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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们已发现情绪之间存在某些可靠的自主神经差异 ,至少对某些情绪来说 ,其自主神经反应是特异的。但是已经

获得的实验结果还远远不够用于确定最后的特异性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而且 ,自主神经活动的潜在成分和模式并没有得

到穷尽。情绪生理特异性研究应该扩展到多个外周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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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James 认为 ,情绪体验是由某些刺激引起的外周生理变

化的结果而非这些生理变化的前提 ,正因为我们的情绪体验

是对外周反馈进行直接“感知”的结果 ,所以不同的情绪伴随

骨骼肌和生理变化的独特模式。后来的大多数有关情绪的心

理生理学研究或者以支持 James 的观点为目的 ,或者将其作

为靶子来批驳。曾出现过两种反对 James 的观点。第一种认

为 :自主神经活动总体上是无差异的、单一的。这排除了特异

的情绪自主神经反应的任何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躯体内脏

(somatovisceral)过程不反映特定情绪的唤醒 ,而是提示行动

特质 (action disposition) 、行动倾向 (action tendency) 和严格意

义上的行动的需求。而且 ,情绪能够策动的活动在各种情绪

中可能是重叠的。但是 ,过去十几年 ,分立情绪的心理生理反

应具有差异的观点变得更普遍 ,这大部分归于 Ekman , Lev2
enson 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实验。他们得出结论 :

至少对某些情绪来说 ,其自主神经反应是特异的 [1 ,21 ] 。

2 　主要实验研究及结果

2. 1 　Ekman 研究小组

Ekman、Levenson 等将前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大部分

归结为各种方法学问题 ,并且认为 ,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 ,就

能够获取有差别的情绪自主神经活动 [2 - 3 ] 。

Ekman 研究小组 1983 年在《Science》发表了一篇文章 ,首

次提供证据证明分立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有区别。他们用两

种方法诱导情绪 ,一种方法是有指导的面部操作任务 (direct2
ed facial action task) ,即引导被试根据指导语收缩相应的面部

肌肉 ,形成与目标情绪对应的面部表情 ,但不在指导语中提及

任何情绪状态 ;另一种方法是用想象任务来诱发情绪。在愤

怒、恐惧、悲哀、快乐、惊奇和厌恶这些情绪状态期间 ,记录心

率、左右手指温、皮肤电阻、前臂屈肌肌紧张。实验结果提示 :

悲哀有较恐惧、愤怒或厌恶期间更高的皮肤电阻 [2 ] 。

随后 ,Ekman、Levenson 等为探讨情绪之间自主神经反应

的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4 - 7 ] 。他们主要研究了四种负性情

绪 (愤怒 ,厌恶 ,恐惧和悲哀) ,一种正性情绪 (快乐) 和惊奇情

绪。

愤怒 ,厌恶 ,恐惧和悲哀几种负性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之

间存在四种可靠的差异 ,分别是 :愤怒比厌恶、恐惧比厌恶以

及悲哀比厌恶引起了更多的心率加快 ;愤怒比恐惧引起了手

指温度的更大升高。另外 ,悲哀比其他负性情绪引起了更大

的外周血管舒张 ,并且血液以更快的速度到达外周。他们还

证明 ,这些变化在不同职业、年龄、文化和性别的人群表现出

了一致性。而且这些变化在不同情绪诱导模型之间也表现一

致。这些结果与许多其他研究者所报告的一致。在正、负性

情绪之间 ,Ekman 等发现四种自主神经反应的差异 :愤怒、恐

惧比快乐引起更多的心率加快 ;恐惧、厌恶比快乐引起更大的

皮肤电导升高。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了“负性偏倚”(negativity

bias)趋势 :与正性情绪每个激活单位输出的变化相比 ,负性情

绪的变化更大[8 ] 。

2. 2 　情绪血压反应的研究结果

有关恐惧和愤怒血压反应的研究发现 :恐惧和愤怒都表

现出收缩压升高 ,但舒张压仅在愤怒时升高。研究者得出这

样的结论 :恐惧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类似于注射肾上腺素的

反应 ,而愤怒反应则类似于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综合

反应[9 - 11 ] 。这些研究结果常常被当作情绪具有模式化的生

理反应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上述结果是令人振奋的 ,唤起了研究者对“特异的情绪自

主神经反应模式”这一观点的相当大的热情 ,特别是因为同一

诱发力 (valence)的情绪 (例如恐惧和愤怒) 似乎是可区别的。

这使得研究者们认为 :每一个分立的情绪与一个先天的情感

程序相联系 ,这一程序的作用是协调有机体生物状态的变化。

有机体的这些变化指向支持行为适应 ,并且躯体运动程序最

可能与一个特定的情绪行为 (如在恐惧时逃跑) 相联系 ,并被

记录为特异性的情绪自主神经活动的变化。

3 　研究进展

　　近年来 ,有关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特异性的研究较零

散 ,进展较缓慢。

3. 1 　探索基础的自主神经活动机制

研究者们采取多变量分析方法 ,进一步证实了不同情绪

伴随不同自主神经活动模式的假说 [12 - 13 ] 。以内容不同的影

片为刺激来诱导情绪的研究发现 :含暴力威胁和外科手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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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电影使被试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前者使心率加快 ,后者则

使心率减慢。同时 ,研究者探索了作为心率反应基础机制的

自主神经活动模式 ,认为演示外科手术的电影引起的心率降

低可能是副交感神经单独活动 ,也可能是两个分支共同活动

而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 [14 - 16 ] 。

3. 2 　有指导的面部操作任务引起自主神经活动的机制

除了 Ekman 和 Levenson 等人 ,另外的研究者也用有指导

的面部操作任务诱导情绪取得了一些肯定的研究结

果[3 - 7 ,17 ] 。但是 ,Boiten (1996) 提出这样的可能性 :这一任务

所引起的自主神经活动 ,首先是由与努力 (effort ) 和/ 或呼吸

变化引起的 ,而不是通过激活脑中情绪环路引起。他认为至

少情绪的某些心脏活动的差别 ,相对于努力和呼吸变化来说 ,

是继发的[18 ] 。Levenson 和 Ekman (2002) 最近对上述质疑作

出了反应。他们根据呼气期心率下降而吸气期心率加快的原

理对实验结果进行了仔细分析 ,认为呼吸变化不能解释有指

导的面部操作任务所引起的心率变化。中介分析 (mediational

analyses)结果显示 ,作出面部肌肉动作的难度和努力同样不

能解释心脏反应的差异。虽然这一任务用于情绪诱导有它的

局限性 ,而且并不是没有争议 ,但是这一新方法已经对揭示情

绪的性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 ] 。

3. 3 　情绪躯体内脏反应组织的成分模型

Stemmler 等人[20 - 21 ]很关注情绪自主反应特异性研究的

实验效度问题。他用“情境 (context)”一词指代情绪过程中所

有非情绪的身体、行为和心理因素的总体。试图用实验方法

将情境因素从情绪过程中分离出去 ,以此来提高实验的内部

效度。他提出以“情境 - 偏移特异性 ( Context - deviation

specificity)”代替“绝对特异性”作为情绪特异性的模型。

他所提出的躯体内脏反应组织的成分模型 (A Component

Model of Somatovisceral Response Organization) 很有启发意

义[21 ] 。第一个成分由非情绪的诱导情境组成 ,例如 ,体温 ,室

温 ,正在进行的肌肉活动 ,或者与情绪产生无关的认知过程的

需求。第二个成分包括有机体的 (organismic) 、行为和精神需

求的效应 ,这些需求是由一定的情境使之发生 ,由情绪的功能

目标所触发的。因此 ,当一个有机体进入一种情绪状态 ,这一

成分服务于在即时情境条件下机体资源的有效灵活组织。第

三种成分是严格意义上的情绪标签 (emotion signature prop2
er) 。情绪标签的功能可能是有机体准备应情绪特异的、即将

到来的需要来行动 ,以固定的适应性的躯体内脏反应来保护

自己。在恐惧时它为逃跑做准备 ,在愤怒时它可能为战斗做

准备。但 Stemmler 等人认为 Cannon 提出的战斗 - 逃跑反应

应该重新定义为防御反射的警戒反应 ,在这里它可以用来区

分躯体内脏反应组织的第二种成分。

总之 ,国外有关情绪自主反应特异性假说的研究很多 ,虽

然各个研究已经发现了某些可靠的自主神经差异 ,但这些结

果用于确定最后的情绪特异的自主神经模式还远远不够。

4 　问题与展望

　　检测情绪外周和中枢生理基础的研究者常用“模式 (pat2
tern)”这一术语来描述特异的情绪生理变化的完形 (configu2
ration) 。如果存在特异性情绪自主神经反应 ,那么不同情绪

是以同一神经结构活动的不同模式为特征的。我们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如何定义一个模式。要精确描述模式的性质 ,或确

信预期的模式是否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仍然很困难。这就

要求新的统计学技术能够捕捉和确认同一情绪类型的不同例

证之间不变的特性 ———假设其作为情绪特异性模式的基

础[8 ] 。

此外 ,大部分有关情绪自主神经反应模式的研究只关注

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层面 ———内脏反应。但是 ,许多内脏器

官是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支配的 ,这使得器官功

能状态的测量结果意义不明确。也就是说 ,引起靶器官反应

的是自主神经活动 ,而大多情绪心理生理学研究的因变量测

量并没有揭示作为其基础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严格来说 ,

这样的自主神经反应研究 ,应该被称为“内脏反应模式”研究。

把关注的焦点落在内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支配的指标 (如心

率变异性) ,而不是内脏反应本身 ,可能能够区分情绪。研究

者已经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4 - 16 ] 。

最后 ,情绪自主神经特异性反应研究可能受益于将其扩

展到把神经内分泌系统包括在内。而且情绪心理生理学应该

将覆盖面从单一的躯体内脏测量扩展到跨中枢和多外周系统

的反应模式的测量。这样的方法应该能提供分立情绪所伴随

的中枢和外周过程的更全面的画面 ,应该丰富我们对这些中

枢和外周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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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ive style refers to stable and consist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2regulation. Affective

style mainly represents two components of emotion , namely ,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2regulation. It associates with resilience

of emotion , the approach2withdrawal system , and 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 of pre2
frontal cortex ( PFC) ,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 amygdala , and its neural circuitry formed the bases of affectiv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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