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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冲动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VDV$儿童的核心症状& 为了解AVDV患儿冲动行为的神经

机制'该研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调查了有冲动行为 AVDV儿童的脑功能影像特点& 方法$以 CBKPTB/

冲动行为测量软件中的CB及 PTB/为任务'对自愿参加的 !# 例有冲动行为AVDV)9 例无冲动行为AVDV及 7 例

正常男童进行脑功能成像& 然后将 ; 组儿童的脑功能像分别合并平均'得出 ; 组在执行两个任务时的平均脑功能

像'最后比较 ; 组平均脑激活区的分布情况& 结果$执行 CB任务时'正常儿童的激活区域主要是额极#额上回)

额中回)额内侧回$%无冲动AVDV患儿是小脑#后叶)前叶小结$)扣带回%冲动 AVDV患儿是内侧苍白球)岛叶&

执行 PTB/任务时'正常儿童的激活区域主要为额上回等区域%无冲动 AVDV患儿为额中回)胼胝体%冲动 AVDV

患儿为钩回)扣带回& 冲动AVDV儿童的激活的脑区远较其他两组少& 结论$ 参与控制冲动的大脑皮层分布广

泛'与正常儿童相比'无冲动行为AVDV患儿脑功能明显不足'激活的脑区少%有冲动行为 AVDV患儿激活的脑区

更少'脑功能表现更差'皮层唤醒不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0#1"

!关$键$词"$冲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功能性磁共振%儿童

!中图分类号"$?9@7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8::;##"#!#$#! 8##"@ 8#=

&3>956879);GHM<6>A= 89&Y,Y5:8;A*49L86:8?'>;<8F86=

=5.(2' =51/304:/)' M'=2)0</)' &'?(0;()' =5'4:)' &K%G3)*' %&-'MG:)0S(>9()A/D&(/DAG 5)"A2A:A(' M(H3)E

82/)*J/ &3"@2A/D' F()A$/DM3:AG ')2I($"2AJ' FG/)*"G/ @!##!!' FG2)/ #M: =0<' KB/2D* ":D2)J/)l"2)/>H3B$

$$&C<6*)56* DCE4568F4$X-.Z4W'R'+U'W*(,*[+&,S*2,WU-.+*-W*[S&'402,( f'+& 1++,(+'*( 0,['S'+&U.,21S+'R'+U0'W*20,2

#AVDV$5X( *20,2+*Z(0,2W+1(0 +&,(,Z2*-,S&1('W- *[+&,'-.Z4W'R,E,&1R'*2W'( AVDV S&'402,(' +&'WW+Z0U

'(R,W+'G1+,0 +&,W.,S'['S[Z(S+'*(1412,1W*[+&,E21'( EU[Z(S+'*(14̀ ?X5G46:7A<$T&,WZEh,S+WS*(W'W+,0 *[!# AVDV

S&'402,( f'+& '-.Z4W'R'+U' 9 AVDVS&'402,( f'+&*Z+'-.Z4W'R'+U1(0 7 (*2-14S&'402,(5A[Z(S+'*(14̀ ?X,\1-'(1+'*( f1W

.,2[*2-,0 f&,( +&,WZEh,S+Wf,2,'(W+2ZS+,0 +*['('W& CB1(0 PTB/+1WIWf'+& +&,CB<PTB/'-.Z4W'R'+U.1210'G-5T&,

?̀X01+10Z2'(G+&,+f*+1WIW*[CB1(0 PTB/f,2,1R,21G,0 1(0 +&,S*22,W.*(0'(G1S+'R1+'*( 2,G'*(WE,+f,,( G2*Z.Wf,2,

S*-.12,05H4<>;6<$T&,01+1[2*-+&,CB+1WI 2,R,14,0 +&1++&,-1'( 1S+'R1+'*( 2,G'*(W*[+&,(*2-14S&'402,( '(S4Z0,0

[2*(+14.*4,#WZ.,2'*2[2*(+14GU2ZW' -'004,[2*(+14GU2ZW1(0 -,0'14[2*(+14GU2ZW$% +&,-1'( 1S+'R1+'*( 2,G'*(W*[AVDV

S&'402,( f'+&*Z+'-.Z4W'R'+Uf,2,S,2,E,44Z- # .*W+,2'*24*E,1(0 1(+,2'*24*E,E*Z+*($ 1(0 S'(GZ41+,0 GU2ZW% +&*W,*[

AVDVS&'402,( f'+& '-.Z4W'R'+Uf,2,-,0'14G4*EZW.144'0ZW1(0 '(WZ415T&,01+1[2*-+&,PTB/+1WI W&*f,0 +&1++&,-1'(

1S+'R1+'*( 2,G'*(W*[(*2-14S&'402,( '(S4Z0,0 WZ.,2'*2[2*(+14GU2ZW1(0 -'004,[2*(+14GU2ZW% +&*W,*[AVDVS&'402,(

f'+&*Z+'-.Z4W'R'+Uf,2,-'004,[2*(+14GU2ZW1(0 S'(GZ41+,GU2ZW% +&*W,*[AVDVS&'402,( f'+& '-.Z4W'R'+Uf,2,Z(SZW1(0

.Z+1-,(5T&,1S+'R1+'*( 2,G'*(W*[AVDV S&'402,( f'+& '-.Z4W'R'+Uf,2,-ZS& [,f,2+&1( +&,*+&,2+f*G2*Z.W5

I795;><879<$T&,E,&1R'*2*['-.Z4W'R'+U<S*(+2*4'(R*4R,W1(Z-E,2*[W.,S'['S[Z(S+'*(1412,1W'( +&,S,2,E214S*2+,\5

%*-.12,0 f'+& (*2-14S&'402,(' AVDVS&'402,( f'+&*Z+'-.Z4W'R'+U&1R,f,1I,2E21'( [Z(S+'*( 1(0 E21'( 1S+'R1+'*(' 1(0

AVDVS&'402,( f'+& '-.Z4W'R'+U0,-*(W+21+,-ZS& [,f,2E21'( 1S+'R1+'*( 2,G'*(W' f*2W,E21'( [Z(S+'*( 1(0 4'++4,1f12,(,WW

*[+&,S,2,E214S*2+,\5 !I:89J I7964?'.4A8)6*' #/!/' !# #!$*#+ 0#1"

$$K4= L7*A<*$X-.Z4W'R'+U% A++,(+'*( 0,['S'+&U.,21S+'R'+U0'W*20,2% FZ(S+'*(14̀ ?X% %&'4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1++,(+'*( 0,['S'+&U.,21S+'R'<

+U0'W*20,2' AVDV$是儿童期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

病'发病率约 ;] M=]' AVDV的核心症状为注意

缺陷)多动和冲动!!"

& 冲动#'-.Z4W'R'+U$指缺乏考

虑'草率地进行一些不恰当或冒险的行为'多与环境

不相称'经常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是AVDV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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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 影像学的研究已显示 AVDV患者前额叶)

基底节)胼胝体)小脑的体积小'功能影像学研究怀疑

额叶<纹状体通路功能异常!;"

& 为进一步了解冲动行

为的神经机制'我们比较了有冲动行为的 AVDV)无

冲动行为的AVDV患儿及正常儿童在执行冲动任务

时的功能性磁共振#[̀?X$脑功能影像'报道如下&

!"对象及方法

!5!"分组

AVDV患儿为 "##= 年 7 月至 "##> 年 @ 月就诊

于本院精神卫生研究所门诊的男童'诊断符合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 V<;$AVDV

的诊断标准'排除儿童期常见的其他精神障碍'即神

经系统器质性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广泛发育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精神病性障碍)品行障碍)破坏性行

为障碍#未分化型$)恐怖症)焦虑障碍)抽动障碍)

强迫症及学习困难& ; 组儿童在年龄)左右利手及

受教育程度差异无显著性& N1221++X-.Z4W'R'+UPS14,

#简称父母评NXP$是最常用的冲动特征的自评量表'

根据最新版NXP<!!修订为适合父母评定儿童的中文

版本':;分为正常儿童第 7# 百分位!@"

& 应用父母评

NXP自评量表'根据NXP 得分将AVDA患儿分为冲动

组和无冲动组*

"

AVDV冲动组#以下简称冲动组$*

父母评NXP总分
"

:; 分的AVDV男童共 !# 例'年龄

7 M!@ 岁'平均年龄 !#5> 岁'NXP 得分为 7"5>" L

=5">%

#

AVDV无冲动组#以下简称无冲动组$*父母

评NXP量表总分 _:;分的AVDV男童共 9 例'年龄

7 M!!岁'平均年龄 !#5"岁'NXP得分为9;5## L95@:%

$

对照组*来自附近中小学年龄相当的正常男童 7

名'年龄 7 M!@ 岁'平均年龄 !#57 岁'父母评NXP 量

表总分 _:;分'NXP得分为 9;5!! L=5@@&

!5#"任务设计

采用组块设计方法'使用经典的 E4*SI 刺激模

式#刺激0静息0刺激$ 共 !# 个时相'休息和刺激

各 = 个时相'每个时相 ;# W'准备时间 !" W'共计

;!" W&我们选用 V*ZG&,2+U等研发的 CBKPTB/冲动

测试软件'该任务为一组 = 位数的数字& 因前后数

字的不同关系分为 G*)W+*.)和 (*R,4刺激'C*刺激

就是前后两个数字相同'且不变红#比如'=;@:73

=;@:7$%P+*. 刺激是数字虽相同'但会延迟变红

#=;@:73=;@:7

$

=;@:7$'延迟时间不等%6*R,4刺

激为与前面数字不同#比如'=;@:73"!;=>$& C*)

W+*.及 (*R,4信号随机出现& 测试要求受试在 CB

信号时按键而在 6*R,4和 P+*. 信号不按键& CB信

号主要测试被试的持续注意能力'PTB/信号主要测

试被试者抑制已启动行为的能力!=<>"

& 通过投影仪

将图像#阿拉伯数字$ 投影到 ?̀X测试室的屏幕

上'扫描期间密切监控其执行的情况'所有入组的受

试者均能准确完成执行任务'静息期间受试者被动

地看显示屏中央的+2,W+,字'将要转为刺激任务时'

屏幕上有+2,10U,提示!="

& 任务分为两个组块'首先

是CB组块'仅有C*和6*R,4%接着为 PTB/组块'有

C*)P+*.和6*R,4刺激&

!5$"扫描方法

CO<PXC6A!5=T双梯度磁共振仪'标准头部线

圈'受试者仰卧'固定头部'以减少运动'佩戴耳塞以

减弱噪音& 被试者通过折射镜观察投影屏幕& 要求

受试者仅用右食指按键'身体其他部位不动& 结构

像T!dX采用自旋回波#PO$序列'平行颅底轴扫 !:

层'覆盖全脑'扫描参数为*T?KTO*" !##K"@ -W'扫

描野#FB3$*"@ s"@'层厚 = --'层距 !5= --'矩

阵*"=> s"=>& [̀?X采用梯度回波<平面回波成像

序列'反复采集与结构图 !: 层相同的层面'扫描参

数为T?KTO*; ###K># -W' FB3*"@ s"@'层厚 = --'

层距 !5= --'矩阵*>@ s>@'翻转角#F4'. A(G4,$为

7##'每个时相为 ; W'共计 !## 个时相';V扫描采用

从左到右矢状位扫描'采集参数*重复时间K回波时

间为 9 !##K;! -W'FB3为 "@ s"@'层厚为!5> --'

层距 # --'矩阵为 "=> s!":

!>"

&

!5+"数据分析

采用国际通用的 [̀?X分析软件 P/̀ " 及其辅

助软件 1̀+41E) ?̀XS2*)TV等& 首先使用 ?̀XS2*对

原始数据#VX%B̀ 格式$转化为 P/̀ " 认可的 -Z4+'<

R*4Z-,1(14UW'W格式'然后以 1̀+41E 软件平台为基

础'使用 P/̀ " 对数据进行处理& 对所有图像进行

登记)校正)排序'标准化'平滑'校正血流动力学反

应'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建立模型并进行评估& 把各

组被试的标准化后的数据合并平均'并把统计值 a

##_#5#!$用伪彩色表示在标准化的 6̀X脑的三维

脑结构空间像的成人模板上& 利用 P/̀ " 在 6̀X上

对激活区逐一进行人工定位'并对每一激活区域的

体素#3*\,4W$进行记录'人工定位时参考转化为T1<

412'1S&坐标后得出N2*0-1-(定位&

#"结果

执行CB任务时'对照组儿童激活的脑区较多'

达 ; #@@ 体素%无冲动组激活的脑区较少'为 @#! 体

素%冲动组激活的脑区最少'为 ;#; 体素& 对照组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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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额内侧回)左侧额中回)颞下回)尾状核体)楔

叶)枕下回及右侧额上回)边缘叶下回)胼胝体)颞上

回)壳核及脑岛均有激活'其他两组没有激活#表

!$& 对照组及无冲动组在双侧扣带回)左侧楔叶)

中央后回和右侧额中回有激活'冲动组没有激活&

对照组及冲动组在左侧的内侧苍白球及右侧前扣带

回有激活'无冲动组没有激活& 无冲动组在中央前

回)颞中回右侧缘上回)丘脑有激活'其他两组没有

激活#表 "$& 冲动组在右侧前扣带回)中央旁小叶有

激活'其他两组没有激活#表 ;$& AVDV的两组都有

梭状回的激活'无冲动组为左侧'冲动组为右侧&

执行 PTB/任务时对照组激活的体素为 =:7'与

其他两组相比'楔前叶)额极)壳核及尾状核体激活

显著'见表 @& 无冲动组激活的脑区的体素为

! :";'颞中回)中央前回)胼胝体)舌回有激活'见表

=& 设a为#_#5#! 时冲动组激活脑区仅有左侧钩

回等 9" 体素'额极虽有激活但强度不大%为进一步

了解冲动组在执行 PTB/任务时参与的脑区' 设 a

为#_#5#='结果见表 >&

表 !"对照组执行XD任务时主要激活区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额上回 "#7 ? !@ @# @: : @5!; #5###

? !> ": >> > "5@= #5##9

? ;# ;" =@ : "5=9 #5##=

楔叶 :7 ? !# 8:> ;> !7 ;57@ #5###

:; ? !@ 8:; ! !9 "5@= #5##9

"!9 J 8"> 8>7 !> !7 ;5:= #5###

!9 J # 8:9 !@ !: "5=" #5##>

前扣带回 ;=" ? !: @7 ! !# ;57; #5###

额内侧回 "" ? !# 8!: =" > ;5>= #5###

!;= ? !# =@ "> 7 ;5#7 #5##!

;>= J 8> @; @" > ;5;@ #5###

"" J 8> 8!7 =! > ;5#> #5##!

边缘叶下回 =9; ? !> 8@! 8; ;# ;5=; #5###

中央后回 "@ J 8;" 8;> >: " ;5@= #5###

额中回 ;= ? ;: # @> > ;5!7 #5##!

!9" ? ;: ;! @@ : ;5#@ #5##!

>! J 8"# 8!! >! > "57> #5##"

扣带回 7" J 8@ 8@; @; ;! ;5"9 #5##!

? !: !! "9 "@ "5@! #5##:

胼胝体 !!7 ? !> !: !7 ;5"; #5##!

尾状核体 !>= J 8: !@ !# "57! #5##"

J 8!> "" != "5>9 #5##@

颞下回 !9 J > @7 !@ "# "5#: #5##!

J 8>" 8=" 8!" ;9 "5=9 #5##=

枕下回 "= J 8@@ 89: 8> !7 "5:9 #5##"

颞上回 @" ? 8@> 8"= ! "" "5:@ #5##"

壳核 !:; ? ;# 8!= ; "5:" #5##"

脑岛 ? ;> " 8" "597 #5##;

内侧苍白球 "= J 8!" @ 8> "59! #5##=

表 #"无冲动组执行XD任务激活区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扣带回 !;@ ? : 8"" "9 "; ;5:9 #5###

J 8" 8!@ "9 "; ;5;; #5###

额中回 @: ? @# ": "@ @> ;5"> #5##!

? ;> ;: "> 7 ;5!" #5##!

丘脑 ;" ? !# 8" 9 ;5!7 #5##!

缘上回 :> ? @: 8=! ": @# ;5#7 #5##!

楔叶 !9 ? "@ 8:# ;" 9 ;5#: #5##!

梭状回 ": J 8=@ 8>! 8!" ;9 "579 #5##"

颞中回 J 8=! 8=: 8" ;9 "59= #5##;

楔叶 !@ J # 8:: ;# !7 "57> #5##"

中央后回 "9 J 8=# 8!9 =# ; "57! #5##"

中央前回 J 8@: 8!# @= @ "59: #5##;

胼胝下回 != J 8!: 7 8!" "5:7 #5##"

表 $"冲动组执行XD任务主要激活区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内侧苍白球 ";: J 8!: 8> 8= ;5" #5##!

梭状回 ;# ? ;" 8=; 8!" ;9 ;5;@ #5###

岛叶 J 8;> !> : !; ;5!9 #5##!

前扣带回 !: ? : !; "; ;; "57" #5##"

中央旁小叶 !9 ? " 8": =; > "59= #5##;

表 +"对照组执行RWD.任务主要激活区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壳核 !9 ? ;" 8!> 8: @5"" #5###

额中回 !#! J 8@# !; ;! 7 ;5:= #5###

J 8;# @! @" : ;5"! #5##!

楔前叶 =: J 8: 8@= "> ;! ;5:@ #5###

!> J 8;> 89# ;= !7 "5=" #5##>

!@ ? @@ 7 8!@ ;: "5>7 #5##@

丘脑 "! J 8!@ 8;! 8" ;59= #5###

舌回 !:7 J 8" 8:# 8@ !: "59= #5##;

中央前回 >" J 8;" ": @9 @ ;5@9 #5###

额上回 J 8"" @9 @" : ;5"; #5##!

扣带回 !" ? @ 8: ;" "@ ;5#: #5##!

J 8> 8@9 ;@ ;! "5:@ #5##"

尾状核体 !! J 8!> ! != ;5#; #5##!

额下回 ;; ? >! 7 "9 7 "57: #5##!

J 8@; ; "7 7 ;5;" #5###

角回 ;" ? @> 89" ;! ;7 "57" #5##"

颞上回 "; ? =! 8=7 "! ;7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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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Y无冲动组执行 RWD.任务主要激活区

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中央后回 7"= ? =! 8"; ;: " @5"> #5###

缘上回 ? @" 8;9 ;= @# @5!# #5###

顶下小叶 "# ? @" 8"7 @# @# ;5>@ #5###

后扣带回 ;9 J 8: 8;> "" "; ;5@: #5###

海马回 !: ? ;: 8;" 8!7 ;> ;5;" #5###

颞下回 "@@ ? @> 8!; 8"# "# ;5"> #5##!

颞中回 ? =7 8@ 8!" "! ;5"# #5##!

;! J 8>; 8@ 8; "! "59" #5##;

额中回 @# J 8@# @= !! !# "59; #5##;

胼胝体 "! J 8!" 8@" !; "57= #5##"

!: ? @ 89 "" ;5"# #5##!

中央前回 ;!; ? @> 8" ;# > ;5!> #5##!

? ;> 8: ;@ > "5:: #5##"

脑岛 ? @# 8!> "; !; "5:: #5##"

舌回 ;: J 8@ 8:" 8> !: ;5!# #5##!

!; ? !# 8:7 8! !9 "57" #5##"

中央前回 @" J 8@: 8@ ;= > ;5#> #5##!

!! ? =# " =# > "5== #5##=

海马回 !# J 8;: ": 8!; ;> ;5#" #5##!

枕中回 @# ? ;: 8>7 !! !7 "57> #5##"

表 O"冲动组执行RWD.任务主要激活区域'面积'定位

激活部位
面积

#体素$

JK?

T1412'1S&坐标

#\'U'Q$

N2*0-1((

分区
%值 #值

钩回 !"! J 8"@ 87 8;# ": ;5"# #5##!

;: ? ;" 8!! 8;# ;> "59= #5##;

扣带回 ";" ? @ 8> @! "@ "5;= #5##7

中央旁小叶 ? > 8!! @9 ;! "5!@ #5#!@

J 8@ 8!= @9 ;! "5#@ #5#"!

颞下回 "! ? @# 8@ 8: "! "5!@ #5#!>

脑岛 !9! J 8;" 8!; "! !; "5!! #5#!:

扣带回 7@ J : 8" ;! ;! !57: #5#"@

海马回 !# J 8"@ 8;7 8; !57: #5#"@

梭状回 @9 ? ;> 8;> 8!9 "# !57> #5#"=

额下回 !; ? =# 7 !> @@ !5:= #5#;"

额上回 ;: ? "@ @; @> : !5:; #5#;;

舌回 > J 8"> 8>! # !7 !59: #5#;9

额中回 !: ? ;@ @# @! : !599 #5#;7

颞下回 !! J 8=9 8=; 8!@ "# !59; #5#@"

+"讨论

[̀?X是一种非损伤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从

形态与功能两方面直接观察人脑的神经活动'被广

泛应用于神经认知的研究!9"

& 冲动经常导致令人

不愉快的结果!""

'但有时它的效果可能是积极

的!:"

& 关于冲动的脑机制研究并不完全一致& 有

少量AVDV的 [̀?X研究报道'但还没有针对其冲

动特征的 [̀?X研究&

D*2(等!7"发现'在执行 C*K6*C*的 6*C*任务

时'!7 个正常人激活最显著的脑区是眶额皮质)颞

上回)内侧眶额皮质)扣带回)额下回)颞上回及顶下

小叶'较冲动的个体左侧额下回)后内侧眶额皮质及

前岛区激活明显'OUW,(SI冲动量表#X3O$得分越高

左侧额下回及右岛激活越强'得分越低与额内侧回

的激活越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冲动的个体额内侧

回有损害& 本研究也发现冲动组在 CB和 PTB/两

个任务时额叶都激活不足'而执行 CB任务时有左

侧内侧苍白球及岛叶激活%无冲动组仅有额中回激

活%而对照组额上)中)下及内侧回都有激活& 本研

究证明 AVDV儿童额上)中)下及内侧回部功能不

足伴有冲动的AVDV更严重&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在执行CB任务时有前扣带

回的激活'冲动组激活不强'而无冲动组没有激活%

对照组及无冲动组在执行CB任务时都有扣带回的

激活'而冲动组没有%对照组儿童在执行 CB及

PTB/任务时有前扣带回及额上中下回的激活'

AVDV两组儿童在执行这两个任务时额极及前扣带

回激活不强而有丘脑和岛叶的激活& 本研究印证了

NZW&等!!#"的假说'他认为可能有两个参与选择反

应神经通路'一个为非自动过程'包括有前扣带回和

左侧额叶侧面皮质%另一个为自动过程'包括双侧大

脑外侧裂<岛叶皮质'以自动的任务起更多的作用&

AVDV患儿前扣带回功能受损'为代偿而激活了另

一个效率不太高的通路&

中央前回为运动区'中央后回为感觉区'但有研

究发现在执行倒背数字时有中央前回的激活!!!"

&

在汉字与英文视觉辨认刺激时中央前)后回激

活!!""

& 本研究发现冲动组在执行 CB任务时中央

后回'PTB/任务时的中央前回没有激活'而另两组

都有激活'推测中央前后回的功能也参与了注意和

反应抑制'冲动组患儿该区可能也有功能不良& 冲

动组患儿在执行 CB任务时楔叶激活不足'另两组

双侧楔叶都有激活%在 PTB/任务时对照组有双侧

前楔叶的激活'两组AVDV患儿没有激活'推测冲动

组AVDV患儿可能楔叶及前楔叶功能不良& 舌回在

区别事物的质地是否一致时有激活!!;"

'在执行 PTB/

任务冲动组患儿舌回没有激活'另两组儿童都有激

活'冲动组AVDV患儿舌回可能也存在功能不良&

31'0U1等!!@"发现对照组在执行 PTB/任务时

激活了纹状体的尾状核体及壳核'而 AVDV激活不

足'在服用了利他林后'AVDV组的纹状体活动增

强& ?ZE'1等!!="发现在执行运动任务时AVDV的尾

状核激活不足'对照组儿童在右侧下额叶及尾状核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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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抑制反应相关& 本研究结果支持上面研究'在

执行CB任务时对照组有胼胝体的激活'两组AVDV

患儿没有激活'对照组在执行CB和 PTB/任务时尾

状核体)壳核激活'而两组AVDV没有激活& 认为纹

状体可能不仅参与执行简单的动作'还参与动作的

学习'并且与额皮质一起控制随意动作!!@"

& AVDV

患儿有纹状体)胼胝体功能不全或者发育不良&

T1--等!!>"发现 AVDV患儿在执行对怪球反

应的任务时较对照组角回激活体积小'我们的结果

显示对照组在执行 PTB/任务时也有右侧角回的激

活'两组 AVDV患儿没有角回的激活'推测 AVDV

患儿可能角回功能不足&

本研究表明'参与冲动控制的大脑皮层分布广

泛'冲动组AVDV患儿在执行冲动控制任务时激活

的脑区少'脑功能表现差'皮层唤醒不足%AVDV患

儿在额上)中)下及内侧回功能不足'冲动组 AVDV

患儿更甚%AVDV患儿有前扣带回及扣带回功能不

良'冲动组 AVDV患儿以扣带回为甚%中央前后回

的功能可能不仅仅参与运动和感觉'冲动组 AVDV

患儿该区可能也有功能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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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新生儿颅脑超声诊断学习班通知

为提高对围产期脑损伤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水平'充分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推广颅脑超声检查诊断

技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按计划于 "#!# 年 ; 月下旬举办为期 = 天的新生儿颅脑超声学习班& 本班属国家级教育

项目'授课教师为本科及北京市著名专家教授& 学习结束授予 !# 学分& 主要授课内容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解剖%新生

儿不同颅脑疾病超声诊断%新生儿颅脑疾病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比较与选择%超声见习& 招收学员对象*儿科及新生

儿专业医师'超声专业医师及技师& 学费*7=# 元& 欲参加者请与我们联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邮编 !###;@$王

红梅'周丛乐& 电话*#!#<:;=9;@>! 或 :;=9;"!;% O<-1'4*\W,\\E!!""l!">5S*-& 如果需要'我们将寄去正式通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