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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抑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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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患者的注意偏向和 自我注意特点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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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焦虑障碍的认知模式的研究近

年来颇为引人瞩目
,

其研究方法和研究

成果对临床实践工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

本文将重点介绍注意偏向

和 自我注意 卜

方面的研究
,

评析相应研究成果

在心理咨询工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

探讨

实验研究与临床工作的关系
。

焦虑障碍认知模式的实验研究

注意偏向与焦虑

从信息加 工 的角 度
,

采用 情 绪

叩 实验
、

点探测实验
、

有效提示实

验
、

注意瞬脱实验等研究范式
,

科研工作

者就焦虑个体的认知加工特点进行了多

层面的探索
。

研究发现焦虑个体特别是

临床焦虑障碍患者 包括广泛性焦虑障

碍
,

社交焦虑
,

强迫症
,

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 对负性刺激信息存在注 意偏 向
〔,刀 。

注意偏向的表现和特点

焦虑个体对负性刺激产生快速

的高度警觉反应

以点探测实验范式为主的早期研究

发现
,

与正常被试相比
,

广泛性焦虑障碍

个体对出现在威胁性词位置处的探测点

的反应快于中性词位置处的探测点
,

显

示出焦虑患者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 ,

。

采用视觉点探测掩蔽任务阎研究亦显

示
,

即使刺激在阑下知觉水平呈现 刺激

词仅呈现 毫秒
,

随后迅速被掩蔽
,

被

试不能明确意识到刺激词的含义
,

高焦

虑特质被试 筛选 在非应激条件

下对消极词位置出现的探测点的反应较

快
。

这说明焦虑个体对威胁性刺激具有

高度的警觉性
,

而且在前注意阶段就已

经发生
。

随着研究的深人
,

研究证据显示注

意偏向有一个时程特点
。

以点探测实验

对蜘蛛恐惧症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当刺

激呈现时间为 毫秒时
,

蜘蛛恐惧症

被试对可能引发焦虑的刺激表现出高度

的警觉性
。

当刺激呈现 毫秒和

毫秒时
,

恐惧症被试和正常被试没有显

著差别网 。

对社交焦虑被试的研究显示
,

焦虑被试对呈现 毫秒的愤怒面孔图

片的反应比高兴的和中性的面孔更快
,

当刺激呈现 毫秒时
,

这种警觉偏向

消失闭 。

可见焦虑被试对负性刺激的注意

偏向发生快速而且短暂
。

焦虑个体易受负性刺激信息的

干扰

以情绪 叩 实验范式为主的研究

表明
,

相对于正常被试而言
,

焦虑被试命

名威胁性含义词墨色的时间比中性词长

喇
。

等采用情绪 如叩 掩蔽实验

在阑下知觉水平呈现刺激信息
,

在不能

明确肯定词义的情况下
,

与正常被试相

比
,

广泛性焦虑障碍组被试在进行颜色

命名时受负性词的干扰仍高于中性词
。

这些研究显示
,

在认知加工活动中
,

焦虑

个体比正常个体更容易受消极情绪信息

的干扰
。

认知加工偏向有内容特定性

焦虑个体并不是对所有负性刺激信

息都表现出注意偏向
,

各种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水平的认知加工偏向有内容特定

性
。

焦虑个体通常只对那些引发 自身焦

虑的刺激内容有注意偏向
。

例如
,

在闭上

水平的情绪 叩 实验和点探测实验

中
,

社会性焦虑水平高的被试对负性社

会评价刺激词 如
,

无能
、

白痴 表现出

认知偏向
,

而对躯体性威胁刺激词 如
,

生病
、

受伤 却没有显著的认知偏向 ,
’忆

当刺激处于闭下知觉水平时
,

焦虑个体

对各类消极信息显示出普遍的认知偏向

阴
。

该结果说明
,

在前意识水平
,

个体从

最基本的积极一消极维度对信息进行一

个相对表层的意义分析 在意识水平开

始深加工
,

进行特定内容与 自我关系程

度的评估
。

认知偏向有一定的情景依赖性

等人的研究显示在非应激情况下
,

低焦虑特质和高焦虑特质个体 筛

选 对阑上水平的威胁信息的反应几乎

没什么差别
,

但在应激情况下或处于焦

虑状态时
,

高焦虑特质个体对威胁含义

刺激的警觉性提高
。

在其实验中
,

高焦虑

和低焦虑特质的大学生被试在应激水平

比较低的时候 考试前几个月 对威胁

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没有差别
,

但在年终

考试的前一个星期
,

高焦虑特质的学生

表现出对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
,

而低焦

虑特质的学生则没有这种变化
。

国内
,

陈曦等人 的研究也显示社交焦虑个体

对刺激的认知加工模式与应激情景存在

交互作用
。

有效的心理治疗能降低注意的

负性偏向水平

跟踪研究结果显示
,

对于蜘蛛恐惧

症
、

社交恐惧症叫以及广泛性焦虑障碍

等进行有效的治疗后
,

注意的负性偏

向一般会由于症状的缓解或消失而显著

降低
。

这说明焦虑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

意偏向主要是一种病态特征
。

对注意偏向的理论解释

认为情绪可以影响认知

系统对信息的加工
,

决定信息的加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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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焦虑指向认知加工的高警觉模式
,

这

个认知模式会对威胁信息进行优先排

列
,

这样个体就能快速搜索环境中的威

胁信息 在这个模型中
,

认知系统仅在初

级水平对威胁信息进行 自动编码和顺序

排列
,

不包括那些需 要进一步精细加
,

的威胁信息 个体是 否容易启动高警觉

加工模式因人而异
,

焦虑个体在应激 事

件中容易进人警觉状态
一

等人
‘刀提出 了与焦虑有关的认

知理论
一

警觉
一

回避假说
。

该理论认为
,

焦虑个体对威胁性刺激的加工在最初阶

段是一种警觉反应
,

紧接着则是逃避反

应 从生存适应的观点来看
,

这是一种防

御功能
、

其消极意义在于 焦虑个体最初

对威胁刺激的短暂过度警觉往往引发焦

虑
,

而警觉之后的逃避反应又降低 个

体去适应威胁性刺激并进行客观评价的

可能
、

威胁性意味的信息容易被认定为

威胁
,

焦虑状态则得到保持
。

自我注意与焦虑

从实验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

重点探究注意在指向方面与焦虑障碍的

关系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选

择和集中
。

注意的对象既可以是外部事

物
,

也可以是主体自身
。

根据注意内外指

向的不同
,

注意被区分为环境注意和 自

我注意
。

对自己的观念
、

心理活动
、

情感
、

行为举止
、

和身体外貌等的注意称为自

我注意 对外部对象的注意称为环境注

意
。

良好的社会适应需要 自我注意和外

部注意之间的灵活转换和适当平衡
。

自我注意与焦虑的关系

大量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临

床研究显示 自我注意与焦虑存在密切的

关系
。

如
,

考试焦虑个体在考试情景中是

自我指向而非任务指向 叭 在受关注的

清景中
,

社交焦虑个体显示出较高的自

我注意倾向
,

并引起保护性的回避行为

等人 年对已发表的研究报

告进行的一个元分析显示焦虑特别是广

泛性焦虑障碍与自我关注和负性情绪的

关系非常密切即 〕。

关于 自我注意和焦虑障碍的关系
,

以
一

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
,

个体关注的如果是 自我的积

极情感和正面表现则有助于个体的社会

适应和心理调适
。

抑郁障碍患者则不仅

表现为过高的自我注意倾向
,

更重要的

是他们的自我注意内容主要指向个人的

负性感受
,

等人的元分析研究还

显示
,

较之男性
,

女性的 自我注意与负性

感受的联系更为密切四
。

其次
,

的研究
, 显示

,

在

高应激一 高焦虑条件下个体把认知资源

分配在任务 上的时问相对较少
,

而 自我

关注相对较多
,

但在低应激一 高焦虑条

件下并没有得到这个结果 还有研究证

据四表明
,

在被评价的情景中
,

自我焦点

注意会降低社交和非社交任务的成绩
,

但在非评价情景中
,

自我注意却能提高

成绩
。

这说明自我注意对焦虑水平的影

响建立在和情景交互作用的基础上
。

最后
,

在研究中
,

自我注意被进一步

区分为公众性 自我注意 一

和私匿性 自我注意

卜
。

私匿性 自

我注意
,

指对 自己的想法
、

情绪体验等内

隐方面的注意
,

也包括个体的自我反省

和沉思
。

公众性 自我注意
,

指考虑到他人

的评价和社会标准
,

对 自己的体貌言行

等外显方面的注意
。

通常用 自我意识量

表 评估个体的自我注意特质
。

研

究显示
,

广泛性焦虑与私匿性 自我注意

和公众性 自我注意都有关系
,

社交焦虑

主要和过高的公众性 自我注意有关
,

抑

郁主要 与沉溺 于私匿性 自我注意有关

侧
。

因此
,

自我注意的两个向度与各种障

碍类型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
。

注意偏向和 自我注意的区分与

整合

注意的负性偏向反映的主要是知觉

阶段的信息加工特点
,

研究基本建立在

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基础上
,

对结果

的理论解释主要从信息加工角度出发
。

自我注意指知觉和思考对象指向和集中

干 自我
,

严格地说 自我注意不仅仅是一

种注意特征
,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或风格
,

相关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实验社会心理学

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色彩
。

相当一段时期
,

注意偏向和 自我注

意的研究分别沿各 自的思路开展着
,

但

二者不能绝对割裂开来
。

结合自我注意

和警觉一 回避的注意特点来看
,

可能的

信息加工方式是 当环境中的威胁还不

确定时
,

警觉是主要的认知特点 在负性

刺激被觉察到后
,

个体开始对外回避
,

转

而对 自我的注意增强
。

这在社交焦虑患

者表现得尤其突出
,

如子交焦虑个体在

扫视周围环境时会快速捕捉可能存在的

任何负性评价信号 因 显不 出信息加 工

中注意的负性偏向特点 等人四发

现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个体在担心他们

将被作出负面评价时
,

常常把注意转向

自我
,

特别是他们的焦虑感受 〔脸红
、

心

跳
、

紧张等
,

这十扰 了他们对外界环境

作出客观评价 并且让他们认为自己看

起来就像自己 主观感受的一样 个体陷

人 自我注意难以 自拔
,

分配给环境和任

务的注意资源 卜降
、

回避行为发生 如减

少与外界的视线接触等 而 等

人四针对社交焦虑提出的观点还认 为

威胁刺激包括内部线索和外部线索
,

焦

虑症状即属于内部线索
,

社交焦虑个体

对焦虑状态的高度警觉易引起 自我注

意
,

阿回避外界刺激则将注意进一步集

中在 自我身 卜

从 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

虽然有大

量的实验宰研究探索 了负性注意偏向的

警觉回避特点与焦虑障碍的关系
,

但由

于受实验室研究本身的限制
,

警觉回避

认知模式主要还处于理论探索的阶段
,

需要更多的临床评估和验证
。

另一方面
,

自我注意认知特点与焦虑相关的结果较

多的来源于 自我报告和临床观察
,

但在

实证上却又碰到方法学 上的难题
。

结合

注意的负性偏向和 自我注意二者进行的

研究仍比较少 因此
,

今后的研究和临床

工作需要考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

寻找

适当的方法更全面地揭示焦虑障碍的认

知机制
、

焦虑障碍的认知模式研究的临床价值

有关焦虑障碍认知加工特点的研

究
,

其研究方法对临床评估和诊断技术

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
,

其研究结果为治

疗提供了有效指导
。

研究方法转化为临床测评技术的

前景

心理障碍的诊断和评估通常建立在

晤谈
、

观察
、

量表测验的基础上
,

主观性

比较大
,

对治疗师的专业经验水平要求

较高
。

咨询师对来访者自我陈述的真实

性和客观性也常常难以控制
。

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提高和普及
,

科研人员和临床

工作者注意到一些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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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临床测评技术
。

在实验条件下
,

焦虑

被试对负性刺激 包括词
、

面孔
、

图片
、

声

音 的反应时与正常被试不同
。

在此基础

上
,

以反应时为指标
,

开发以词或图片作

为刺激项 目的计算机侧查程序来评估个

体的焦虑水平可能是一项积极的尝试
。

不少关于注意偏向的研究显示对刺激的

负性偏向发生在前注意阶段
,

被试本人

常常意识不到
,

这就可以在尽可能降低

被试主观态度影响的情况下测查患者的

焦虑水平
。

而国外一项用情绪 叩 实

验对参加子宫颈涂片检查的妇女进行的

追踪研究阴发现
,

那些在实验中显示 出

某些认知偏向的妇女
,

在得知诊断结果

后更容易爆发情绪问题
,

在此基础上 可

以发展相应的预测技术
。

鉴于成功治疗

后
,

注意的负性偏向水平下降
,

我们也可

以考虑将某些研究方法转化为临床治疗

效果的评估手段
。

当然
,

由于 目前的实验

方法还不是很标准
,

不同实验室的研究

结果有时也不尽一致
,

将现有实验范式

和研究结果转化为可靠的临床实用技术

还需一个发展过程
,

但其发展前景已初

露端倪
。

研究结果对临床咨询和治疗实践

工作的积极作用

在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中
,

现有研

究结果已经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

一方面
,

相应研究结果对临床治疗

中的内容分析和晤谈主题的确定有指导

作用
。

这得益于实验研究对变量的控制

严格
、

概念清楚
、

问题明确
。

如
,

研究显示

认知加工偏向有内容特定性
,

患者的认

知加工的偏向主要发生在那些对他们发

挥主要影响的刺激内容上 而不同类型

的障碍则与自我注意的两种指向存在不

同的关系模式
。

这些结果可资参考
,

有助

于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恰当把握咨询主

题和方向
。

另一方面
,

科研理论促使咨询师发

展和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技术
。

值得

一提的是
,

国外正在发展 的注意训练

技术对某些焦虑障

碍的治疗效果令人满意 四
。

如
,

针对 自我

注意和社交焦虑的高相关特点
,

在社交

焦虑的治疗中
,

采取训练患者把注意投

放在任务和周围环境的方法
,

在很大程

度上能降低社交恐惧四
。

注意训练技术

对考试焦虑的治疗效果也很显著
。

临床

研究还发现注意训练可以提高认知和行

为治疗的效果四
。

而针对焦虑障碍的注

意训练技术正是建立在有关注意偏向和

自我注意理论基础 上
。

因此
,

临床工作者

及时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科研进展将有助

于提升临床工作水平
。

目前
,

国内外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

取向越来越注重科研和现实的结合
,

基

础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合作前景被一致看

好
,

应用性基础研究项 目近年来颇受青

睐
。

这一发展趋势推动着临床咨询和治

疗工作向前发展
,

也显示出科研向社会

实际需求的价值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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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民警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调查

刘邦惠
’

曹广建 杨军 ’ 刘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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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民警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

性质都有其特殊性
,

是一个高应激的特

殊群体
。

本文报道了监狱民警的社会支

持和应对方式状况
。

对象与方法 参加本调查的监狱民

警共 人
,

发放问卷 份
,

收回有效

问卷 份
。 一

岁 人
、 一

岁

人
、

岁以上 人 男性民警

人
,

女性民警 人 受教育程度 大专以

下 人
,

大专 人
,

大专以上 包括本

科和研究生 人 已婚 人
,

未婚

或离异 人
。

采用社会支持问卷
、

简易应对方

式问卷 对样本人群施测
。

结果与讨论 不同年龄段监狱民

警社会支持的总分
、

客观支持
、

主观支持

分随年龄增 长而增加
, 一

岁
、 一

岁
、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得分比较
,

其

值分别为
、 、 ,

均 尸
,

表明年长的监狱民警得到的社会支持多

于年轻者
。 一

岁年龄段的监狱警察与

前后两个年龄段民警相比
,

其支持利用

度得分低 士 汪兰礴
,

尸 刀
,

且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

士
,

卜 月
,

刀 。

已婚监狱民警社会支持的总分
、

客观支持
、

主观支持分高于未婚或离异

者 卜
一 , ,

但消极应对得分

高于未婚或离异者 目
,

住
,

表

明其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

不同教育程度民警的客观支持及

积极应对得分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增

高
。

女民警的支持利用度得分高于

男性
,

表明女监狱民警比男监狱民警更

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缓解心理压力
。

本调

查结果显示
,

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及

婚姻状况均对监狱民警的社会支持与应

对方式有一定的影响
。

参考文献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见 汪向

东
,

王希林
,

马弘
,

编著 心理卫生评定

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增刊
一

解亚宁
,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见 汪向

东
,

王希林
,

马弘
,

编著 心理卫生评定

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增刊
一

责任编辑 高文凤
一 一

收稿
, 一 一

修回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监狱 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