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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轻度认知障碍筛查标准

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试在认知功能的诊断中至关重

要，量表测试的结果也被认为认知损伤的客观证据。彼

得森的诊断标准是国内国外诊断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应用最广泛的诊断标准。轻

度认知障碍亚型群体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转化为阿兹海

默症的风险极高。目前，最广泛被使用诊断遗忘型轻度

认知障碍的标准也是是基于彼得森的诊断标准（Petersen 

et al.，1999）。即：①自我报告或家属报告主诉具有明显

的记忆困难；②具有客观证据表明主诉记忆领域受到损

伤；③个人日常生活能力保持完整；④个人的总体认知

功能处于正常水平，临床上的痴呆量表评分为 0.5 分；⑤

依据 DSM-5 和 NINCD-ADRDA 标准排除诊断为痴呆的可

能。目前国内学者在彼得森的诊断标准之上对遗忘型轻

度认知障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诊断标准，并得到了广泛

应用：①主诉报告明显的记忆力减退的情况；②通过客

观测验表明记忆减退等证据；③认知功能处于正常水平；

④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基本正常；⑤患者不符合 ICD-10 或

DSM-IV 的痴呆诊断标准（贾建平，2010）。

2.轻度认知障碍评估量表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认知客观证据的量表有简易智

能 状 态 量 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及

蒙 特 利 尔 认 知 评 估 量 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 简 易 智 力 状 态 检 查 量 表（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ale，MMSE）：MMSE 是 由 Folstein 等

于 1975 年编制而成。该量表考察了个体的时间地点定向

力，瞬时记忆力，注意力，计算力，延迟回忆，语言，

视空间能力。满分 30 分，当临界值小于等于 24 时，该

量表最高的敏感性可达到 76%（Folstein et al.，1975）。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是加拿大学者 Nastreddine（2005）编制的。该

量表能够在 15 分钟之内完成，内容包括记忆力，语言，

注意力，执行功能，视结构技能，抽象思维，计算和定

向力7项。该量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完成程度受

限于文化教育程度。一般临界值为26分，高于26分则代

表认知程度完整，低于临界值代表不同程度的认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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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CI个体早期干预研究进展

研究发现，长期规律化的干预方法可以使早期的 AD

或者 MCI 个体的认知衰退得到有效的缓解。通过早期干

预，他们的认知功能和情绪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轻度认知障碍是阿兹海默症的临床前期阶段，因此在识

别轻度认知障碍个体之后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对延缓阿

兹海默症进程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不论是

在临床干预还是研究干预中，研究人员旨在提高和改善

MCI 的认知功能。在各种干预的手段当中，最常见的干

预手段是对对认知功能的干预和对情绪的干预。

3.1 认知功能的干预研究

认知干预中最常用的方法包括认知训练，认知刺

激和认知康复，并且这些干预方法已经证实会使 MCI 个

体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其中认知训练作为简单易操

作，实用性高的方法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青睐。Golita

等人（2017）采用记忆特异性训练（Memory Specificity 

Training，MEST）对 20 名轻度认知障碍的被试进行干预

研究，干预后测和后续三个月的追踪测验表明，记忆训

练对轻度认知障碍个体的工作记忆和前瞻性记忆均具有

显著的改善作用。但是，工作记忆训练对正常群体的干

预效果存在争议，而对不同的临床群体产生了不同程度

记忆效果的改善，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正常群体中，个体

的认知功能改善的空间有限，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天花板

效应而导致训练正常群体效果不显著，而在认知损伤的

群体中，训练体现出了补偿效应，因此效果相较于正常

群体更为明显（von Bastian，Oberauer，2014）。由此可

见，有关记忆的干预训练对轻度认知障碍群体具有理想

的干预价值，取决于干预训练的效果的因素包括每次训

练的时间，训练持续的时长，训练的频率，被试的配合

程度等都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纳入在干预前后的实施计

划当中。

干预方法的形式有单认知领域干预和多种干预方法

结合。吴甜甜等人的研究发现单认知领域干预的核心在

于干预主要认知受损的成分，而认知控制扮演了这样的

角色（吴甜甜 等 2021）。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认知控制干

预效应整体较弱。因此现有研究者往往结合多种干预方

法共同改善 MCI 个体的认知功能，比如 Yang 等人通过将

认知干预和身体干预的方法相结合考察其对 MCI 认知功

能的影响（Yang et al.，2020）。元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

研究通过结合认知干预和身体干预的方法可以提高 MCI

个体的整体认知功能，执行功能，加工速度，注意力和

记忆力。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解释是由于前额叶脑激活

程度的减少，海马体积的增加和白质完整性的增加提高

了个体的认知功能。此外，身体活动的干预与大脑新陈

代谢和可塑性的短期改变有关，并且认知干预通过提高

个体的心理需求加强了大脑的新陈代谢和可塑性（Julia 

et al.，2015）。

3.2 负性情绪的干预研究

行为疗法是缓解 MCI 老年群体负性情绪症状常用

的 方 法 之 一， 比 如 认 知 行 为 疗 法（Cognitive Behavior 

Treatment，CBT） 和 行 为 激 活（Behavioural Activation，

BA），CBT 和 BA 的干预效果被认为是同样有效的，但是

BA 更易操作（Ekers et al.，2008）。此外，Dora 等人通过

基于问题适应疗法（Problem Adaptation Therapy，PATH）

和支持疗法（Support Therapy for Cognitive Impaired Older 

Adults，ST-CI）考察两种疗法对于认知受损个体抑郁情

绪的改善作用（Dora et al.，2020）。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24 周的训练，相比于 ST-CI 组，PATH 组被试的抑郁情

绪和认知功能得分得到显著的提高。Greenberg 等人认为

PATH 是通过情绪调节的改善提高了认知功能，比如说

减少了消极情绪，提高了积极情绪，减少对压力的情绪

反应使 MCI 个体可以更好的利用认知资源（Greenberg et 

al.，2014）。此外，近年来，除了基于人设计的干预活动，

标准化的机器学习也已广泛地应用于 MCI 群体的社会支

持。Palestra 和 Pino 的研究（2020）表明通过机器人辅助

疗法，MCI 女性患者在训练后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

已有研究表明，人机互动是一种有效的干预形式并且人

们可以将机器人当做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陪伴（Elisabetta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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