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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动作语言选择性受损研究进展

周 倩1 廖小根1，2 姜 孟1，3

1 帕金森病患者动作语言障碍成因解释

近十年来，国际上围绕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患者语言障碍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PD患者动作语言

加工能力受损引起了临床医学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动

作语言主要是指与动作概念有关的词汇，主要指动作动词。

动作语言选择性受损是指个体产出和理解动作动词的能力

受损但其他词类的相应能力保留的语言病理现象。越来越

多的研究发现，PD患者在动作动词词汇决策、理解、产出、流

利度、语义判断、命名任务中表现较差，而名词相关任务表现

则相对正常[1—7]。PD患者表现出的动作语言选择性受损的

可能机制是什么？学界仍无统一说法。主流解释包括动作

内容的语义概念受损、执行功能损害、语言记忆衰退等[8—10]。

通过对近十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PD患者动作动词加工

能力选择性受损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语言特异性受损（lan-

guage-specific）和非语言认知功能受损。在论述其解释机制

之前，须厘清的问题是：PD患者动作语言障碍的原因是仅限

于语言学层面，还是延伸到了非语言学层面 [11]？如果是前

者，PD患者的动作动词加工障碍与一般认知损害无关，是由

动作语言语义特殊性所致。如果是后者，则和一般的认知损

害有关，认知受损致使动作语言障碍。

1.1 语言特异性受损与具身认知

“语言特异性受损”观认为，PD患者动作语言受损仅限

于语言学层面，主张PD患者动作语言受损是由于PD患者运

动系统损伤致使隐含动作内容的动作动词丧失了神经基

础。动作内容的语义概念衰退假说为该类说法的典型代

表。该假说认为，概念表征与感知觉运动系统共享神经基

础，PD 患者的运动系统受损抑制了动作动词的概念表

征 [12]。该假说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理论支

撑。具身认知的理论核心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扮演的

重要角色，而这些经验来自于人类具有感知运动功能的身

体。换言之，身体的形态结构、感知觉运动系统以及表征身

体的神经系统均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加工[13]。在具身认知思

潮的影响下，体验语言观逐渐兴起。体验语言观认为，语言

加工根植于个体与外界环境互动产生的感知觉运动经验。

在语言加工的过程中，读者会通过构建心理模拟来表征感知

觉运动内容，模拟通过感知觉运动系统的激活完成[14]。简言

之，具身认知理论强调了语言加工对身体物理属性及感觉运

动系统的依赖性。近年来，语言理解具身观获得了行为研

究、神经生理研究、神经影像研究的多重证据。例如：Péran

等[15]采用 fMRI技术发现，同物体命名任务相比，动作动词产

出时左前额皮质和左内侧楔前叶激活程度更高；在动作想象

任务中，前额叶和枕区连接处双边的激活程度更高。帕金森

病作为一种常见的运动疾病，其参与运动控制的大脑系统可

能为神经衰退导致的脑损伤所破坏[16]。正因如此，具身认知

理论对帕金森患者的语言损伤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从现有

的相关研究来看，支持PD患者语言障碍属于语言特异性受

损的证据主要来自三方面：①动作动词的接地基础受损；②
动作语义表征受损；③动作-句子相符效应减弱。

1.1.1 动作动词的接地基础丧失：相比于其他词类，动作动

词隐含丰富的动作语义内容，比如：时间持续性、动态性，和

躯体特异性等。由于动作动词隐含特殊的语义内容，因此动

作动词被认为是验证具身认知假设最理想的实验材料。具

身认知理论认为，感知运动系统参与动作动词表征，感知觉

运动系统为语言习得提供了神经概念结构，是语言习得的神

经基础，因此动作语言理解根植于运动系统[17]。简言之，动

作动词表征和对应动作的计划和执行共享神经基础。临床

研究表明，PD患者存在基底神经节萎缩、运动系统及其功能

连接受损等问题，使其动作动词的概念表征丧失了神经基

础。Boulenger等[18]的研究发现，PD患者名词、动词的语义启

动效应呈分离现象。对于不可抓握的具体名词的启动效应

不受服用左旋多巴的影响，但动作动词的启动效应却受左旋

多巴服用情况的影响。另外，他们发现，左旋多巴停药阶段，

PD患者动作动词加工无启动效应，服药后，启动效应出现。

这说明，动作语言表征对运动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Letter

等[19]利用ERP技术发现,左旋多巴服用情况影响 PD患者动

作动词的理解水平，且这种影响存在偏侧化。Herrera等[6]在

动作动词流利度任务中发现，无论有无服药，PD患者产出的

动词与控制组存在质和量的差异，其产出的动词隐含的动作

语义内容丰富度低于健康对照组。但是，PD患者在服用左

旋多巴后，动作动词的产出数量增多。以上研究通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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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患者停药阶段与服药阶段的动作动词加工能力发现，PD

患者服药后动作动词加工障碍得到改善，这证实了动作动词

概念表征对运动系统的依赖性。

1.1.2 动作语义表征受损：Bocanegra 等 [11]认为影响动作动

词表征的是词汇语义范畴精细化差异（fine-grained intracate-

gorical semantic distinctions），而非语法差异。因此，动作动

词隐含的力动态性影响 PD 患者动词加工的表现水平。

Péran等[20]的研究发现，动作动词隐含方向影响PD患者的动

作动词产出水平。Herrera等[21]发现，PD患者在动词命名任

务中的表现水平与动词隐含的动作语义内容丰富度呈负相

关。Bocanegra等[10]的研究发现，在隐含丰富动作内容的动

词命名任务中，PD 患者的表现显著差于对照组。Roberts

等[22]通过动词判断任务发现，PD患者动作概念的语义加工

表现异常，有上肢运动障碍的PD患者理解上肢动词所需时

间长于理解下肢动词的时间，效应器损伤造成对应通道的动

词加工受损。Speed等[23]的研究发现，PD患者在语义判断任

务中，判断慢速动作动词表现正常，而判断快速动作动词表

现较差。Kaq Cousins等[24]的研究发现，动作具体度越高，PD

患者产出该动词的表现就越差。Rusz等[25]发现，PD患者的

言语障碍至少部分相似于肢体运动障碍的病理过程。以上

研究发现，动作动词隐含的力动态性（dynamic force）越强

（如，动作速度快，动作内容多，动作特异性强），PD患者加工

此类动词的障碍表现越明显，与PD患者的动作执行功能受

损情况拟合。

1.1.3 动作-句子相符效应减弱：PD患者的“动作-句子相符

效应”（action-sentence compatibility effect，ACE）减弱。“动

作-句子相符效应”是指整合动作语言加工和身体运动的能

力，概念感知会使个体更倾向表现与概念内容一致的行

为[16]。按照具身认知的假设，动作概念表征激活运动系统，

并引发对该动作的自动模拟[26]。而PD患者的皮质-纹状体-

背侧丘脑-皮质环路受损使其失去了完整的运动模拟的“接

地”基础，因此“动作-句子相符效应”减弱[27]。Melloni等[28]和

Cardona等[29]的研究证明了PD患者的“动作-句子相符效应”

表现不如健康对照组。Garcia AM等[9]认为ACE敏感性强，

PD 患者动作-句子相符效应减弱发生在 PD 病状的早期阶

段，可用于PD患者临床诊断的生物标记（biomarker）。

综上所述，PD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与其运动系统受损

有关。运动系统受损使运动概念表征丧失了神经基础。动

词隐含的动作内容丰富度与运动系统的依赖度存在正相

关。因此，PD患者在加工隐含高丰富度动作内容的动词时，

动词加工受损现象尤为突显。此外，PD的“动作-句子相符

效应”也因运动系统的受损而遭到破坏。

1.2 非语言认知功能受损

基底神经节参与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及一般认知功能。

基于此，有人认为PD患者动作语言障碍与其认知障碍有关，

PD患者的动作动词障碍是由非语言认知功能受损所致。

1.2.1 一般认知功能缺陷：PD患者的认知水平大致经历“正

常认知—轻度认知障碍—失智”三个阶段的变化。国外研究

者证实了 PD 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受认知损害的影响。

Salmazo-Silva等[30]考察了PD患者动作语言障碍在不同任务

条件下的表现，任务分为词语流利度测试、词语命名、语义联

想三类，不同类型任务对被试认知能力的要求不同。他们发

现，PD患者在动词命名任务中表现差于对照组，但在动词流

利度测试中表现正常。然而，在语义联想测试中，PD患者名

词和动词联想表现均不如对照组，但动词的联想表现更差。

在以上任务中，患者的认知水平越高，其任务表现越好。

1.2.2 执行功能障碍：近年来，基底节在执行控制中的作用

日渐得到重视。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基底节受损造成的执

行功能障碍导致了PD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他们主张，印

欧语系中，动词产出过程中可供选择的形态数量比名词多，

执行功能障碍致使PD患者抑制其他竞争形态的能力减弱，

因此PD患者表现出动作语言障碍。Colman等[8]发现，PD患

者基底神经节和额叶皮质之间的功能连接受损，执行功能异

常，PD患者动作动词加工能力选择性受损。Pooja等[31]的研

究发现，PD患者皮质—纹状体—皮质回路渐进性退化会干

扰其执行功能，进而导致患者的语言产出、语言理解和语法

判断缺陷。Silveri等[32]的研究调查了可供选择形态数目对

PD患者单个字词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PD患者言语产出

表现受产出言语可供选择形态数目多少的影响更大，当选择

性增多时，产出准确率下降。另外，Fine等[33]利用男孩姓名

流利度测试发现，PD患者专有名词产出受损程度与执行功

能受损程度呈正相关。Bocanegra等[11]发现，执行功能任务

成绩可以预测PD患者的句法和语义障碍的严重程度。So-

nia等[34]的研究也支持帕金森患者动作语言障碍是其执行缺

陷综合征（dysexecutive syndrome）所致。

1.2.3 工作记忆衰退：PD患者基底节受损导致工作记忆受

损，而身体部位动词加工和实际动作执行的工作记忆共享大

脑运动皮质的加工资源，手、足动词加工障碍是由工作记忆

衰退所致[35]。Monetta & Pell[36]发现，语言工作记忆广度测

试中成绩较低的PD患者在隐喻理解任务中表现较差。他们

认为，某些“复杂”的语言处理（比如，隐喻解释、动作动词加

工）高度依赖和工作记忆有关的额颞叶纹状体系统。Cotelli

等 [37]认为，图片命名中动作图片视觉的复杂性可能影响了

PD患者的任务表现。他们推测，PD患者大脑前额区受损导

致工作记忆衰退，从而导致动词命名任务中的表现差于名词

命名。

1.3 言语和非言语受损共同受损

语言特异性受损和非言语一般认知能力受损都只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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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释PD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具身认知视角下的语言特

异性受损假设无法解释PD患者运动损伤程度和动作动词命

名表现之间并无明显联系的现象[21]。同时，也无法解释专有

名词加工能力也受损的现象。然而非言语一般认知能力受

损假设无法解释动作动词受损比抽象动词更严重的现象，因

为抽象动词加工的认知负荷更大。也无法解释无认知障碍

的PD患者，动作动词产出和动作语义出现受损情况[38]。而

且，对于PD患者动作-句子相符效应损坏现象也无法做出合

理的解释[39]。这说明，单视角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PD患

者动作语言障碍的研究，单纯地认为是一种语言选择性受损

或是非言语一般认知能力受损均不可行，应采用综合的视

角，不应有所偏废。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单视角的研

究方法，因此并不能对帕金森患者动作语言障碍成因作出一

个万全的解释。Salmazo-Silva[30]的研究发现，PD患者的动作

语言流畅性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显著相关，而物体名词语义

关联缺陷和名词语言流畅性评分与一般认知功能测量得分

相关。这说明，PD患者的语言障碍和其运动受损和一般认

知概念缺陷均相关。

2 问题及展望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PD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存

在时间进程上的不同。运动语言障碍出现在帕金森病的早

期阶段，呈现出加工动作动词能力受损，且出现在一般认知

能力缺陷显现之前。伴随着基底节的持续萎缩，PD患者病

情恶化，出现认知障碍，致使动作语言障碍逐渐蔓延至高级

语言加工（如句法、专有名词、物体语义）。因此，PD患者动

作语言障碍的成因探究必须考虑其时间进程上的动态变

化。以往研究未能对其作出统一解释，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研究对象单一。PD患者基底节受损，临床症状复

杂且具有时间动态性。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非失智PD患

者的语言障碍[40—42]，而很少对PD患者的认知水平进行进一

步划分。实验多限于正常认知和轻微认知损害PD患者的对

比，缺少三个阶段或者更多阶段的纵向对比。目前，仅有Si-

gnorini和Volpato[43]的研究追踪了PD患者的认知下降过程，

以及伴随的语言能力变化。认知水平划分不精细甚至直接

忽视认知水平的差异，影响了PD患者动作语言障碍的研究

信度，导致非言语认知障碍假说和语言特异性受损假说并存

的现象。甚至，非言语一般认知能力受损假说内部给出的解

释也未能统一。比如：PD患者的动作语言障碍是由一般认

知水平下降引起，还是由高阶认知障碍引起？同时，缺少与

其他认知障碍患者、运动障碍患者的横向对比研究。此外，

以往研究通常只针对某一类型的帕金森病群体，几乎不涉及

纵向个案研究。研究对象的单一，使以往研究陷入了“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

其次，实验任务的认知难度不统一。以往研究多采用词

汇决策、理解、产出、流利度、语义判断、图片命名任务。然

而，各任务对PD患者的认知要求并不相同。图片命名对认

知水平的要求较高，被试需从语义网络中提取有效的语义。

动作动词决策任务、语义判断、流利度测试虽同样激活了语

义网络，但语义提取相对较易。实验任务认知难度不一，使

得研究结果之间不具可比性，造成实验结果混乱，说服力

弱。因此，在研究PD患者动作语言障碍时，应尽量控制无关

变量，尤其是控制任务的认知难度。

最后，代偿策略（alternative pathways）的忽视。目前，对

PD患者语言障碍的代偿策略研究较为罕见，仅有Abrevaya

等[44]和Humphries等[38]的研究。然而，PD动作语言障碍并不

是一个全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性问题。人类对环境有

很强的适应性，当某一途径损坏或受阻时，会自动寻求其他

代偿途径。另外，大脑可塑性强，某区域受损时，其他脑区将

代偿损坏区域功能。Bak等[45]发现，动作动词加工方式灵活，

对语境依赖性强。Humphries等[38]发现，PD患者从第一人称

视角想象和模拟动作的能力受损，他们将更多依赖第三人称

视角和视觉信息进行动作表征，运用视觉想象而不是运动想

象表征动作概念。Abrevaya等[44]认为，当感知觉运动系统损

坏时，非常态语义加工替代机制将参与动作动词的加工。基

底节体积和动作动词加工对非运动环路的依赖程度呈负相

关。基底核萎缩程度越严重，患者对非运动环路表征动作概

念的依赖性越强。PD患者动作语言加工方式灵活，且存在

代偿路径，这为PD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3 小结

帕金森病是以运动障碍为显著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究其动作语言障碍有利于验证或修补现有的具身认知框

架。更为重要的是，可为临床上PD患者的语言康复带来启

示意义。目前，关于PD患者动作动词表征能力选择性受损

的成因解释可分为语言能力特异性受损和非言语一般认知

能力受损两大类，但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基于以往研究

的不足，未来研究应实现研究人群多样化，纵向个案研究和

横向对比研究并行；精细化PD患者认知障碍的评定等级；实

现控制的严谨化、实验设计的科学化，进一步增强不同研究

的可对比性；加大对代偿策略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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