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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知觉的神经成像研究 (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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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 , 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知

觉的研究越来越多。对此研究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Kraepelin ( 1856 - 1926 ) 和

B leuler (1857 - 1939) , 他们认为情感

障碍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显著

特征 [ 1 ]。Heinrichs认为目前在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研究上 , “装在玻璃杯里的

证据 , 一半是满的 , 一半是空的 ”[ 2 ]。

也就是说 , 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症状

(幻觉、错觉等 ) 的描述中 , 并没有覆

盖整个认知缺损。为了装满玻璃杯的另

外一半 , 有研究指出应该积极开展对病

人情绪的研究 [ 3 ]。最近几十年 , 特别是

近二十年来 , 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

知觉缺损的研究和争论从没有停止过 ,

主要存在着下面几种观点 : (1) 大多数

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情绪知觉是

泛化缺损 ( generalized deficit) 的 [ 428 ] ;

(2) 部分研究者认为病人的情绪知觉是

特异性缺损的 ( specific deficit) , 他们

只是在对负性情绪的知觉上存在着缺

损 [ 9212 ] ; (3) 还有少数研究者认为与正

常对照组被试相比 , 病人没有表现出情

绪知觉上的缺损 [ 13215 ]。

之所以有这么多研究者关注这个领

域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首

先 , 这种缺损可能与重要的临床症状有

关 , 比如社会功能 [ 16217 ] ; 第二 , 研究者

试图探索病人的情绪加工表现与其他相

关的认知功能是否是分离的 , 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 , 可以为探索心理功能的认知

与情绪方面的关系指明方向 [ 18220 ] ; 第

三 , 关于病人情绪知觉的 “特异性缺

损 ”还是 “泛化缺损 ”的争论及相冲突

的结果又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

探索这个领域。

1精神分裂症病人情绪知觉的神经

机制研究

111文献搜索及研究选择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开始采用功能

性磁共振成像 ( fMR I) 以及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术 ( PET) 等工具来探测精神

分裂症患者情绪知觉的神经加工机制 ,

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为了搜索相关

的文章 , 我们进行了两阶段的工作。首

先 , 对 1990 到 2007 年 12 月 份 在

Psyc INFO及 Medline数据库上发表的文

章进行了搜索 , 已接受但未出版的文章

也在搜索范围之内。搜索的关键词为

“emotion”、 “emotional”、 “affective”、

“affect”、 “facial”与 “ schizotypal”、

“schizotype”、“p sychosis”、“schizophre2
nia”、“schizo2afftive disorder”和 “Mag2
netic Resonance”、 “MR I”or“fMR I”、

“neuroimaging”、 “PET”的不同组合 ,

综述性的文章不在搜索范围之内。其

次 , 对已经搜索到的文章的参考文献也

进行了系统的检索 , 以希望找到电子数

据库中未包括的文章。

研究报告的纳入标准如下 : 首先 ,

除了病人组外 , 必须有一个正常对照

组 ; 其次 , 病人的诊断标准必须是

(D 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2
tal D isorder ( DSM 2III、 DSM 2III2R 或

DSM 2IV ) ) 或者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2
tion of D iseases ( ICD29 or ICD210 ) ; 第

三 , 研究关注的必须是情绪知觉任务 ,

被动的情绪知觉或主动的情绪知觉都可

以纳入 , 但情绪表达的研究除外 ; 第

四 , 研究必须采用 fMR I、MR I或 PET

等探测神经机制的工具。

经过搜索与挑选 , 最终有 26篇符

合要求的文献 , 其中采用 fMR I的有 20

篇 [ 21240 ] , 采用 PET 和 MR I的各有 3

篇 [ 41246 ]。关于这些文章的描述性信息见

表 1。

112行为实验研究结果

各个研究中被试执行的任务不完全

相同 (详见表 1)。这些任务包括被动

观看 (包括 Schneider等人采用的心情

诱导范式 )、性别判断、年龄判断、情

绪效价或强度评定、熟悉性判断、身份

识别、情绪识别和区分任务等。对于被

动观看及性别判断等任务 , 由于任务比

较简单 , 无论是病人组还是正常对照

组 , 正确率都可以达到 90%以上 , 因此

有些 研 究 并 没 有 给 出 具 体 的 数

据 [ 22, 25, 31 ] , 或者并没有发现两组之间的

差异 [ 43 ]。对于其他任务来说 , 有 4项

研究发现病人的表现显著差于正常对照

组 [ 25, 29, 34, 46 ] , 有 7项研究没有发现二者

之 间 行 为 表 现 上 的 显 著 差

异 [ 22224, 26, 28, 32 - 33 ] , 还有 9项研究发现病

人组在部分任务上的表现差于正常对照

组 [ 30, 35, 39245 ]。

113神经成像研究结果

在这些研究中 , 不同研究者关注的

病人群体是有所不同的。按病程来分 ,

在 Das等人的研究中 , 他们关注的是首

发病人 [ 34 ] , 一部分研究没有报告病人

的病程 [ 21, 23, 26, 30231 ] , 其余研究中病人的

病程都在 3年以上。此外 , 有四个研究

把病 人 组 分 为 了 偏 执 组 与 非 偏 执

组 [ 22, 29, 36, 40 ] , 其他研究则没有根据疾病

的亚型来进行分组。在这种情况下 , 如

果根据样本进行文献的梳理比较困难 ,

因此我们按照情绪知觉任务激活的大脑

区域来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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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杏仁核 ( amygdala)

在众多神经成像研究中 , 杏仁核是

最受关注的脑区。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

任务不同 , 以及病人的入组标准、病

程、性别比例以及服药类型及剂量的差

异 , 因此目前尚没有发现一致的结果。

但总的来说包括下面几种情况 : ①双侧

杏仁核激活减弱。有 9项研究发现病人

组的杏仁核 /双侧杏仁核的激活或体积

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其中有两项研究

采用了心情诱导范式 , 其中 Schneider

等人发现在悲伤心情诱导条件下 , 病人

的双侧杏仁核均未得到激活 [ 21 ] , Habel

等人也发现在悲伤诱导条件下病人组及

其未发病的兄弟组杏仁核的激活显著低

于非亲属的正常对照组 [ 27 ]。与前述研

究不同 , Das等人采用了意识和无意识

两种条件 , 意识条件下 , 面孔情绪刺激

的呈现时间为 500m s, 而在无意识条件

下 , 刺激的呈现时间仅为 1617m s, 结果

他们发现无论在意识条件还是在无意识

条件下 , 对于恐惧面孔刺激 , 病人组杏

仁核的活动要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34 ]。

此外 , 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病人在执行

面孔情绪识别任务和情绪强度判断时 ,

正常被试的双侧杏仁核激活均显著高于

病人 [ 22, 25, 39, 41 ]。不同亚型的被试 , 在执

行情绪知觉任务时杏仁核激活也有所不

同。Russell等人研究发现 , 当把被试分

为偏执和非偏执两组时 , 只有偏执组的

被试表现出了双侧杏仁核的激活障

碍 [ 36 ]。除了上述研究外 , Nam iki等人

考察了被试杏仁核的体积 , 结果发现病

人杏仁核的体积显著小于正常对照

组 [ 35 ]。②左侧杏仁核激活减弱。Gur等

人发现当被试执行情绪效价判断时 , 病

人的左侧杏仁核激活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组 [ 23 ]。在 Paradiso等人的研究中 , 病人

均为未服药的被试 , 结果也发现病人的

左侧杏仁核激活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组 [ 42 ]。W illiam s等人发现在在唤醒诱发

实验中 , 偏执组被试的左侧杏仁核激活

小于正常对照组 [ 29 ]。③右侧杏仁核激

活减弱。研究者发现当病人加工负性情

绪刺激、执行性别判断和面孔区分任务

时病人组右侧杏仁核激活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 [ 28, 31 ]。此外 , W illiam s等人发现

当被试面对恐惧刺激时 , 偏执组被试右

侧杏仁核激活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29 ]。

④杏仁核激活增强。与前述研究结果不

同 , 一些研究者发现被试在执行情绪知

觉任务的时候 , 杏仁核的激活得到了显

著增强。Kosaka等人发现 , 当执行正性

面孔情绪区分任务的时候 , 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 , 病人组右侧杏仁核的激活更

高 [ 24 ]。Holt等人也发现当病人被动观

看恐惧或中性面孔情绪图片时 , 病人组

右侧杏仁核的激活要高于正常对照

组 [ 32 ]。Sanjuan等人的研究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采用听觉通道呈现刺激的研

究 , 他们发现当被试听情绪词的时候 ,

病人组的杏仁核 , 尤其是右侧杏仁核得

到了显著的激活 [ 38 ]。

11312海马 ( hippocampus)

除了杏仁核 , 海马也受到了众多研

究者的关注。研究者发现当被试执行情

绪效价与识别任务 , 被动观看情绪图片

以及加工负性情绪刺激的时候 , 正常对

照组被试双侧海马的激活均显著高于病

人组 [ 23, 31, 37, 39 ]。在 W illiam s等人的研

究中 , 则只在非偏执组病人中发现了海

马激活的减弱 [ 29 ]。与此研究结果相反 ,

采用相同的性别判断任务 , Russell等人

则发现非偏执组病人的海马激活增

强 [ 36 ]。除了上述研究外 , Holt等人更具

体地指出病人在加工不同任务时 , 双侧

海马激活也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30, 32 ]。

11313梭状回 ( fusiform gyrus)

在 Quintana等人的研究中 , 被试需

要完成面孔区分与身份识别任务 , 结果

发现无论在哪种任务下 , 病人组的双侧

梭状回均未得到激活 , 而正常对照组的

右侧梭状回则得到了激活 [ 26 ]。Johnston

等人采用性别判断和面孔区分任务 , 也

发现病人的梭状回激活弱于正常对照

组 [ 31 ]。Surguladze等人则得到了不同于

前两者的结果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他们

发现对于中性情绪面孔来说 , 病人的双

侧梭状回均得到了激活 , 而且显著高于

对照组 [ 33 ]。

11314扣带回 ( cingulate gyrus)

当被试执行面孔情绪识别与区分任

务时 , Hempel等人发现病人的前扣带回

激活显著下降 [ 25 ]。Reske等人也认为病

人在完成情绪加工任务时前扣带回激活

减弱 [ 37 ]。在 Habel等人的一项研究中 ,

他们让被试观看屏幕上呈现的一系列图

片刺激 , 或者对图片中人物的性别进行

判断 , 结果发现病人的后扣带回激活显

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27 ]。 Sanjuan等人采

用听觉通道给被试呈现情绪词的研究中

发现病人的扣带回活动显著增强 [ 38 ]。

11315 前额叶皮质 ( p refrontal cor2
tex)

前额叶皮质也是与情绪相关的一个

脑区。这里主要涉及到腹内侧前额叶皮

质 (medial p refrontal cortex, MPFC) 和

眼眶前额叶皮质 (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有两项研究发现在面对负性情

绪刺激的时候 , 病人的 MPFC激活显著

低于正常对照组 [ 28, 40 ]。而 Taylor等人发

现在呈现厌恶性刺激的时候 , 病人的

MPFC激活得到了增强 [ 41 ]。当被试观看

情绪图片时 , Reske 等人发现病人的

OFC激活显著减弱 , 而且这种减弱是稳

定的 [ 37 ]。

11316颞回 ( temporal gyrus)

有两项研究发现当被试执行内隐情

绪知觉任务时 , 病人的颞上回激活要显

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22, 27 ] , 而在 Holt等

人以及 Johnston等人的研究中 , 他们发

现病人在执行情绪加工任务时颞中回激

活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30, 31 ]。此外 ,

Sanjuan等人发现当情绪词通过听觉通

道呈现给被试的时候 , 被试的颞叶皮质

活动增强 [ 38 ]。

11317其他脑区

除了上述一些脑区之外 , 豆状核

(putamen)、尾状核 ( caudate )、丘脑

( thalamus)、脑岛 ( insula) 等脑区也受

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 但相关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 , 尽管不同研究结果不

一 , 但纵观结果来看 , 情绪知觉激活的

脑区主要是一个由边缘系统、前额叶以

及颞回组成的神经网络。在这些研究

中 , 多数都发现病人边缘系统的激活要

弱于正常对照组 , 这从大脑激活区域方

面提供了病人情绪知觉缺损的证据。

2影响因素

211被试因素

不同亚型的被试 , 在执行相同任务

的时候 , 激活的脑区是不同的。例如 ,

在 W illiam s等人的研究中 , 他们发现当

被试执行性别判断任务时 , 偏执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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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的激活低于正常对照组 , 而非偏

执组的海马激活低于对照组 , 而非杏仁

核 [ 29 ] ; Russell等人同样采用性别判断

任务发现 , 非偏执组被试的海马激活增

强 , 而偏执组被试的双侧杏仁核激活减

弱 [ 36 ]。

然而 ,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 , 由于被

试选取的困难或其他原因 , 研究者在选

择被试或者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并未进

行病人亚类型的划分。此外 , 从表 1可

以看出 , 不同的研究 , 在选取被试的时

候性别比例有很大不同。在这些研究

中 , 男性病人的数量均大于或者等于女

性病人的数量 , 有几个研究甚至采用的

全部都是男性病人 , 比如 Schneider等

人 [ 21 ]、 Phillip s 等 人 [ 22 ]、 Habel 等

人 [ 27 ]、Holt 等 人 [ 30 ] 以 及 Russell 等

人 [ 36 ]。从这方面说 , 研究结果中可能

会因为性别差异而带来变异。

病人的临床症状也可能会影响大脑

激活区域 , 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与具体的

任务相关。当采用情绪效价判断任务

时 , Gur等人没有发现临床症状与大脑

激活的相关 [ 23 ]。而当采用难度更大的

情绪识别任务时 , Gur等人发现在面对

恐惧表情时 , 情感平淡 /淡漠分量表与

丘脑、杏仁核以及海马的激活有很高的

相关 , 其中与杏仁核的相关最高 ( r =

01937, P < 01001) [ 39 ]。

此外 , 病人有没有服药 , 服药类型

及剂量也会影响神经成像的结果。

Schneider等人发现病人杏仁核信号的强

度与服药剂量没有相关 , 同时 , 他们也

发现服用非典型性药物的被试与典型性

药物的被试 , 杏仁核的平均信号强度没

有显著差异 [ 21 ]。Kosaka等人则发现药

物与杏仁核的激活没有显著相关 [ 24 ]。

但 Phillip s等人则指出非偏执组被试杏

仁核激活减弱是因为他们服药的剂量低

于偏执组被试 [ 22 ]。

表 1　精神分裂症病人情绪知觉的神经成像研究文献

作者及年代
病人

年龄 人数 男 /女

健康控制组

年龄 人数 男 /女
药物
类型

研究
工具

神经成
像任务

感觉
通道

情绪
知觉

认知
负荷

Schneider et al1 (1998) 32146 13 13 /0 31169 13 13 /0 混合 fMR I 观看 /性别判断 视觉 二者均有 2

Phillip s et al1 (1999) 37 10 10 /0 30 5 5 /0 混合 fMR I 性别判断 视觉 内隐 2

Gur et al1 (2002) 2818 14 10 /4 2714 14 10 /4 混合 fMR I 情绪效价和年龄判断 视觉 二者均有 3

Kosaka et al1 (2002) 26 12 6 /6 2414 12 6 /6 非典型 fMR I 面孔区分 视觉 外显 4

Hempel et al1 (2003) 26 9 6 /3 28 10 6 /4 非典型 fMR I 面孔识别与区分 视觉 外显 4

Quintana et al1 (2003) 31125 12 8 /4 26182 12 5 /7 非典型 fMR I 面孔区分与身份认同 视觉 二者均有 4

Habel et al1 (2004) 3218 13 13 /0 3314 26 26 /0 混合 fMR I 观看与性别判断 视觉 二者均有 2

Takahashi et al1 (2004) 29 15 10 /5 2911 15 9 /6 非典型 fMR I 情绪效价判断 视觉 外显 3

W illiam s et al1 (2004) 2713 27 17 /10 2712 22 14 /8 非典型 fMR I 性别判断 视觉 内隐 2

Holt et al1 (2005) 4514 18 18 /0 4319 16 16 /0 混合 fMR I 观看 视觉 外显 1

Johnston et al1 (2005) 3016 10 8 /2 3112 10 8 /2 — fMR I 性别判断与面孔区分 视觉 二者均有 2

Holt et al1 (2006) 4717 15 15 /0 4812 16 16 /0 混合 fMR I 观看 视觉 外显 1

Surguladze et al1 (2006) 4311 15 15 /0 3618 11 11 /0 非典型 fMR I 性别判断 视觉 内隐 2

Das et al1 (2007) 2014 14 14 /0 2311 14 14 /0 非典型 fMR I 观看 视觉 外显 1

Gur et al1 (2007) 3011 16 12 /4 2510 17 12 /5 混合 fMR I 面孔识别 视觉 外显 4

Nam iki et al1 (2007) 3818 20 10 /10 3911 20 10 /10 混合 fMR I 情绪强度评定 视觉 外显 3

Russell et al1 (2007) 44171 15 15 /0 3516 10 10 /0 非典型 fMR I 性别判断 视觉 内隐 2

Reske et al1 (2007) 3714 10 6 /4 3513 10 6 /4 非典型 fMR I 观看 视觉 外显 1

Sanjuan et al1 (2007) 3813 11 11 /0 — 10 10 /0 非典型 fMR I 情绪强度评定 听觉 外显 3

W illiam s et al1 (2007) 27137 27 17 /10 2511 13 8 /5 非典型 fMR I 性别判断 视觉 内隐 2

Taylor et al1 (2002) 3614 14 10 /4 3013 13 8 /5 混合 PET 情绪强度评定 视觉 外显 3

Paradiso et al1 (2003) 30 18 16 /2 2915 17 7 /10 未服药 PET 观看 视觉 外显 1

Taylor et al1 (2005) 32148 18 11 /7 2715 10 6 /4 非典型 PET 情绪强度评定 视觉 外显 3

Streit et al1 (2001a) 3415 15 9 /6 3518 12 5 /7 非典型 MR I 视觉

Exner et al1 (2004) 32 16 11 /5 31 16 11 /5 混合 MR I 视觉

Pinkham et al1 (2005) 2217 23 13 /10 24162 21 11 /10 — MR I 视觉

注 : (1) 认知负荷主要根据任务难度来评分 , 1分表示认知负荷最小 , 4分表示认知负荷最高。 (2) 在药物类型一栏中 , 混合指的是在病人所服

的药中 , 既有典型性药物 , 也有非典型性药物。 (3) 在 MR I中 , 由于被试不需要执行任何任务 , 所以也不存在内隐 /外显任务以及认知负荷。

　　212任务类型及认知负荷

在脑扫描中 , 由于被试完成实验任

务的条件所限 , 因而大多数实验任务比

较简单 , 比如性别判断任务或者被动的

观看任务 , 而有些研究则采用了传统的

行为实验的任务 , 比如表情识别与区

分 , 因此不同任务在考察被试情绪加工

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在本研究中 , 我们

对被试在神经成像实验中执行的任务进

行了分类 , 主要分为内隐情绪加工和外

显情绪加工两类。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告

诉被试进行情绪加工的任务 , 称之为内

隐情绪加工任务 , 比如性别判断、身份

认同以及熟悉性判断等 ; 而对于表情识

别与区分、情绪效价与强度评定等任务

则属于外显情绪加工任务。我们认为被

试被动的观看呈现在面前的情绪图片也

属于外显任务 , 因为在这些研究中 ,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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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采用的多是心情诱导的实验范式。

在心情诱导实验范式中 , 研究者通常会

给被试呈现一系列正性或负性情绪图

片 , 然后告诉被试尽量根据图片来调动

自己的情绪 , 让自己高兴或不高兴。

从表 1可以看出 , 这些研究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 : 一类采用的是内隐任务 ,

比如 Phillip s等人 [ 22 ] ; 一类采用的是外

显任务 , 比如 Kosaka等人 [ 24 ] ; 也有一

些研究既采用了内隐任务 , 同时也采用

了外显任务 , 比如 Johnston等人 [ 31 ]。由

于不同任务考察的层面不同 , 因此可能

会造成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

此外 , 不同任务认知负荷不同 , 这

从行为实验结果的准确率上就可以看出

来。比如在性别判断中 , 病人和正常对

照组被试均可以达到 90%的正确率。而

在面孔情绪区分和识别中 , 病人的正确

率多数在 60% - 80%之间。在神经成像

的文献中 , 研究者常常把认知任务和情

绪任务相区分 , 然而大多数的情绪任务

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认知需求。此外 ,

情绪和认知在功能水平上存在交互作用
[ 47 ]。因此 , 区分不同研究中情绪加工

任务的认知负荷是非常重要的 , 根据不

同任务的难度 , 我们对此进行了划分 ,

详见表 1。

213感觉通道及情绪类型

在表 1所列举的研究中 , 只有 San2
juan等人的研究是采用的听觉通道呈现

刺激 , 其余均为视觉呈现。而 Sanjuan

等人的研究也确实得出了特别的结果 ,

他们发现当病人听情绪词的时候 , 他们

的前额叶、颞回、脑岛、扣带回以及右

侧杏仁核的激活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组。这与视觉研究普遍发现的病人各个

脑区激活减弱是正好相反的 [ 38 ]。

此外 , 不同研究中所采用的情绪材

料及情绪类型也可能是造成不同研究结

果不一致的原因。在 Phillip s等人的研

究中 , 在恐惧条件下 , 偏执组被试在脑

岛、梭状回以及舌回 ( lingual gyrus) 上

的激活均显著高于非偏执组被试 ; 而在

生气条件下 , 非偏执组被试在小脑、丘

脑及颞下回等脑区的激活高于偏执组 ;

在厌恶条件下 , 偏执组被试后脑岛的激

活高于非偏执组 , 而非偏执组被试颞上

回及丘脑的激活高于偏执组被试 [ 22 ]。

这个研究表明 , 不同种类的情绪激活的

脑区可能是不同的。但是 , 在表 1所列

举的研究中 , 研究者所采用的情绪材料

是不同的。在这些研究中 , 采用最多的

是 Ekman等人编制的图片 [ 48 ]以及国际

情感图片分类系统 ( IAPS) 的图片 [ 49 ]。

前者包括六种基本的情绪种类 (高兴、

惊奇、恐惧、生气、悲哀和厌恶 ) , 而

后者则只区分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图

片。因而 , 从选择不同的刺激材料开

始 , 也就意味着不同研究可能会得到不

同的结果。

214脑成像技术及研究设计的局限

在神经成像研究中 , 几乎所有研究

结果都是基于被试组的平均数而得到

的。但是 , 这些计算都是基于同一个标

准的大脑模板 , 病人以及正常人的大脑

都要与这个大脑模板进行匹配比较。在

精神分裂症病人患病以后 , 其大脑的结

构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 比如大脑容量会

减少等。病人与正常人之间大脑容量与

形状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结果 , 尤其是当

病人与正常被试进行对比时 [ 50 ]。

在表 1所列的功能神经成像 ( fM2
R I) 研究中 , 大多数采用的都是区组

( block) 设计 , 只有少数几个研究采用

了事件相关设计 [ 31, 33 ]以及混合设计 [ 39 ]。

正如 Gur等人所指出的 , 区组设计关注

某种情绪知觉任务与基线水平的比较 ,

而事件相关设计则可以关注激活脑区的

血液动力学的变化 , 在情绪种类比较多

的时候 , 它可以考察特定情绪引起的大

脑激活 , 同时也可以区分正确与不正确

反应所引起的大脑激活 [ 39 ]。

3总结和展望

精神分裂症病人情绪知觉的研究 ,

特别是神经机制的研究 , 已经取得了很

多研究成果 , 研究也发现病人的杏仁

核、海马、梭状回等脑区在情绪知觉方

面存在着障碍。但是 , 由于方法、被

试、研究任务及认知负荷等因素的影

响 , 各个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 甚至不

同研究得出的结果正好相反。所以在以

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首

先 , 被试的选取应该加以注意。从表 1

可以看出 , 除了 Paradiso等人的研究采

用的是未服药的被试外 [ 42 ] , 大部分研

究采用的都是已经服药的被试 , 因此在

解释研究结果的时候会面临一些困难 ,

我们无法说明病人的神经成像结果在多

大程度上受到了药物及剂量的影响。如

果有条件的话 , 进行服药前和服药后的

对比研究是非常需要的。此外 , 病人性

别比例的构成也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许多医院中 , 男病人和女病人不在同

一个病房 , 而且由于主试性别的原因 ,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很难绝对做到男女平

衡 , 但如果研究条件可以的话 , 在研究

中还是应该尽量地做到性别平衡。

其次 , 研究方法上需要进行一定的

改进。在表 1所列举的研究中 , 除了

Exner等人采用了追踪研究外 , 其余研

究均未采取追踪研究 , 不过可惜的是 ,

Exner等人采用的是结构成像的方

法 [ 45 ]。因此目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情

绪知觉研究需要一批采用功能成像的追

踪研究。此外 , 在研究材料上 , Ekman

等人的图片是面部表情图片 , 而国际情

感图片分类系统中的图片则多种多样 ,

二者对研究结果到底有多大影响 , 目前

还难以说清楚。如果有研究同时采用二

者作为实验材料 , 那么进行二者的对比

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 , 在情绪知觉方面 , 病人在行

为实验及神经成像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一

定的缺损 , 这些缺损可以看作是外表现

型的缺损。那么 , 内表现型是否也存在

缺损呢 ?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 也是

近年来精神分裂症病人神经认知及社会

认知研究的热点。这类研究 , 除了病人

组和正常对照组外 , 一般还需要未发病

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属组。内表现型

是一种与疾病典型的行为症状间接相关

的、携带有遗传负荷的数量症状 , 它与

潜在的遗传学基因紧密相关 [ 51 ]。因而

目前急需开展情绪知觉的内表现型研

究 , 以探明病人情绪知觉的遗传学基因

问题。相信通过外表现型和内表现型的

研究 ,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精神分裂

症患者情绪知觉的本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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