绪状态未产生较为明显的波动。后续研究可以

扩大被试量，纳入不同程度抑郁状态的老人受试者，进一步探究认知干预对于轻度认知障碍老人情绪和

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的认知干预训练对于 MCI 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明显的效果，提高了老人的

注意力和记忆力等，此外也迁移到了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领域，改善 MCI 老人的执行和生活能力，本研

究未发现认知干预训练对于 MCI 老人的情绪水平的明显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患有抑郁症状的

老人在接受认知干预训练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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