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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情绪强度等因素对五种基本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影响。方法：使用影片片断作为情绪诱导材

料，记录被试心率、心率变异性、血压等生理指标，分析情绪强度、反应阶段和心境等被试变量是否与情绪自主神经

反应相关。结果：情绪报告强度较高与较低的被试之间，情绪的不同反应阶段之间，五种基本情绪的 R- R 间期平均

数、收缩压等均差异显著；悲伤情绪下，R- R 间期平均数与应激量呈显著负相关，HRV 高频功率与应激量亦呈显著负

相关；厌恶情绪下，HRV 高频功率与心境呈显著负相关；愤怒情绪下，R- R 间期平均数与心境呈显著负 相 关 ，与

EPQ- N 呈显著正相关。结论：同一种情绪内部的因素、个性、心境和是否处于应激状态等，都与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

有不同程度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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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motion intensity on autonomic nervous response of five basic

emotions. Methods: There are 92 females who attended in this study. And thes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fill in some scales

and basic emotion self- report. This study used six film clips to induce their emotions. The subjects’were heart rat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blood pressure were recorded. Results: Compare the subjects who reported high emotional

experience with those of the subjects who reported low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standard variation of R - R intervals,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sadness, R- R interal mean and stres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HRV high power and stress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Under abhorrence, HRV high power and

mood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Under anger, R- R interal mean and mood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and R- R interval mean and EPQ- 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 inner factor of the same emo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 mood and whether or not all under stress affect the autonomic nervous response pattern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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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化，人类的情感程序已成为复杂且可塑

的过程，如今，研究者更愿意将有机体反应模式的概

念看作是灵活可塑的[1]。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可能

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探讨同一种情绪内部的

因素、个体差异、心境、应激水平等因素与情绪自主

神经反应的关系。这一研究将为情绪调节机制的研

究奠定基础，还将为探讨情绪障碍及心身疾病的发

病机制、寻找诊治方法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

92 名来自河北师大的女生参加了本研究。采用

被试内实验设计。

1.2 实验材料

采用影片片段诱导情绪，经实验证明，本研究使

用的影片片段均能有效诱发被试的靶情绪。详细筛

选过程，参见李建平博士论文[2]。

悲伤：《我的兄弟姐妹》片段；厌恶：《苍蝇》片段；

愤怒：《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片段；快乐：《卓别林》片

段；恐惧：《午夜凶铃》片段；中性：《渔舟唱晚》片段

（山水风景）。

1.3 环境和仪器设备

用电脑显示器（14 英寸）呈现诱发情绪的影片

片段，被试通过耳机接受声音刺激。室温保持在 16±

2℃。测量生理指标的仪器包括：多导生理记录仪；

9062C 心电、血压监护仪。

1.4 实验程序

在准备阶段，被试熟悉实验室环境和实验任务

并填写问卷。休息 10 分钟之后进行传感器连接。

在实验阶段，被试首先填写基础情绪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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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6 段影片片段（记录生理数据）→连续蹲立 8 次

（记录蹲立后 1 分 30 秒生理数据）。

6 段影片片段以拉丁方顺序播放。每段影片片

段呈 现的顺序是 ：1 分钟黑屏→10 秒钟指导 语→1

分 30 秒黑屏（记录基线）→影片片段（记录情绪生理

反应）→1 分 30 秒黑屏（记录恢复情况）→10 秒钟指

导语。每一段影片片段的恢复期生理记录刚刚结束

时，被试都要填写一份情绪报告表。

1.5 数据采集及整理分析

所采集的数据包括生理记录、情绪自我报告测

量和问卷测量。记录的生理变量包括收缩压、呼吸

率、心率及心率变异性（HRV）。用情绪报告表（12 个

情绪形容词的 6 点 5 级量表）采集被试产生的情绪

及其等级作为衡量靶情绪是否被成功诱导的指标。

采用的问卷包括一般情况问卷、简明心境问卷、艾森

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

对原始数据进行检查、录入及预处理后，进行不

同情绪强度、反应阶段之间各个生理指标变化值平

均数的 t检验以及心境等被试变量与自主神经反应

之间的相关分析。

2 结 果

11 名被试因为记录伪迹所导致的缺失值过多

而被剔除，又因心脏早搏剔除 1 人，共 80 人进入最

后统计分析，平均年龄 21.1 岁。在 80 名被试范围

内，再次进行筛选，最终只有情绪报告等级大于、等

于 2 的被试进入统计分析。

2.1 情绪强度对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影响

根据靶情绪 报告等级 将 被 试 分 为 两 组（0，1，2

为一组，3，4，5 为另一组），比较每种情绪两组之间

各个生理指标变化值（片段减基线）平均数之间的差

异。t检验的结果见表 1。

表 1 情绪报告等级高低两组自主神经反应的比较

注：1 *P<0.05，**P<0.01，***P<0.001，下同。2 各种情绪报告高组和

低组的样本量分别为：悲伤：52 和 28；厌恶：54 和 26；愤怒：68 和 12；

快乐 52 和 28；恐惧 60 和 20。

由上述结果可见：悲伤等级高、低两组的 R- R

间期平均数差异显著，HRV 总功率有差异，呼吸率

差异显著；厌恶：报告厌恶等级高者 R- R 间期标准

差减小较等级低者少，且差异显著。恐惧：报告等级

高者 HRV 高频功率较报告低者减少，HRV 总功率

前者较后者减少，恐惧情绪高组收缩压增加高于低

组。各种情绪在主观报告等级高、低两组之间的自主

神经反应不同，大多数都是等级高组反应剧烈，但也

有例外，如愤怒情绪的收缩压在报告等级低组增加

更多。

2.2 情绪不同反应阶段自主神经反应的差异

本研究将悲伤、愤怒和快乐分成了前后两段，其

余三个片段由于影片长度的限制未分段。对两段的

自主神经反应进行了比较，配对 T 检验显示，每一

种情绪的两段都在多个指标上有统计学差异，具体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情绪不同反应阶段自主神经反应的比较

由上表可以看出，悲伤、愤怒和快乐情绪不同阶

段的自主神经反应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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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情绪性质下心境等被试变量与自主神经反应的相关

R- R 间期平均数 HRV 高频功率 HRV 低频功率 呼吸频率

心境 EPQ- N 反应性 应激 心境 EPQ- N 反应性 应激 心境 EPQ- N 反应性 应激 心境 EPQ- N 反应性 应激

悲伤 .02 .11 .63** - .25* - .10 - .05 .39** - .23* - .13 - .13 .09 .08 - .00 - .08 - .25* - .13

厌恶 - .07 .07 .72** - .15 - .25* - .11 - .56** - .12 .07 .05 .18 .08 - .05 .04 - .36** .01

愤怒 - .26* .32** .71** .05 .16 .18 .29* .00 - .08 .00 .14 .04 .14 .04 - .24 .10

快乐 .11 .15 .81** .01 .01 .06 .61** .02 .05 .11 .12 - .06 .04 .01 - .28* .02

恐惧 .06 - .01 .52** - .20 .04 .10 .35** - .05 - .12 .09 .29* .10 .05 .01 .32* .04

中性 .16 .23* .74** .05 - .04 .03 .41** - .06 - .06 .01 .34** .01 .07 .10 - .25 .04

2.3 不同情绪性质下心境等被试变量与自主神经

反应的相关

由上表可见，悲伤情绪下，R- R 间期平均数与

应激状态呈显著负相关，HRV 高频功率与应激状态

亦呈显著负相关；厌恶情绪下，HRV 高频功率与心

境呈显著负相关；愤怒情绪下，R- R 间期平均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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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呈显著负相关，与 EPQ 神经质分数呈显著正相

关；中性状态下，R- R 间期平均数与 EPQ 神经质分

数呈显著正相关；几乎在六种状态下，R- R 间期平

均数、HRV 高频功率、HRV 低频功率、呼吸频率与

反应性均呈显著相关。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情绪自主神经反应可以随情绪体

验的强度和反应阶段变化；可以随着被试的个性类

型变化；可以随着被试的心境、应激状态变化；也可

以随着被试对体力负荷的反应性变化。可见，情绪的

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像自主神经反应

一样，情绪体验和情绪所伴随的行为模式也是灵活

可塑的[3]。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类基本情绪的自主神经

反应模式是有差异的[4- 6]。但是，具体到自主神经反

应指标，研究之间的结果缺乏一致性。因而，很多研

究者否认不同种类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是有差

异的结论。众多研究结果如此缺乏一致性，可能原因

就是：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本身及其它方面的灵

活性。

本研究探讨了同一种情绪内部的因素（情绪体

验的强度和反应阶段）、个体差异（个性因素和心血

管反应性）、心境和是否处于应激状态等因素与情绪

自主神经反应的关系。结果表明，上述因素都与本研

究诱导的部分或全部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相关。情

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是灵活可塑的。情绪及其反应的

灵活可塑性是造成特异性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研

究结果缺乏一致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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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起与这种倾向一致的启动条件，与之相反的启

动条件或情境会使内隐态度有更大程度的变化。研

究结果表明，内隐自尊效应已经表现出对自我的过

高评价，因而积极的启动情境难以使这种倾向大幅

上升，而消极启动情境则通过激活消极经验使内隐

自尊效应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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