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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年人的记忆衰退从近期的情节记忆开始，表现在忘记特定时间、地点、情境事件等具体信息。新时代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情节记忆加工的脑机制及记忆训练策略对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在简单回顾情节记忆加工的脑机制及记忆训练策略研究进展的基础之上，提出一种基于个体日常生活情

节进行自主训练干预技术，对老年人记忆力进行有效训练，延缓、阻抗老年人情节记忆水平下降速度，改善

老年人记忆水平，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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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加深，国家高度重视新时代人口老龄化事业，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一系

列支持和应对老龄化的法规、政策和条文。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体系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中也重点指出，开展老年人

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加强老年期重点疾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管理，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情节记忆，也称为情景记忆。它是一种“自传式”的记忆，指与个体自我相关的、与一定的时间、

地点及具体情境相联系的事件的识记、保持和再现。老年人的记忆衰退从近期的情节记忆开始，表现在

忘记特定时间、地点、情境事件等具体信息［1］。随着情节记忆能力的持续下降，老年人有可能发展成

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主要以

失语、记忆障碍、视空间技能损害、失认、执行功能障碍、人格行为改变等表现为主要特征，伴有意识

模糊和行为失常，并最终丧失基本生活能力［2］。

新时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情节记忆加工的脑机制及记忆训练策略对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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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情节记忆加工的脑机制研究

情节记忆被认为是由多种与海马记忆有关的记忆线索组成，与海马的功能紧密相关。情节记忆明显

衰退是早期阿尔兹海默症的高风险表面特征。从健康老年人发展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通常会经历以下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观记忆减退（subjective memory decline，SMD），是指老年人自我报告近期发生

的生活事件记忆力快速且持续性下降（即情节记忆减退），但是他们在客观认知测验上的成绩仍然处于

正常范围之内［3］。第二阶段是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即处于 SMD 和 AD 之

间的阶段，表现为轻度认知受损，伴有轻度执行功能减退及视空间障碍，但基本不影响生活。SMD 和

MCI 是易为老年人及家人所忽视的阶段，大部分老年人只有在影响了日常生活后才会就诊，一经发现就

已经被诊断为 AD，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期。

由于阿尔兹海默症神经心理损伤的不可逆转性特征，很多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阿尔兹海默症的

预防，关注健康老年人和主观记忆减退老年群体情节记忆衰退的脑机制研究及干预措施。

1.1  情节记忆衰退的神经病理特征变化

巴克利（Buckley）等人［4］的研究表明，大脑神经代谢物 Aβ 蛋白沉积负担与主观记忆减退（SMD）

高度相关，大脑神经代谢物 Aβ 蛋白沉积负担越重，与海马体积呈现高度负相关，海马体积越小，SMD

老年人更易发展成为 MCI 和 AD。进一步地，大脑神经代谢物 Aβ 蛋白的异常可能导致大脑结构产生形

态上的变化。功能成像技术进一步揭示了大脑结构的变化情况，SMD 老年人在海马、海马旁回和内嗅皮

层等脑区出现体积萎缩，内侧颞叶系统的体积萎缩更为明显［5-7］。研究者杰森（Jessen）［8］、舍夫（Scheef）［9］ 

和卢（Ryu）［10］也证实了这个发现，随着情节记忆能力的下降，海马及内嗅皮层的体积随之不断减小。

大脑脑区结构及神经病理特征变化与情节记忆能力持续衰退进程高度相关，不仅为影像诊断技术判断疾

病进程提供了科学证据，为情节记忆加工的脑功能机制研究指明了更为具体的方向，联结能力缺陷说和

编码或检索缺陷说这两种理论假设引起了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

1.2  联接能力缺陷说

根据纳瓦赫·班杰明（Naveh-Benjamin）［11］联接能力缺陷说（Associative Deficit Hypothesis），随

着个体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在产生和提取信息之间的绑定和联结能力上存在缺陷，这既是正常老化的表

现，随着这种能力缺陷越来越严重，将导致老年人情节记忆下降加速。正常老年人与 SMD、MCI 对信息

的记忆识别与刺激之间的关联能力存在差异，这种与年龄特征高相关的联接能力缺陷说得到了行为数据

的广泛支持。在关于配对刺激的记忆，项目信息的来源、背景、时序记忆和位置记忆等任务中，都证实

了联结能力缺陷与情节记忆下降高度相关［11-14］。在佩林·坦伯格（Pelin Tanberg）等人［15］以项目来源

为导向的遗忘任务中，研究了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记忆差异，老年人在识别 R 和 F 项目的线索关联方

面不如年轻人准确，这与联想记忆缺陷理论相一致。在另一项对年轻人的模拟研究中发现，通过工作记

忆存储和处理资源的增加，可以模拟出老年人联结记忆缺陷在处理任务中的表现［16］，此项模拟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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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资源超负荷和记忆存储过载造成老年人记忆能力下降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联接能力缺陷说展示了

一种应用前景，通过适当的措施提高老年人识别和绑定信息的联结能力，可以维持和改善老年人情节记

忆能力，从而预防或延迟阿尔兹海默症发生。

1.3  编码或检索缺陷说

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

的过程。根据注意——记忆理论，顶叶直接负责信息的编码和提取，额叶与外在线索的检索、策略、启

动和执行功能高度相关［17］。额叶和海马的脑结构变化较早，且功能下降速度更快，已在舍夫等人［18］

情节记忆年龄差异相关研究中得到支持。罗达（Rodda）等人［19］发现在情节记忆编码任务下，SMD 老

人和健康对照组老人都表现了左侧前额叶和小脑的激活，这表明左侧前额叶和小脑参与了记忆任务；值

得注意的是，SMD 老人还额外激活了左内侧颞叶、顶枕皮层和内侧额叶，表明 SMD 组在记忆的加工阶

段还出现了额外的脑区补偿激活。海耶斯（Hayes）等人［20］使用相继记忆效应来考察 SMD 老年人在记

忆编码加工中的脑激活研究表明，与对照组老年人相比，SMD 老年人在楔前叶后扣带皮层和腹内侧前额

叶皮层表现出更低的相继记忆效应，任务导向注意力的整体减少是 SMD 与对照组老年人记忆任务差距

的可能因素。众多研究表明，顶叶、额叶、海马等脑区功能的编码或检索缺陷，导致了老年人情节记忆

能力下降，通过编码和策略技术的使用，有助于老年人记忆加工能力的改善。

2  情节记忆训练干预及效果

情节记忆下降及其对衰老的不利影响，迫切需要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延迟和阻抗情节记忆的下降速

度。心理和脑科学研究者们做了大量工作，积极寻找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措施。

致力于联结能力缺陷的研究者发现，基于语言的记忆测试结果可以解释对记忆功能障碍程度的潜在

影响，通过对个人进行语义聚类、组织层次结构或记忆学等策略的干预，有利于语言加工执行过程，已

被证明有助于语言信息的获取和回忆［21］。而视觉配对关联学习任务不依赖于语言技能，它是情景记忆

的一种功能，它需要在编码刺激之间建立关系（模式—位置的对应，以及视听信息对任务结果处理的反

馈）。在 MCI 中，视觉配对关联学习障碍的特征是模式—位置关联的巩固效率低下，以及利用策略组织

模式—位置关联学习的能力降低［22］。

早期 AD 的神经心理损伤及记忆障碍可能反映了情节记忆和执行注意之间的相互作用。前瞻性任务

是指对将来某一时刻要做的事或任务。前瞻性记忆评估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规律的活动和行为及未来将要

处理的事件密切相关，比如就诊吃药、社交聚会等周期性、规律性的事务，前瞻性记忆是对即将发生事

件的提前体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情节记忆。当对早期 AD 进行前瞻性评估时，情景记忆的功能障碍变

得更加明显。G. J. Kinsella 等人［23］对早期 AD 和健康老年组在记住和执行前瞻性记忆工作任务的差异研

究上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任务指令是要求参与者在阅读文本材料的过程中，遇到目标词时进行新单词

替换。结果发现，相较于健康老年组，早期 AD 组执行任务结果在正确率和反应时上均表现出了极大差异，

尽管很大一部分早期 AD 在阅读任务开始前，确认能完成任务指令的回忆，然而在阅读任务结束时，已

经忘记任务指令，表明其前瞻性记忆显著受损。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G. J. Kinsella 从进一步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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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早期 AD 组进行精细编码任务干预后，再执行目标词汇替换的阅读任务，任务结果表现大为改善，

这表明前瞻性记忆水平可以通过适当的编码技术干预得到提高。

研究表明，情节记忆训练对健康人群和 SMD、MCI 老年人的记忆状况都有改善［24，25］。改善作用大

小的排序依次为健康人群 >SMD>MCI。皮克（Pike）等人［26］设计精细编码技术干预和不干预两种实验条件，

健康老年组和 SMD 老年组均完成延迟回忆的口头语言配对测试任务。结果发现，精细编码技术干预提

升了 SMD 老年人任务成绩，健康组成绩提升效果优于 SMD 组。这充分表明了精细编码技术干预是一种

很有前景的有效技术，不仅可以提升老年人记忆水平，还可以降低 SMD 和 MCI 等高风险人群的记忆焦虑，

对健康老年人进行情节记忆训练，对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技术考察记忆训练对健康老年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李娟团队［27］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文献检索，文献的发表时间截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其中，符合纳入分析条件的研究项目包

含 21 项研究，研究对象为 4，149 名无认知障碍的健康老年人（随访时间从 0.5 ～ 32 个月，中位随访时

间 =4 个月，年龄≥ 50 岁），情节记忆评估工具既包括客观评估情节记忆的任务或神经学标准测试，如

霍普金斯语言学习测试、本顿视觉保留测试和视觉语言学习测试；还包括主观记忆评估工具，主要包括

评价主观记忆能力的自我报告问卷，如记忆自我效能感问卷、成年元记忆问卷、记忆功能问卷等。训练

策略多以策略记忆训练为主，辅以主观记忆成分训练（即元记忆或记忆信念）、注意力和放松训练、认

知重组、认知刺激或心理教育等干预技术，并关注总训练时间和训练频率在记忆训练对健康老年人的短

期和长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三级元分析显示，记忆训练对情节记忆具有显著的短期（测试前后）

和长期效应，分别为 0.408 和 0.418（Hedges’g，ps<0.001）。此外，对主观记忆也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

（g=0.362，p<0.01）和长期效应（g=0.227，p<0.01）。效应量为 0.2 解释为小效应，0.5 解释为中等效应，0.8

解释为大效应。这项元分析还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研究者们使用的记忆训练干预技术，并对干预技术的效

果迁移到日常生活情节记忆功能提出期待。 

3  研究启示

目前对情节记忆干预技术的研究，大都是通过测量实验室任务和标准化的神经心理测试来评估干预

结果。研究成果距离健康老龄化的社会实践尝试和应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进一步地，研究人员可以

尝试纳入更符合日常生活的生态记忆任务来评估干预措施是否有助于改善老年人记忆能力。为此，提出

一种基于个体日常生活情节进行自主训练干预技术的构想。本技术以个体日常生活情节记忆训练为主、

辅以个体前瞻性记忆训练，二者结合起来，用于老年人自主、自助训练［28］。

个体日常生活情节记忆训练，是通过获取老年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数据，并分类存储，形成项目库分

类资源以及项目库题库，老年人个体进入项目库题库，自主进行个体情节记忆训练，系统根据训练结果，

形成评估报告及专家建议。情节记忆训练系统包含数据获取装置，服务器和训练装置［28］。

（1）数据获取装置，用于获取个体生活数据及相应位置数据，并发送至服务器。数据获取装置调

用拍照、录像功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开启和关闭。

（2）服务器包括用户管理模块、情节记录模块、视频存储模块和训练记录存储模块。情节记录模

块和视频存储模块高度联动，对实时获取的视频数据和位置数据进行事件识别，并确定其所属事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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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事件及相关视频片段根据事件类别分类存储。

（3）训练装置，与服务器通信连接，包括个人信息管理模块与训练模块。个人信息管理模块，用

于存储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家庭地址和其他经常去的地点、就诊记录等。训练模块包括提问、

情节提醒、答案识别、评估模块和报告生成子模块。提问子模块，调用服务器获取情节记录，并基于提

取的情节生成问题，并将所述问题通过显示屏显示或通过扬声器播放，引导个体对相应情节进行回忆。

情节提醒子模块，当个体在该设定时长内没有给出正确答案时，播放相应部分或全部视频片段进行提醒。

答案识别子模块，用于接受个体经由输入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触摸屏、语音）输入的答案，判断答案是

否正确。评估子模块用于记录每个问题的正确程度及完成时长，以及当完成设定数量的问题后，记录完

成总时长［28］。报告生成子模块可以根据一段时间的情节记忆训练结果生成报告，依托运动心理学与积

极心理学等理论基础，为用户提供运动推荐与运动计划以及脑力小游戏等，鼓励用户多锻炼和推荐用户

进行脑力活动。

个体前瞻性记忆训练模块，包括题库、评估模块和报告生成子模块。值得注意的是，题库不仅包含

文字版的阅读材料或适合用以进行前瞻性记忆训练的其他材料，还支持手动录入老年人日常生活规律的

活动和行为及未来将要处理的事件，以便生成问题。

情节记忆功能是老年人衰老进程中的最敏感指标，良好的认知功能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

提升生活质量，对老年人记忆力进行有效训练，延缓、阻抗老年人情节记忆水平下降速度，改善老年人

记忆水平，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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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Episodic Memory 
Training to Promote Healthy Aging

Ma Yang Wu Sha Wang Minjie Hu Dongmei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Abstract: Memory decline in older adults begins with recent episodic memory. It is manifested in 
forget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such as specific time, place, and situational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new era,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pisodic memory processing 
and memory training strategies in promoting healthy aging. In a simple review of the brain mechanism 
of episodic memory processing and memory training strategie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progress, an 
independent training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put forward .This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is 
based on older adults’ individual daily life ,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effective training can delay and 
impedance the older adults’ episodic memory decline rate, improve the older adults’ memory level,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ealthy aging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Episodic memory; Decline; Brain mechanism studies; Individual daily life; Healthy a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