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对动机趋向行为的影响
。

在本研究中发现 期待性愉快体验高分和低分群体间不存在反应偏向的区别
,

且反应偏

向都比较低
,

这表明无论是期待性愉快体验能力强还是弱的群体都表现出较强烈的动机趋向行为 期待性愉快体验程

度和反应偏向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只有一些趋势
,

期待性愉快体验能力强的相比能力弱的群体在反应偏向的变化上更

大一些
。

从本研究的结果中得出结论 在正常群体中
,

期待性偷快体验能力的高低对于奖励动机趋向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

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分类表征的特点
黄佳

,

陈楚侨
,

马征 李占江 , 龚启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械   。。

, 首都医科大学
,

北京安定医院
,

北京
,

,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
,

北京
,

礴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

成都
,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简单情绪的知觉
。

但随着情绪信号的增加
,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正负
,

趋

避性不同的表情的注意偏向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的研究关注
。

本研究采用渐变情绪分类表征的范式
,

取 等人

年图库里的高兴
,

愤怒
,

恐惧
,

悲伤四种典型表情
,

用软件制作了高兴
一 愤怒

,

高兴
一 悲伤

,

愤怒 一悲伤三种情绪连续体
。

人组了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名健康匹配组被试
,

屏幕上随机呈现属于三种情绪连续体中的单个渐变表情图片
,

请被

试作一情绪识别的任务
。

结果发现
,

有精神障碍的个体在情绪分类表征上信息加工确实存在偏差
,

具体表现在相比健康

对照组来说
,

愤怒到恐惧的情绪连续体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转换地较晚
,

这说明当愤怒信号十分明显的时候
,

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愤怒上面而难以转移 而在高兴到愤怒的情绪连续体中
,

精神分裂症患者转换地也相对较晚
,

这说

明当愤怒信号从没有到有的逐渐增加过程中
,

患者处理愤怒信号是采取回避的态度的
。

这个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中精神

分裂症对于威胁性情绪刺激是采取
“

替觉 一 回避
”

的认知模式的假设
。

抑郁症快感缺失的研究

快感缺失在非临床抑郁个体
、

临床患者和家属的表现
刘文华

,

陈楚侨
, 王玲芝

‘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广州
,

曲 。。

,

广州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广州
,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的

广州精神病医院
,

广州
,

的

快感缺失
,

指的是减少体验快乐的能力
,

是抑郁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
。

理论认为
,

这种能力可以抵抗压力的负面影

响
,

从而使人不易患精神疾病
。

快感缺失在精神病理学上非常重要
,

但是
,

抑郁症快感缺失的表现
,

以及与压力的交互作

用如何影响抑郁发生的机制仍然是不清楚的
。

研究采用主观 量表 和客观 实验室奖励任务 相结合的快感缺失测量方

式
,

系统地检测了临床抑郁症患者
、

患者未发病的一级亲属和非临床抑郁个体在有压力和无压力两种条件下的快感缺失

表现
。

探讨影响抑郁症发生的内 快感缺失 外 压力 作用机制
。

共有 名抑郁症患者
,

名患者亲属
,

名非临床有

较高抑郁状态的个体和各自的对照组参加了本实验
。

结果显示
,

压力损害了非临床抑郁个体的奖励反应
,

同时
,

损害的奖

励反应特定地与期待性快感缺失相关
,

而与抑郁和焦虑情绪无关
。

临床患者和家属均存在损害的奖励反应
,

尤其以临床

患者损害更为严重
,

而家属损害的奖励反应需要压力激发
。

另外
,

临床患者和家属的奖励反应特定地与消费性快感缺失

有关
。

结论 快感缺失作为影响抑郁发作的内部因素
,

有遗传的可能性
,

且易受压力作用而激发
。

同时
,

抑郁症人群中存

在消费性和期待性两类不同的快感缺失
。

关健词 快感缺失 抑郁症 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