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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以 E P Q为依据选择高神经质和低神经质2组共24 名被试
,

以有 时 间

压 力的心葬和复杂辫别反应操作为紧张性刺激
,

在进行作业的同时记录被试的

呼吸频率
、

呼吸流量
、

脉率
、

指端血管容积和皮肤 电反应等五项生理指标
,

并

检刚尿 内儿茶酚胺分泌量
。

通过对人格类型
、

作业成绩
、

作业 难度主观评价
、

紧张性情绪体脸
,
以及对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和五项生理指标的综合分析

,
以

研究人格 类型对应激反应影响的程度和途径
。

结果表明
,

在两组被试作业成绩

无显著差异 的情况下
,

在对作业难度主观评价和情绪体脸的程度上
,

高神经质

组高于低神经质组
。

在平静状态下
,

高神经彝组去甲肾上腺素分泌量高于低神

经质组 ; 应激状态下
,

高神经质组的儿茶酚胺反应强度和变化幅度均明显高于

低神经质 组
。

高神经质组 的五项生理指标均比低神经质 组有较 大的变化幅度
。

儿茶酚胺分泌量与脉率有明显的正相关
。

另外
,

通过与自然应激源部分的实脸

结果比较
,

发现实验室与现场应激 的效果基本一致
。

迄今为止
,

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展了在实验室条件下应激反应与神经质人格类型 关 系

的研究 【‘
, 2 ’,

但 由于量表
、

被试 以及紧张性刺激的强度或类型等的差异
,

这些研究尚有分歧

与争论 ts ’。

机体在应激状态下生化反应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还很少有报道
〔4 J ,

而生理反应与

生化反应结合起来进行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因此
,

本研究拟在实验室紧张性刺

激条件下
,

探讨人格类型对生理
、

生化反应的影响
, 了解认知评价在这一联系中的作用

,

同时通过不同类型紧张性刺激 (心算和复杂辨别反应操作)时的应激反应
,

以及与我 们 以

前所进行的自然应激源部分的研究结果比较
,

以了解不同应激源对应激反应的影响
。

实 验 方 法

一
、

被试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E PQ )选择高神经质 (高N分)组和低神经质 (低N分组)被试
。

选择原则为高
、

低N分组被试的N分均为陈仲庚报告的平均N分 [6] 加或减一个标 准 差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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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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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
、

低 N 分 组 被 试 情 况

19 90年

高 N 分 组 低 N 分 组

习1门,1月Jwell||||月」

年龄

人数

职业

1 8
。

8 士 1
。

1

1 1
. 4 土 1

。

7

8
。

3 土 2
。

0

8
。

3 士 3
。

6

1 7
。

3 土0
。

5

1 2 (男女各 6 人 )

高中学生

4 。 4 士 2
。

1

1 2
。

0 士 1 。 4

6
。

9 士 2
。

5

9
。

7 士 2 。

8

1 7
。

0 士0
。 4

12 (男女各 6 人)

高中学生

注
:

表中值为均数 士标准差

他们的E
、

P
、

L分则与陈仲庚报告的E
、

P
、

L分属同一分布
,

且两组间的E
、

P
、

L分及年龄上

均无显著差异 (表 1 )
。

二
、

材料及步骤

1
.

前休息阶段

¹ 被试进人实验室后休息15 分钟
,

排空膀臃
。

º 安静休息 1 小时 (静坐看 科 普杂志 )

后留尿
。

» 安静条件下描记 10 分钟五项生理指标 : a
.

呼吸频率 , b
.

呼吸 流 量 , 。
.

脉

率 , d
.

指端血管容积 , e
.

皮肤电反应
。

上述生理指标均由R M 60 0 0型多导生理仅记录
。

2
.

实验阶段

¹ 心算实验 : 录音机呈 现心算题
,

每 4 秒呈现 1 题
,

每75 题为一组
,

共两组
。

第一组

为两位数的不借位减法
,

第二组为两位数的借位减法
。

每组作业完成后休息4分钟
。

º 复杂辨别反应 实验
:

自制颜色辨别反应仪
,

能自动呈现红
、

绿
、

蓝
、

白四种灯光
。

呈

现速度为每秒 1 次和每秒 2次两种
,

可随意调节
。

记录部分可自动记录四 种颜色 灯光的

呈现次数及正确反应数
。

反应板上有红
、

绿
、

蓝
、

白四种反应键
。

灯光通过一直径为8厘米

的圆形窗孔呈现
。

操作 工
:
以每秒 1 次的速度随机呈现红

、

绿
、

蓝
、

白四种颜色的灯光
,

要求被试对其中

的两种颜色在相应的键 上作按压反应
。

操作 n :
以每秒 2 次的速度随机呈现四种颜色的

’

灯光
,

要求被试对其中两种颜色作出相应的反应
。

以上均操作 8 分钟
,

休启
、

4 分钟
。

操作

l : 以每秒 1 次的速度随机呈现四种颜色的灯光
,

要求被试对其中的三种颜色作出 相 应

的按压反应
。

操作 8 分钟
,

最后休息10 分钟
,

留取尿标本
,

结束实验
。

每次操作后的正确反应数均自动记录
。

同时记录各作业阶段及休息阶段的各项生理

指标
。

在每段实验后均要求被试对作业的难易程度作出主观评价
,

分为
:

非 常 容易
,

容

易
,

一般
,

难
,

非常难五等
。

整个作业结束后要求被试自我评定其在作业时的紧张程度
,

分

为很轻松
、

轻松
、

一般
、

紧张
、

i良紧张五等
。

8
.

尿儿茶酚胺的测定

尿标本均在 p H “ 2 , 一 20 ℃条件下保存
。

按林文娟等人修 改 的儿茶酚胺液相色谱法

狈l定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
。

实 验 结 果

一
、

作业成绩与主观评价

1
.

作业成绩
:

两组的作业成绩均随作业难度的增加而下降
,

不同作业阶段的成绩有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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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 (P < 0
.

0 1)
。

低 N分组的作业成绩虽略高于高N分组
,

但未见显著性差异(P > 0
.

05 ),

见图1 ,
2
。

气
畏神 -

高 N分组

一 一 一低 N分组
.

呀|咐1件八饭正确反应的百分率叮l
.

soteorJ|笠正确反应的百分率

操作 11 111

图 1 心算成绩的变化 图 2 操作成绩的变 化

2
.

对作业难易程度的主观评价

被试对作业难易程度的主观评价与作业程度的变化是一致的
。

高N 分组与低N 分 组

有显著差异
,

心算阶段和操作阶段高N 分组的主观评价分数均显著高于低N 分 组(F ( : , 。。

= 4
.

6 4
,

P < 0
。

0 5 ) (F (:
.

。。 , = 5
.

2 9 ,

P < o
、

0 5 )
,

见图 3和图 4
。

一
高N 分组

/ 卜\ 一
”“”

竺
/ / /

一
、、 、X

争 / 、
, f

几

尹

、

主观评价的等级

、

卢少 声

主现评的价等级

一一~ J - 一 - ~ - - 一- J 舀~ -

11 111

图 8 心算 阶段主观评价的变化 图 4 操 作阶段主观评价的变化

3
.

紧张程度的主观体验

用 1 一 5 分代表很轻松
、

轻松
、

一般
、

紧张
、

很紧张五个等级的主观体验
,

结果表明
,

高
N分组 (4

.

0 5 士 0
.

5 1 )
.

明显高于低N分组 (2
.

5 5 士 0
.

5 1 )
,

差异非常显著 (t = 了
.

1 4
, p <

0
.

0 0 ] )
。

二
、

尿内儿茶酚胺 (C A) 分泌皿的变化

1
.

平静状态下尿内C A 分泌量

高N分组在平静状态下尿内去甲肾上腺素 (N E) 分泌量明显高于低N分组 N E分 泌量

(t 二 2
.

64
, p < 0

.

05 )
。

肾上腺素 (E )和多 巴胺 (D A )的分泌量两组间未见显著 性 差 异 (图

5 )
。

2
.

应激状态下尿内C A分泌量

应激状态下高N分组 N E
、

E 和 D A 分泌量比平静状态时 均 有显著升高 (P < 。
.

05
4

一

P < 0
.

00 1) ; 低N分组 N E
、

E分泌量略有升高
,

但差异不显著
,

D A 则略有下降
,

差异也 不显

卜�rr.

巨�‘‘卜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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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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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N 分组 低N分组 高N 分组 低N 分组 离N 分组 低N 分姐

图 5 尿 内C人分泌且 的变化

△ 与平静状态下低N 分组 比P< 0
.

05

△△与应激状态下低N分组比P < O
.

OQI

二 与平静状态下高N 分组 比P< O
.

J01
,

吧A 一
高N分组

一~ ~ 低 N分组

�UOn
�
O

变化百分率八叹

~ 10 0

N E E D A

图 6 应激状态下C A变化百分率

. P< 0
.
0 5

著
。

高N分组应檄状 态下N E
、

E 和

D A 分泌量均明显高于低N分 组 (P

< 0
.

0 0 1 ) ,

见图 5 。

3
.

CA 变化百分率

为了消除C A基础分泌盘 个体

差异较大的影响
,

我们应用CA 变化
‘

百分率进行组间比较
,

结果 表 明高

N分组C A变化百分率 均 明显高于

低 N 分 组 ( F ( :
,
二 ) “ 2 5

.

9 8
, P (

0
.

01 )
,

见图 6 。 CA 三种 成分的

变化百分率E > N E > D A ,

E 的变化

闷d,��百分率明显高于N E 和D A (P < 0
.

01 )
,

N E > D A
,

但差异不显著 (图 6 ) 。

三
、

呼吸频率和相对呼吸流皿的变化

呼吸频率和相对呼吸流量的变化过程见图 7 。

1
.

前休息阶段
:

将实验开始前 10

1‘曰翻,门叫

相对呼吸流量(

吸呼颇率(

后休总操作111操作u操作I心算n心算x前休息

_

分钟安静休息状态下描记的各项生理指

标作为基础值
。

高N分组与低N分 组 比
.

较基础呼吸频率无显著性差异
。

高N 分

组的呼吸流量高于低N分 组 的 呼 吸 流
.

量
,

有非常显著 的 差异 (t = 3
.

21
,

P <
、

0
.

0 1 )
。

2
.

作业阶段
、

¹ 与基础值比较 :
各作业阶段两组

呼吸率 均 明 显 升 高 ( P < 0
.

05 一P <
:

D
.

00 1)
。

高N 分组呼吸流量明显低于基

础值 (P < 0
.

0 5一 P< 0
.

0 0 1) ,

低 N 分组

一
高 N分组

低 N分组

毫伏 /分

闷口
次 l分

休

息

休
息

休

恳

休

息

图 7 呼吸频率 和相对呼吸流量 的变化



4 期 程 莎等
:

人格类型对应激反应影响的实验研究 (实验室应激源部分) 4 1了

略低于基础值
,

差异不显著 (P > 0
.

05 )
。

º 高低N分组比较
:
心算阶段和操作阶段高 N 分组呼吸频率均显著 高 于 低 N 分组

旧
‘: ,

“ ) 二 4 3
.

2 8 , P< 0
.

0 1) , ( F ( 2 , 。。) = 7 1
.

5了, p < 0
.

0 2) 。

呼吸流量心算阶 段 高 N 分 组高

于低 N分组 ( F (‘,

“ ) = 4
.

26 , P< 0
.

0 5 ) ;操作 阶 段两组间无显 著 差 异 (F ( : , 。. 》= 1 . 0 1 , P>

0
.

0 5 )
。

» 两类作业比较 :
呼吸频率操作阶段均高于心算阶 段 (P < 0

.

05 一P < 。
.

0 0 1)
。

呼 吸

流量心算阶段均高于操作阶段 (P < 。
.

05 ) 。

3
.

实验后休息阶段
:

用实验后10 分钟休息阶段的值与前休息 阶段 基础值比较
,

以

观祭被试的恢复情况
。

’

两组后休息阶段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流量与基础值比较均无显著差

异
。

四
、

脉率和指端血管容积的变化

率脉(

端指血管积容(

各阶段脉率和指端血管容积变化见

阳 8 。

1
.

前休息阶段
:
前休息阶段脉率

和指端血管容积基础值两组间无显著性

差异
。

2 .

作业阶段

¹ 与基础值比较 :
各作业阶段两组

脉率均明显升高 ( P < 0
. 0 5一P < 0

.

0 0 1) ,

两组指端血管容 积 均 明 显 降 低 (P <

叨
.

0 5一P ( 0 . 0 0 1) 。

º 高
、

低N 分组比较
:
心 算 阶段和

操作阶段高N分组的 脉率均高于低N分

—高N分组
140r -

一低N分组

次 ,分

毫伏 / 分

后休息操作111一休息操作n休息操作I休息心算且休息心算x休前息

困 8 脉率 和指端血管容积的变化

)

组
,

差异均非常显著 (F ( : , 一‘) 二 26
.

4。,

P < 0
.

0 1) , ( F ( : , 。e ) = 40
.

54 , P < 0
.

0 1)
。

指端 血 管容

积心算阶段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F( ‘,4) = 1
.

59
,

P> 0
.

05 ) ;操作阶段高N分组明显低 于 低N

分组 ( F (: , . 。) = 14
.

7 9 , P < 0 .

0 1)
。

» 两类作业比较 :
各心算阶段的脉率均明显高于操作 阶段 (P < 。

.

05 一P< 0 .

。。1) 。

指端血容两类作业无显著差异
。

3
.

后休息阶段
:
后休息阶段的脉率和指端血容与基础值比较两组均无 显 著差异

,

说明两组被试在实验后均育断良快地恢复到基础水平
。

⋯

⋯
卜.r卜

限 320

电
反 24 0

应

奄面分 t60

一
高N分组

一 一 一低N分级

后体息操作班休息
·一峰作n一化休息

一操一变作T的

应

一休息板

皮

心算n

9

休息圈算心I休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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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皮肤电反应皮肤电反应的变化见图 9 。

由图可见高N分组皮电基础值高于低N分组
,

差异显著 (t = 2
.

32
,

P < 0
.

0 5)
。

心 算 阶
段高

、

低 N分组的皮电反应均比基础值有明 显 升高 (P < 0
.

01 一P < 。
.

0 0 1)
,

操作阶段无显

著差异
。

心算和操作阶段高N分组皮电反应均明显高于低 N 分 组
,

(F 《1 , ‘4 ) 二 20
.

66
,

P <

。
.

01 )
,

(F
《2 , 。。) = 5

.

8 1
,

P < 0
.

05 )
。

各心算阶段的皮电反应均高于各操作阶段的皮电反应
-

月l

!
J,

翻 高 N 分组

口 低 N 分组
生理指标变分化百率�%勺

呼吸

频率
脉率

皮电

反应

一

呼吸

瘾

指端

血容

02000

一
,

曰

图 10 五项生理指标变化百分率

( P < 0. 05 一P < 0
.

00 1)
。

后休息时皮 电

反应与基础值比较两组 均无 显著 差 异

(P> 0
.

0 5 )
。

六
、

应激状态下五项生理指标变化

百分率

上述结果显示在应激状态下呼吸频

率
、

脉率
、

皮电反应升高
,

而呼吸流量
、

指

端血管容积下降
。

图10 结果表 明高N分

组的呼吸频率
、

脉率
、

皮电反应的升高幅

度和呼吸流量
、

指端血容的下 降 幅度均

大于低 N分组
,

差异非常显著 ( F( , ,

“》二

4
.

39
,

P< 0
.

01 )
。

表明高N 分组的 应 激

反应大于低 N分组
。

七
、

应激状态下生理指标与儿茶迸
、

胺分泌摄的相关

应激状态下五项生理指标与三种儿茶酚胺分泌量之间进行了积差相关分析
。

结果表
·

明脉率与 N E
、

E 和D A 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
。

呼吸频率与 E 之间 存在 明显 正 相 关 ( 表

2 )
。

表 2 应激状态下生理指标与儿茶酚胺问的相关 (
‘)

CA

N E

呼吸流旦

二习‘ , 之二‘ ~ 了 ,
爪

, 吸胃之 二弓仁劫, 口一‘~
,七 二二口口 . . . . . . 匀J . . . . . , . . ,别, .

~
. . . . , 咬, . . . . . 二. 反 . . . :甲

脉 率 皮 电反应

0
。 2 02

0
。 4 0 5

.

0 。 1 1 1

0
。

0 6 9 0

0
。

0 0 4 0

0
。
1 3 2 0

。

5 0 9
.

‘刃刹、
E

D A

.

6 6 2

. 4 2 0

指端血容

一 0
。

0 1 1

一 O
。

3 43

一 0
。

3 55

一 O
。

1 02

0
。

ZP吸

~ O
。

12 a

P< 0
。
0 5 二 P < 0

。

0 1

讨 论

实验结果表明在平静状态下高N分组尿内N E 分泌量
、

皮电反应及呼吸流量均 显著高

于低N分组
,

这说明高N 分组在安静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较高的觉醒水平
。

在应激状态下

高N分组的脉率和呼吸率无论在反应强度还是变化幅度上均明显高于低N分组 (图 7
、

8 、

1 0)
。

指端血容和呼吸流量分别反映了脉率和脉搏幅度及呼吸频率和幅度的综合变化
,

高

N 分组在应激状态下指端血容和呼吸流量的变化幅度均大于低N分组
。

高N分 组 的 皮电
.

反应在心算阶段变化幅度大于低N分组
。

应激状态下高N分组N E
、

E
、

D A 分泌量 均 显著

升高
,

其变化百分率也均显著高于低N分组
。

上述生理
、

生化指标均表明高N 分组 在应 激

状态下将付 出更大的生理代价
.

换言之
,

他们应行成激的能力相对是较低的
。

高N分 组的

(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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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激时有较高的生理
、

生化反应这是否会对他们今后的健康有一定影响
,

是否易导致某

些疾病
,

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高
、

低N分组被试完成的是同样的紧张性作业
,

他们完成作业的成绩并无 显著 差异
,

因此
,

可以推论他们对待作业的态度或认真程度是类似的
。

但高
、

低N分组之间在认知评

价
、

主观体验上有显著差异
。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导致应激时心理
、

生理
、

生化反

应的强度差异的中介因素
。

当然认知评价
、

主观体验与人格类型是密切有关的
。

因此
,

培

养良好的人格类型对提高应付应激能力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

一些文献中提到高神经质被试与对照组间生 理 反 应 性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恢复期

上
〔‘,
” ,

即高神经质被试的生理回复需要更长时间
,

这在本实验中表现不明显
。

本 实验中

两个组在后休息的10 分钟内所有生理指标均回复到实验前的基础水平
。

我们曾将后休息

阶段每分钟脉率分别与基础值比较
,

两组均无显著性差异
,

但低N分组在后休息的第 1 分

钟就基本恢复到基础水平
,

而高N分组则有一个逐渐降低的恢复过程
,

而且到第 10 分钟仍

略高于基础值
,

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本实验的被试均为正常 年 青人
,

生理恢复快 ; 而文 献中提到的大多为神经症病人
,

很 可 能 由此造成这种恢复期上的差

异
。

在应激状态下C A 与脉率有明显的正相关
,

这是交感
一
肾上腺髓质系统协同兴奋的 结

果
。

另外N E 和E 的大髦释放
,

对小动脉有缩血管作用
,

则会造成指端血管容积的降低
,

所

以指端血容与C A 呈现负相关是合理的
,

但未达显著水平
。

指端血容反映的是脉搏的频率

和幅度两个因素
,

在应激状态下
,

两者变化是相反的
,

郎脉率增加而幅度降低
,

脉搏幅度明

显下降时会造成指端血容的降低
,

但由于脉率的增加
,

又使指端血容不会降得太低
,

这 可

能是指端血容与C A 呈现负相关
、

但又未达显著性水平的原因
。

本实验应用的两种类型的刺激与不同生理反应有一定关系
。

在复杂辨别反应操作时

呼吸频率和呼吸流量变化幅度较大
,

而脉率和皮电反应则在心算阶段变化幅度较大 (目 7
、

8
、

9 )
。

已有资料表明
,

当注意外部刺激时
,

心率和皮电反应有所降低
,

而进行 内部 认知

活动时
,

心率和皮电活动均增高
。

心算作业是以内部认知活动为主
,

而辨别操作则以外部

注意为主
。

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可能与刺激类型有较大关系
。

外部注意和肌肉运动可减少

焦虑
,

正如有文献表明
,

接受过度刺激的个体
,

会产生一种活动以减少这些刺 激引起 的反

应而达到最佳激活水平 [ 7 1。 呼吸频率和呼吸流量在操作阶段变化幅度大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有肌肉运动参与的操作活动促进了呼吸肌的活动
。

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创激类型与反应

的关系可为观察某种生理反应而选择适当的刺激类型提供线索
。

本研究结果与我们以前进行的 自然应激源部分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

即高
、

低神经质

被试之 间 对紧张性刺激存在着认知评价
、

主观体验上的差异
;
在应激状态下高神经质组

C A 反应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组
;
应激时尿内C A分泌量的变化百分率是E > N E > D A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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