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修訂本通氏視覺性記

 憶測驗(BV^T

 壹、內容及功能

 BVRT為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心理學院神經科教授本通博?(Arthur L. Benton)於

 1945年所編製。並於1955年及1963年加以修訂。國內版本係

 由陳東陞於民國七十二年修訂完成。內容分甲、乙、丙人三

 類圖形，每類各有十張圖片，合計三十張。各圖片中有大小

 圖形，全為幾何圖形。

 BVRT可用以診斷受試者的視覺認知(v^sua^ Cognition)

 能力、視覺構成(visua^ Construc^^on)能力及視魔性記憶

 (visua^ retention)能力，亦可診斷手眼協調(eye-hand Co^

 ordination)機能，為一種良好的診斷工具。

 貳、BVRT修訂的經過方叫拮果

 一、修^TBVRT建立常模施測的對象

 為建立BVRT我國兒童的常模(norm)，以便用以鑑別我國

 特殊兒童之用。施測對象係採用隨機叢集抽樣的方式，取自

 台北市古亭、日新、申興、河堤、內湖、三興、雙園、中山、

 民族國小等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均屬普通兒童。各年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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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樣人數如下表1，其智能水準及視力均屬正常。

 表1修訂BV^T各年齡組取樣人數一覽表

 c Af拐叮	二u，山｜D-66一00	一07:0007:^1	一08:0008:^^	二u。山｜山DD00	亢u，山｜口0  0^  I	一^^:00ll:Il	一。，0l；｜．ZZ4^	「計
 ̂男	I   225	I   492	558	i     492	I    573	I     561	405	13306
 ̂女	[   219	I   432	543	528	537	I     492I	斗02	3153
 '"上	444"一	924一	I   1101	1020	1110	1053	807	6459一

 二、i^參訂BV^T施測的方法

 修訂B^^T施測時，為顧慮國小兒童實施時間不宜過長，

 僅採行前述實施方式中的第四種方式，即甲、乙、丙三類各

 十張圖片，每一張圖片呈現於受試面前10秒鐘。10秒時間到

 立即遮蓋呈現的圖片，隔15秒鐘後再令受試者就其記憶者畫

 在測驗紙上。

 全部施測費時六個月，由曾接受測驗訓練的主試人員十

 二人分別進行，每次六至十受試者同時進行，採小組方式。

 三、常模(norm)的建立

 BVRT施測後，即依前述記分方法對所有受試者所畫圖形

 分別予以評分，每一受試者共得四個原始分數(^S)，即: 1.

 甲類題得分; 2．乙類題得分; 3．丙類題得分; 4．合計(全測

 驗)得分。各類題 高得分為10分， 低為0分;全測驗合計

 高為30分， 低為0分。

 本次修訂BVRT時，施測的樣本全部取自台北市國小六至

 ̂二歲的兒童，因此本次修訂建立的常模(norm)適用的地區

 僅限台北市及鄰近地區。本次建立的常模，係採用百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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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及T分數二種，由各受試者的原始分數(^^)可對照出其百分等

 級或T分數。原始分數與百分等級及T分數常模對照表如下表2 :

 表2視覺性記憶測驗各年齡原始分數與百分等級及T分數常模對

照表

 	a     to				七破				八投				九破				十椒				十一按				心			
 	另		玉引		一掙		女		另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另		女	
 目	一P 一	一T 一	一p	田	一p -	一T	一P 一	一T	p-	一T	一p	一T	一P	一F	T	T	一p	一T	一p	一T	T	一T	一P	一T	一p	一T	一p	田
 0一3				口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坤-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岡		二	二	□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口	「	L	一	面	一	而	口	面	「	而	「	刁
 也				｜一	二			二		一	二	L	一	一凹一	一	一槐	一	一仍	一	一行	一	一花	一	一行	一凹	一行	一	而
 26				I		78				一帥		舛	一	冗	一	而	「	而	「	而	商	匝	「	而	戶	卜	戶	叫
 河		76		巧幻	兩	74		而	竺	一刊	巴	I 72	一	F	一凹	一川	碎	而	一盼一	而	一蛇	匝	而	一冗-	卜	碎	卜	正五
 匹	一叨一	一咒一	二	川	一oo	川一		花一	北一	一竹一	一	70一	岡一	川一	一盯	一	碎	戶	臣	F	臣	碎	而一	匣	卜	臣	臣	內
 23	旦e	70	的	72	97	69		75	97	69	97	昭	%	竺	T	%	碎	67	卯一	坤	%	匝	%	研一	卜	哩	坤	叫
 內	的	竹	百	68	T	百	叨	而	的	忑	95	仍	而	76	一幻	仿	碎	內	%	卜	恥	啼	臣	彷	戶	印	戶	叨^
 卜	一兜	一硝	一扔	一叫	一叨	一仿	一eo	一的	一兜	一硝	而	而	百	戶	面	戶	恥	卜	7	匣	戶	卜	回	卜	而	卜	匣	內
 四	一扔	一倪	一的	7	一卯	一昭	一叨	一魄	一扔	豆	一秘	一的	一蛇	而	一舵	口仍	回	而	一兜	卜	口凹山	卜	忑	而	F	匣	卜	油
 卜	一昭	一肘	一%	而．	一防	一的	一%	一的	一幻	一坍	一仍	而-	卜	卜	一的	戶	卜	卜	戶	F	坤	卜	卜	卜	口	匝	恥	吋
 匝	一花	一% -	一叨	一配一	一叨	一兜	一卯一	一倪	一仙一	一紡	臣	一別一	卜	匣	一叫	匣	匝	伊	匣	卜	匣	匣	匣	匣	F	日	匣	一仍一
 卜	一佛	一消	一仙	仍	一花	一肪	一昭一	口甜	一仍一	一昭	斑	匣	戶	刨	一B	卜	戶	卜	匣	匣	44	匣	少	呻	F	呼	田	用
 卜	百	而	百	7	而	百	而	卜	面	面	43	內	卜	岡	而	回	匝	口	恥	口	內	內	F	恥	F	伊	卜	回
 卜	一竹	一仍	一祁	一印	忑	一印	一眨一	一引	竺	一朽	臣	內	F	E	一札	F	匣	臣	匣	F	匣	匝	卜	匣	厄	匣	F	囤
 卜	T	元	百	回	而	T	面	呻	23	而	16	內	^Z	^^^^一4	阮	34	什	40	F	匝	@．	內	T	仍一	口	28	口	30
 匝	一加一	一扒一	一少	一仍一	一朽	一世	一% 一	一仍一	一叮一	一盼	臣	匝	匣	匣	一怕-	匣	匝	匣	匣	匣	4一	臣	巨	匣	口	匣	口	E
 匝	而	茁	5^^^	39	E	39	呻	內	@	斥	@	內	@	叭	5	en^^^	卜	32	4	^^心^^。	^	F	1	打		23	「	z八
 卜	E	匣	E	卜	E	匣	F	匣	甲	匣	巨	內	卜	內	7	坤	卜	卜	口	碎	口	「	口	卜	「	F	「	匝
 匝	而	戶	巨	卜	口	戶	日	卜	口	卜	口	匝	口	少	「	匣	「	「	「	「	「	「	「	口	「	「	「	
 □	巨	匣	卜	匣	口	匣	心	匣	口	匣	口	臣	口	匣	口	口	口	口	卜	L	口	L	口	口	口	口	L	□
 F	一	匣	口	@@	「	23	「	22		20		內			「		「			「		「				「	「	□
 □	L	口	「	F	「	F	口	口	二	卜	口	口	二	口	「	口	「	卜	口	「	口	「	口	口	「	口	卜	□
 卜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卜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卜
 □	「	「	「	「	「	「	口	「	「	「	口	「	丁	口	「	丁	「	L	口	L	二	「	口	口	口	口	口	□
 卜	「	「	「	「	「	「	「	「	T	「	口	口	口	口	卜	口	L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
 □	「	口	「	丁	「	口	一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L	二	L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L	口	L	口	□
 口	二	二	二	L	二	口	二	L	口	L	L	L	L	L	口	L	二	L	L	口	匕	口	L	口	口	L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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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信度與效度的考驗

 在本次修訂^^^T所施測的樣本申，曾就其中一年級(六

 歲組)兒童男225人，女219人，合計444人作為考驗修訂本測

 驗的信度與效度的對象。信度考驗係採再測(「e-test)法，即

 同一對象前後二次間隔二個月後施測，求得重測的信度係數

 為0．8775，可見本測驗甚為穩定，信度頗高。另外，並以此

群對象接受本測驗所得的成續與接受徐澄清教授修訂的瑞文

 (Raven)氏彩色圖形補充推理測驗(^P叭所得的成續相比較，

 求得的效度係數為0．8992，亦可見本測驗的效度頗高。

 參、測驗實施的方式

 本測驗實施時，採下列四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將第一張圃片呈現於受試者面前10秒鐘，

 10秒鐘後遮蓋呈現的圖片，立即令受試者憑記憶畫出原圖形

 於測驗用紙上。俟受試者蓋完後再呈現第二張，依此類推。

 第二種方式:將第一張圖片呈現於受試者面前5秒鐘，5

 秒過後遮蓋呈現的圖片，立即令受試者憑記億畫出原圖形於

 測驗用紙上。餘同。

 第三種方式:將一張圖片呈現於受試者面前，令受試者

 面對圖形仿畫於測驗用紙上。餘同。

 第四種方式:將第一張圖片呈現於受試者面前10秒鐘，

 10秒過後遮蓋呈現的圖片，經15秒後始令受試者憑記憶畫出

 原圖形於測驗用紙上。餘同。

 本測驗適於個別實施。但亦可以小團體方式進行，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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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時間。

實施的指導語如下:

 主試者說:「各位小朋友:大家都有鉛筆和橡皮擦嗎?

 老師要請小朋友畫圖。現在分給每一位小朋友一本簿子(分

發測驗用紙每人一本)說:現在請看一看簿子:封面上印有

 很多項目，簿子裡面都是空白的。右下角都印有編號，從甲

 1到甲10，乙1到乙10，丙丁到丙10共三十張，是給你們畫圖用

 的。

 現在請你們在簿子的封面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性別、學

 校、班級、測驗日期、出生日期(寫阿拉伯數字)，出生日

 期不知道，就空著不要寫。(等全體均寫完後)，主試說:

 現在老師要發圖畫冊給你們，每人一冊，在老師還沒有說看

 的時候不准翻開來看，老師說開始看的時候才可以看。老師

 說停的時候要把圖畫冊翻過來放在桌上，不能再看了。過一

 段時間以後，老師會說:請你把剛才看到的圖畫在簿子上，

 你就將它畫在簿子上。如果剛才看到的圖是甲1的，你要把它

 畫在簿子甲1的紙上;如果是甲2的，要把它畫在簿子甲2的紙

 上，圖畫冊上的編號要跟簿子上的編號一樣。畫的時候，圖

 的大小、位置、左右都要跟圖畫冊上畫的一樣，都知道了嗎?

 好^現在請大家翻開圖畫冊第一面，看甲寸的圖，要仔細

 的看，要記住。(主試計時10秒) 10秒到時主試說:好^把

 圖畫冊翻轉過來放在桌上，主試說:好^請各位小朋友把剛

 才看到的圖形畫在簿子的甲1空白的紙? (受試者畫圖)」。

 以下各類圖形依前述實施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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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記分方法

 本測驗結束之後，評定受試者所畫圖形的正誤，係依全

 有全無(a^^-or-none)的原則行之。

 記分時受試者所畫的圖形如屬正確，每一張圖片可得1分;

 如屬錯誤，則不給分(0分)。

 記分時可逐一參照各圖示例圖形的正誤圖例予以評定。

其正誤圖例如附圖:

 依據對於受試者所畫圖形的分析，所竇圖形的錯誤，主

要可分為六類:

 1．省略(omiss^ons)及增加(add^^^^ns)

 2．變形(distortions)

 3．保續(Perseverat^ons)

 4．旋轉(「ota^^ons)

 5．位置錯誤(misp^ace^ents)

 6．大小的錯誤(size errors)

 每一受試者的得分，甲、乙、丙三類各十題 高各為10

 分， 低各為0分。以全部測驗言，總分 高30分， 低0分。

 如附圖評分參照圖例中，在錯誤圖形下各加錯誤的記號，

茲就各類各項錯誤的記號及定義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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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省略(0^lSSlOnS)及增加(add^^^OnS)部分

記號定義

 M(Major)在圃片1及2中，省略了一個大圃形。完全省略圃形。受

 試者為了再靈圃形，未加思考藍了一條或二條線。

 MR (Major R^ght)省略右避大圃形，^受測者視野右迸)。為了再遼國形

 ，留有空白，完全省略圓形。受試者為了再發圃形，未

 加思考蓋了一條或二條線。

 MR^ (Major R^ght)省略右邀大圃形。未留空白。完全省略圖形。

 ML (Major Left)省略左邀大國形。

 ML^省略左邊大圃形。未留空白。

 PR (Per^phera^ R^ght)省略受試者右視野中周邊圃形。

 PL (Per^phera^  Left)省略受試者左視野中周邊班形。

 Add (Add^t^on)增加原圃中所無的圃形，保繽或變形^多樣再生^^mu^^pl^

reproduc^^^n)) o

 2．變形(diStO「tiOnS)

記號定義

 SM (Subst^tut^on wajor)在圖片]及2中，以不正確的圖形置換了一個大圖形^如將

 平行四邊變成正方形、六角形變成五角形^。

 SMR (Subst^tut^on Major以不正確的圃形置換了右遨大圃形^如正方形變成圃，五

 Right)角形變成三角形^。

 SML (Subst^tu^^on Major以不正確的圖形置換了定邀大圖形。

Left)

 SPR (Subst^tut^on Per^-以不正確的圃形置換了右周遊圓形。

hera^ w^ght)

 SPL (Subst^tut^on per^-以不正確的圓形置換了左周邊圃形。

phera^ Left)

 lM (^naccurate wajor)在圖片^及2中，將一個大關形簡化，並有某種方式的旋瑯

 ，竄得不正確^如省略圖形中內部部分，增加某部分、位

 霞不符、圃形分裂、圖形增多^。

 lMR (^naccurate wajor將右邀大圃形簡化，並有某種方式的旋碑，奮得不正確，

 R^ght)省略或增加某些部分。

 川L (^naccurate Major將左邊大圖形簡化，並有某種方式的旋碑，鰲得不正確，

 Left)省略或增加某些部分。

 lMC (^naccurate wajor將圃片甲之3及乙之3的么圃形中央重盛部分盡得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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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PR (^naccurate per^p-將右周迸圃形簡化，並有某種方式的旋碑，盡得不正確。

hera^ R^ght)

 什^ (^^acurate pe^^ph-將左周邀圃形簡化，並有某種方式的旋斟，畫得不正確。

era^ Left)

 3.^呆H貫(PerSeverat i OnS)

 所謂保績，即受試者在畫圖形時，受到前-一圖形記憶的

 影響，不是畫現在月行萱到的圖形，而是畫前--張的圖形。

記號定義

 Per M (Perseverat^on因受第一張圃形保總的影響，將圃2畫成圃1。

Major)

 Per MR (Perseverat^on奮右邀大圃形時，受前一圖形的保緻。

Major R^ght)

 Per wL (Persevera^^^n遼左周邀圃形時，受前^岡形的保繽。

Major Left)

 Per pR (Perseverat^on螢右周邀圃形時，受前一圃形的保繽。

Periphera^ R^ght)

 Per pL (Perseverat^on霞左周逆圃形時，受前一圃形的保繽。

 Per^phera^  Le^七》			
 4．旋轉(Rotat ions)			
 記	號	定一	義
 180M (180? Major)	一	將圖片1及2中一個大圃形旋轉180。。	
 90M (90? Major)		將圃片1及2中一個大圃形旋碑90。。	
 45M (45? Major)		將圃片1及2中一個大固形旋碑45。。	
 STM (Stand Major)		圃片角上大圃形45。旋碑，照邀上圃形仿盡。	
 180MR		右遨大圃形180。平面旋碑。	
 180ML		左邀大圃形180。平面旋碑。	
 90MR		右逆大圃形90。平面旋碑。	
 90ML		左迸大圃形90。平面旋碑。	
 45川R		右迸大圃形45。平面旋碑。	
 45ML		左邀大圃形45。平面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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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位MR (S化an』Major	有角度的右迸大國形，45。平面旋碑，照迸上
 Right)	圃形仿捷。
 St ML (Stan』Ma]o「	有角度的左迸大囤形，45。平面旋碑，照返上
 Left)	圃形仿益。
 180PR (Peripheral Right)	右周迸圃形180。平面旋斡。
 I^OP^ (Pef^phera^ Lef化少	左周迸圃形180。平面旋碑。
 90PR (Peripheral Right)	右周返國形90。平面旋裨。
 90PL (Peripheral Left)	左周迸圃形90。平面旋螂。
 45PR (Per^phera^ R^gh仕方	右周迸圃形45。平面旋碑。
 45P^ (Periphera^ Righ化方	左周迸圃形45。平面旋碑。
 Mir (Mirror)	圃形180。的空間旋碑。(如銘像^
 Mir MR (Mirror Major	右遐大圃形180。空間旋碑(如銳像^。
Right)	
 Mir ML (Mirror Major	左邊大岡形180。空間旋螂(如銳像^。
Left)	
 180 MR (Mir)	右迸大圃形180。平面旋瑯，或180。空間旋裨
 	^如鑼像)。
 180 ML (Mir)	左迸大圃形180。平面旋碑，或180。空間旋餾
 	(如銳像)。
 90 MR (Mir)	右迸大圃形90。平面旋碑，或180。空間旋碑
 	(如銳像)。
 90 ML (Mir)	左遐大固形90。平面旋裨，或180。空間旋椰
 Ver M (Verge Major)	大圃形水平軸旋裨。

 5．位置錯誤(Misp^ace^ents)

記號定

Rev (Reversal)

Nov (Non-O-verlapping)

OV (Overlapping)

Mis PR (Misplacement

Peripheral Right)

Mis PL (Misplacement

Right Peripheral Left)

UPR (Upward Peripheral

Right)

 二個大的圃形相對位匱左右相互倒置。

 原重盛的大圃形，愈成不重亞。

 原分離的大圃形，酋成重蛀。

 將右周迸小圃形霞在大圃形的中、內、上、下部位。

 將左周邀小圃形瑾在大圃形的右、內、上、下部位。

 將右周邀小圃形鹽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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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L (Upward Per^phera^將左周邊小圃形蠢在上方。

Left)

 DPR (Downward Per^phera^將右周邀小圃形靈在下方。

R^^ht)

 DPL (Downward per^phera^將左周迸的小圖形棄在下方。

Left)

 6．大小的錯誤(S^Ze ErrOrS)

定 記			號

SzMR (S	ze	Maj	n Right)
 SzML (S	ze	Ma]o「 Le^也)	
SzPR (S	ze	Per	ipheral
Right)			
SzPL (S	ze	Per	ipheral
 Lef七)			

 右邊大圃形相對大小的錯誤。^右迸大圃形商度比左避

 大面形高度之丘分之三小時，可計分^。

 左邊大圃形相對大小的錯誤。^可計分方式與Sz抓同^

 右周邀圃形的相對大小的錯誤。^周邀圃形的商度比二

 個大圃形中較大的圃形商度之五分之三大時，可計分^

 左周邀圃形的柑對大小的錯誤。^可計分方式與SzP^同

 依上述六類錯誤的情形統計，共有六十三種錯誤。如再

 包括因右、左及中央部位的錯誤在內，其錯誤者當在二倍以

 上。但實際上，基本的錯誤僅有二十七種。

 對於此種評分的方式，看似過分週詳，浪費時間;但實

 際評分時，並不費時。即使尚少評分經驗者，約五分鐘亦能

 正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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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測羈睹拮果在診斷上的解釋

 應用本測驗施測的結果，發現大腦損傷或大腦疾病的受

 試者得分顯然偏低。因此，本測驗可用以作為視覺性記憶、

 認知及視覺構成等機能診斷測驗之用。

 受試者的測驗成續如果偏低，可考慮受試者是否存有如

下所述的因素:

 1．因受試者具有敵視態度、非社會性或妄想，致無法努

力作答;

 2．因過分抑制，致無法對圖形產生再現(「eca^^)，尤其

是對於較複雜的圖形;

 3．因身體的重大殘疾，致無法對圖形產生再現;

 4．因精神分裂，形成自閉性的忘我狀態，致引致再現的

 5．因缺乏教養或社會經驗，致仿畫重作技能欠佳;

 6．因智能缺陷，致無法順利進行測驗。

 以測驗結果來診斷受試者是否具有腦傷或腦病變，主要

 的指標(^ndex)為測驗的得分，亦即記憶再現及仿畫圖形的機

 能。

 根據Benton (1952); wah^er (1956); Ferracut^ (195

 幻及van Kerekjarto (1961,196幻等氏以一般病人與腦傷病

 人作比較研究的結果，發現他們二組受測者所得的平均數之

 間，具有顯著差異(P弋0．05)，可見本測驗具有鑑別腦傷的功

 能。此一功能亦經L'Abate等人(1962^1963)的確認。他們發

 現受試者仿畫的圃形，如有旋轉、無法回憶再現、圃形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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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圖形位置不符、圖形斷裂及重複再現等情形，可推定

 受試者可能具有大腦的病變，因為這些病變，才產生視覺認

 知及仿畫的障礙。

 周邊圖形的錯誤:研究者發現漏畫圖形、圖形旋轉、大

 小不符或畫圖失敗的受試者，可推斷其具有視野狹窄、頭頂

 與後頭葉損傷等症狀。Acker^y and Benton (1947)的研究發

 現:「僅兩側前頭葉損傷者，BVRT的測驗成績均在平均水準，

與普通智能水準(司比智力量表^^92)的受試者所得成續相

 近。」Reech^ey and Rust (1949)亦曾以切除前頭葉的病人

 作為受試者，結果發現其成續並不差。Sc^erer等(1953)研究

 人員的研究結果亦有相同的發現。

 He^bru^等氏(1956)的臨床研究，發現腦右半球障礙者。

 在視覺認知及視覺構成能力的測驗結果均偏低。^^^joua^^^^,

 Gasta^gne及R^banco^rt-Ducarne等氏(1960)將後頭葉損傷

 者與左右頭頂葉損傷者的測驗成續加以比較，發現後頭葉損

 傷及左頭頂葉損傷的受試者，在記憶及仿畫的成續，均甚低

 劣。他們曾報告以下的案例:

 受試者名R．C．，男性，年44歲，曾受八年學校教育，為第

 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在右半球前頭、側頭及頭頂葉因病

 切除後二個月時接受測驗。結果為:有十二處錯誤、五處圖

 形不符、三處省略、三處大小不符、一虛位置不符。其錯誤

的情形如下各圖形:

 腦傷受試者R．C．所畫圖形(各圖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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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A
 □	OB	口C1 4C
 。八伽	「F企。	曰□。
 ̂ ^吐D	Z妙	□Q"F

 其中A及B圃形不符

 C左周迸圃形及圃形大小不符

 D左周邊圃形省略及左右大圃形大小不符

 E右周迸圃形省略

 F左大固形不符、右大圃形大小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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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兒童與智能不足兒童在本測驗成績的比較: Benton

 and McGavren (1962)以普通兒童及智能不足兒童各36人接

 受本測驗中甲類題的測驗，再比較二組受試對象的測驗結果，

 發現智能不足兒童比普通兒童在圖形大小的錯誤方面，多出

 十八倍。後來Benton與Sp「een (1964)^比較智能不足者與後

 天性大腦病變者的受測結果，發現智能不足者在圖形錯誤方

 面較多，在保續及位置錯誤方面較少。但在旋轉及圖形大小

 方面的錯誤則無差異。Sver-ste^ni^ (1962)就智能不足者在

 本測驗中的記憶測驗與仿畫測驗二類題的得分加以分析，發

 現二者之間的相關頗高。

 以上引述許多研究者的發現，均可供吾人在應用與解釋

 各受試者接受本測驗後所得結果時參考。BVRT實不失為除可

作為評定受試者經由視覺過程的圖形認知與記憶能力的評量

 工具之外，同時亦兼可診斷受試者大腦各區域機能的一種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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