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齿移动所受的压力小&"##覆盖在牙骨质表面的
类牙骨质其对压力较牙骨质有更强的抵抗力$对深
层的牙骨质有保护作用$发育未完成的牙根的发育
囊细胞及其分泌的未钙化基质-前牙骨质-前牙本
质*&+等抵抗了牙根吸收$促使牙根继续发育完成&
"$#正畸移动牙齿的矫正力量有可能促进根尖未发
育完全的牙根进一步生长*%+ % 由此提示我们应提
倡正畸治疗在青少年早期进行%
B@A2很多学者认为年龄是一种与根吸收相关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均显示年龄
较小的正畸患者$其未发育完成的牙根在正畸治疗
中较少出现根吸收% 对牙根发育完成其正畸治疗中
的根吸收及严重性与年龄是否有关的问题$有报道
在对切牙的研究结果中认为成人正畸更易出现牙根

吸收并且程度较重*5$*+ &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严重
根吸收主要与拔牙矫治-牙根的不良形态-治疗前已
有根吸收有关*>+ % 而磨牙由于其根吸收发生的概
率小于前牙*($5+并且程度较轻$专门进行磨牙根吸
收比较的文献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牙根一旦发育
完成无论青少年或成人正畸治疗中前磨牙根吸收的

风险均增加$但根吸收的概率及程度均较轻$且两组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 后牙在正畸治疗
中较少出现牙根吸收$这与其牙根位于骨松质中-移
动方式相对简单-移动的距离较短有关% 因此$年龄
可能并不是正畸治疗中牙根吸收的主要因素$而牙

齿所处牙槽骨的结构-牙齿的移动方式-移动的距离
等则可能是除个体易感性外的更重要因素% 所以$
在临床矫治中应尽量使牙齿在松质骨中移动$避免
牙根接触皮质骨$不提倡使用骨皮质支抗$以减少牙
根吸收$避免严重的牙根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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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在学习困难儿童认知功能评价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应用[‘!SGU-F/PL2 和河内塔实验分别对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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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集儿童相关数据!性别-年龄-学校-年级-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将数学和语文测验得分后 ("]的儿
童分别定为数学学习困难者"数困#和语文学习困难者"语困#$两者测验得分同时都处于后 ("]的儿童定为
数学语文学习困难者"双困#&把三种认知功能评价结果和其他相关数据作为儿童数学语文标准化测试结果
的影响因子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拟合优度分析和似然比计算% 结果!"(#单因素分
析河内塔测验结果对各型发生的学习困难学生没有相关性$儿童[‘!SGU和F/PL2测验结果与学习各型困难
发生有相关性&"##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儿童 [‘!SGU 和 F/PL2 测验结果与学习各型困难发生有相关性&
"$#拟合优度分析$[‘!SGU和F/PL2测试结果对数困生-语困生和双困生预测结果的准确率分别为 &%D#]-
%%D#]-5"D"]和 $#D#]-$&D%]-&5D*]&"&#似然比分析结果$[‘!SGU和F/PL2测试结果对数困生-语困生
和双困生诊断数困生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D>(-(D#$-(D% 和 "D&>-"D%$-"D>>&[‘!SGU和F/PL2测试结果对数
困生-语困生和双困生诊断数困生阴性似然比分别为 (&(D)-*"D&#-(&(D>5 和 %&D%5-$)-))% 结论![‘!SGU
和F/PL2两种诊断工具比较$[‘!SGU诊断的准确率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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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认知功能的评估常用的有F/PL2和河内
塔实验两种方法$都是使用完成任务的准确率来评
价&[/7等人提出的智力 RGUU 模型$强调对智力内
部认知过程基础的探索% 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一套标
准化的[/7’‘/=10LM0认知评估系统"[‘!SGU#$除了
使用完成任务的准确率来表达受试者的认知能力

外$还引进了’时间(作为一个评价指标$从而实现
了完成任务过程的评价% 国外和我国香港台湾的文
献报道表明$[‘!SGU 可以预测小学生数学语文学

习困难的发生情况*( ;$+ &我国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 年开始与 [/7教授合作$将
[‘!SGU进行汉化$应用于儿童认知发展障碍的研
究*&+ % 基于上述基础$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在截面
调查基础上进行多因素分析研究$初步探讨 [‘!
SGU评估小学生认知功能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
如下%
?2对象与方法
?@?2研究对象2被测试对象选自河南省安阳市两

,>%"(, S302L7L_:4M2/1:O‘LQS10209/1aLH0902L$‘:PL.NLM#"("$b:14.L$$‘4.NLM((!!



所小学己完成一-三-五年级学业的小学生$经问卷
调查及走访教师了解$两所小学学生的家庭状况基
本一致$近年来两所小学的教学水平-学生学业成绩
大致相当% 学生自愿入组并获得学生法律监护人同
意$经学习动机量表和简单颜色辨别测试剔除学习
动机水平低及色盲色弱者$最终最大有效被试 $&#
名$平均年龄 ("D(* 岁&其中一年级 ("& 人$平均年
龄 *D& 岁&三年级 )# 人$平均年龄 )D) 岁&五年级
(&5 人$平均年龄 (#D$ 岁%
?@A2研究方法2"(#分别记录学生相关背景指标!
性别-年龄-学校-年级-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
"##数学和语文成绩评价!选用小学一-三-五年级
的计算测试题和数学语文综合测试题"由有多年教
学经验的数学语文任课教师根据不同年级应达到的

数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编制而成$其中数学综合测
试题的内容包括数学基础知识-计算题和应用题#%
"$#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儿童学习困难
的患病率为 *D&"] ;(%D*(]*% ;*+ $因此$在本次研
究中将研究对象入组与分组标准定位为数学-语文
教师评定其两门功课学习情况均稳定落后者&经学
习动机量表$剔除学习动机水平低者&数学测验得分
后 ("]的儿童定为数学学习困难者"数困#$语文测
验得分在后 ("]的儿童定为语文学习困难者"语
困#$两者测验得分同时都处于后 ("]的儿童定为
数学语文学习困难者"双困#% "&#[‘!SGU 评价方
法![‘!SGU经过[/7授权使用$采用[‘!SGU 认知
评估系统"标准版#进行项目研究"包括计划-注意-
同时加工和继时加工四个分量表#% 量表信度系数
在 "D)% ;"D)* 之间$效标关联效度在 "D5( ;"D*#
之间% 本研究选用其中同时加工与继时加工两个分

量表$前者由非言语矩阵-言语空间关系和图形记忆
三个分测验组成$后者由单词系列-句子复述和句子
提问三个分测验组成% 本研究中 [‘!SGU 的主试
为安阳师范学院大学二年级学生$长期严密的化学
实验训练使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实验操作能力$正式
施测前对主试作了为期 $ H 的培训$并让每位主试
都进行了 $ 次实际施测的锻炼% 测试后由主试依照
相应程序将原始分转换为量表分与标准分$之后再
由研究者本人对测试结果逐一核对$所有的研究对
象都在 ( 个月内完成所有测试% "%#F/PL2 渐进矩
阵测验"联合型#"华东师大心理学系修订#*&+ $重测
信度为 "D)$$效标关联效度为 "D*$% "5#河内塔实
验参照.认知心理学/*&+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实验%
?@B2统计学方法2应用 URUU($D" 统计软件对学习
困难学生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Y:=07J09回归分析
"多因素采用逐步回归法#%
A2结果
A@?2$"% 名被测试学生性别-年级-父母职业与学
历构成比!见表 (%
A@A2三种方法测验语困生-数困生-双困生和非语
困生-非数困生-非双困生结果比较!见表 #%
A@B2[‘!SGU-F/PL2 和河内塔三种方法测验结果
作为影响因子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见表 $%
A@C2[‘!SGU 和 F/PL2 二种方法测验结果作为影
响因子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多因素分析结果!见
表 &%
A@D2[‘!SGU 和 F/PL2 二种方法测验结果预测与
实际学习困难发生的拟合优度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名被测试学生性别!年级!父母职业与学历构成比"]#

基本情况 !例!数 基本情况 !例!数
性别 男 (5$"%$D&# 母亲职业 经商 )*"$(D>#

女 (&#"&5D5# 工人 (#>"&#D"#
年级 一年级 >%"#*D)# 医师 !)"$D"#

三年级 >5"#>D## 教师 (>"%D)#
五年级 ($&"&$D)# 无 $$"("D>#

父亲职业 经商 ("$"$$D># 农民 !%"(D5#
工人 (#*"&(D5# 公务员 (%"&D)#
医师 !*"#D$# 父亲学历 初中以下 >)"#)D##
教师 !)"$D"# 高中 (&#"&5D5#
工程师 !*"#D$# 中专 (>"%D)#
无 (>"%D)# 大专 $)"(#D>#
农民 !&"(D$# 本科以上 (*"%D5#
公务员 $"")D># 母亲学历 初中以下 )5"$(D%#

高中 (&("&5D##
中专 #5">D%#
大专 $&"((D(#
本科以上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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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种方法测验语困生!数困生!双困生和非语困生!非数困生!非双困生结果比较"!EE,%分#

分!组 例数 河内塔 F/PL2 [‘!SGU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语困生 $& 5D*5 E&D"( )5D>% E($D$> *>D&* E((D)( 5>D)# E>D($ 5>D(* E(%D$(

非语困生 $"( 5D)( E&D%5 ((#D#5 E($D$# )>D>* E(#D)# )&D5# E%D#) >*D&5 E("D5*

数困生 $& 5D)( E&D>% )>D)& E($D&( >"D>% E((D#$ *>D#5 E((D&& %5D(5 E>D>&

非数困生 $"> 5)D>) E&D%5 ((#D#* E($D5* )>D*> E($D#) )$D%* E>D"# >>D>$ E*D5)

双困生 (% 5D(# E&D#> )%D%) E($D)> *&D#& E)D%& 5>D>" E*D55 %%D5> E("D$(

非双困生 $#% 5D)& E&D%$ (((D*% E($D*5 )>D(> E($D$# )$D#5 E*D)> >*D(& E("D%"

表 $![‘’SGU!F/PL2和河内塔三种方法测验结果作为影响因子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测验方法 回归系数 标准误 c/1H C (F

! 2

(F

! 2

)%]>"
数困生 [‘!SGU "D("( "D"(* $*D"5$ "D""" (D("* (D"*( ;(D(&$

F/PL2 "D"5) "D"(& #$D%#& "D""" (D"*( (D"&# ;(D("#

河内塔 +D""( "D"&( "D""" "D)>> "D))) "D)#& ;(D">#

语困生 [‘!SGU "D(#* "D"#" &#D"#& "D""" (D($% (D")# ;(D(*)

F/PL2 "D">& "D"(% #)D)#5 "D""" (D">* (D"%% ;(D(#"

河内塔 "D""* "D"&" "D"$$ "D>%% (D""* "D)$( ;(D")(

双困生 [‘!SGU "D(%5 "D"$" #*D"$> "D""" (D(5) (D("# ;(D#&"

F/PL2 "D">$ "D"#" (*D5*# "D""" (D">* (D"&% ;(D($"

河内塔 "D"&$ "D"%> "D%$> "D&5$ (D"&$ "D)$( ;(D(5)

表 &![‘’SGU和F/PL2二种方法测验结果作为影响因子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测验方法 回归系数 标准误 c/1H C (F

! 2

(F

! 2

)%]>"
数困生 [‘!SGU "D($( "D"#% #5D5&) "D""" (D(&" (D">% ;(D())

F/PL2 "D")& "D"#" ##D%") "D""" (D")) "D5%) ;(D(&#
语困生 [‘!SGU "D#(% "D"&% ##D)$& "D""" (D#$) (D($% ;(D$%$

F/PL2 "D"*& "D"(> (5D5>" "D""" (D"** (D"&" ;(D((*
双困生 [‘!SGU "D#%% "D"*" ($D#*" "D""" (D#)( (D("# ;(D#&"

F/PL2 "D">& "D"#% ((D("" "D""( (D">> (D(#% ;(D&>(

表 %![‘’SGU和F/PL2二种方法测验结果预测与实际学习
!!困难发生的拟合优度分析结果"多因素分析#

测验方法 分组

实际情况 模型预测值

是否 不是
"人数#

是
"人数#

预测准确率
"]#

[‘!SGU 数困生 否 #** # ))D$

是 (* (& &%D#

语困生 否 #*# & )>D5

是 ($ (* %%D#

双困生 否 #)$ # ))D$

是 5 ) 5"D"

F/PL2 数困生 否 #*& % )>D#

是 #( (" $#D$

语困生 否 #5) * )*D%

是 () (" $&D%

双困生 否 #)# $ ))D"

是 > * &5D*

A@L2[‘!SGU诊断数困生阳性似然比为 "D>($阴性
似然比为 (&(D)&诊断语困生阳性似然比为 (D#$$阴
性似然比为 *"D&#&诊断双困生阳性似然比为 (D%"$
阴性似然比为 (&(D>5% F/PL2诊断数困生阳性似然
比为 "D&>$阴性似然比为 %&D%5&诊断语困生的阳性
似然比为 "D%$$阴性似然比为 $)D""&诊断双困生的
阳性似然比为 "D>>$阴性似然比为 ))D""% [‘!SGU
和F/PL2两种诊断工具比较$[‘!SGU 诊断的准确
率更高%
B2讨论
B@?2上世纪 )" 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戴斯等*>+提

出了一种新的智力理论$即 RGUU 理论% RGUU 的 R
表示计划"A1/2202=#-G表示注意"/JJL2J0:2#-两个 U
分别表示继时性加工"70.41J/2L:47AM:9L7702=#与同
时性加工"7499L770PLAM:9L7702=#% 理论认为!RGUU
认知过程由上述四个过程组成$它们又分为三个系
统$即注意系统-信息加工系统与计划系统% 注意系

,"5"(, S302L7L_:4M2/1:O‘LQS10209/1aLH0902L$‘:PL.NLM#"("$b:14.L$$‘4.NLM((!!



统是信息加工的定向与维持系统&信息加工系统是
信息编码的执行系统&计划系统具有对认知过程监
控-评价与调节的功能% 四个过程与三个系统既相
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在人的认知活动中协同发挥着
作用% 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了 [‘!SGU$[‘!SGU
特点在于$除了使用完成任务的准确率来表达受试
者的认知能力外$还引进了’时间(作为一个评价指
标$从而实现了完成任务过程的评价$实现了运用信
息加工的过程分析法$对认知活动最一般-最普遍的
加工过程"计划-注意-同时性和继时性加工过程定
量#进行描述% [‘!SGU由 (# 种任务类型构成 & 个
分测验$每一分测验有 $ 种任务$分别对计划-注意-
同时性和继时性加工进行测量%
B@A2在本次试验中$我们应用临床常用的两种认知
评估工具F/PL2-河内塔与 [‘!SGU 同时进行小学
生认知功能评估$同时与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进行
相关分析% 单因素分析表明$河内塔测验在本次试
验中的测验结果与学生的数学语文成绩不相关$数
困生-语困生和双困生的检测 C值分别为!"D)>>-
"D>%% 和 "D*5$$而F/PL2与[‘!SGU测验结果与学
习困难发生相关% 对F/PL2与[‘!SGU测验结果与
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进行多因素分析表明$F/PL2
与[‘!SGU测验结果都与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相
关$其中[‘!SGU测验结果与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
相关性大于 F/PL2 的测试结果% 对 F/PL2 与 [‘!
SGU测验结果与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进行拟合优度
分析$结果发现$[‘!SGU 测验数困生-语困生和双
困生发生的准确率分别为 &%D#]- %%D#] 和
5"D"]$高于 F/PL2 测验预测准确率的 $#D#]-
$&D%]和 &5D*]% 从两种工具预测数困生-语困生
和双困生发生的似然比分析$[‘!SGU 诊断的准确
率高% 儿童学习困难确切病因尚未确定$可能与生
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皆有关系*)+ $[‘!SGU 是评价

人认知的注意-信息加工与计划三个系统的四个基
本认知过程的能力水平$所以$我们也可以推论认为
实验对象中数困生-语困生和双困生发生率为
&%D#]-%%D#]和 5"D"]是由于认知过程障碍导
致$这符合儿童学习困难形成的多病因学说$该学说
认为学习困难的原因中 %"]是认知障碍造成%
B@B2RGUU理论让我们可以从新的视野来探讨儿童
学习困难的原因$本次试验初步证明了以 RGUU 理
论为基础的[‘!SGU较既往河内塔和F/PL2测验在
评价学习困难儿童更加有效$但研究中由于学习困
难儿童入选样本较少$不能够满足进行 [‘!SGU 诊
断性研究条件$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其
临床应用有效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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