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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以 艾森克人格 问卷 (E P Q )为依据
,

m.J 定 了高
、

低 神经 质
,

内
、

外 倾 被

试考试 时尿内儿茶酚胺的分泌量
,

并用考试焦虑调查表 (T A I) 对被试在考 试 中

的肾张程度及主观体验进行评估
。

结果表明
,

高神经质组在紧张性刺激 条件 下

尿 内去甲 肾上腺 素
、

肾上腺素和多 巴胺的分泌量均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组 ; 平静状

态下 高神经质组的去甲
’

肾上腺 素分泌量高于低神经质组 ; 内倾组在紧张性 刺 激

条件下
,

多巴胺的增加高于 外倾组
。

另外
,

高 神经质 组的T A I分数显著高于低神

经质组
,

内倾组高于 外倾 组
。

上述结果提示
,

由于人格差异的存在
,

对 同样的紧张性刺激可产生不 同的认

知评价和主观体验
,

并引起尿 内儿茶酚胺反应的差别
,

高神经质组的应激反应大

于低神经质组
,

内倾组的应激反应大于外倾组
,

而 以高神经质的应激反应尤为显

著
。

以往的研究表明
,

早期环境和后夭训练对机体应付紧张性刺激物的能力有明 显 的影

响 [” 2 1
。

人格类型是否对应激的应付能力产生影响?换句话说
,

人格类型是否是影响应激反

应的又一重要因素
,

这不仅对生理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有重大的意义
,

而且因

其与疾病的防治有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人们的关注〔3 1
。

E ys enc k从理论上指出人的应激反应

的产生是建立在人格差异和紧张性刺激类型的基础上〔‘〕。 F r ie d m a n 等人在研究中发现
,

A 型行为类型的被试在紧张性刺激条件下有更强的生理
,

生化反应[5,
“] 。 大批脑 电图的研

究报告提示
,

内倾被试在高强度刺激条件下皮层唤醒水平降低
, 提示内倾者的 应 激 耐 受

力低于外倾者 [7, 8 ] 。 高神经质被试在紧张性刺激条件 下表现出 皮 电反应
、

肌 电反应
、

心

率
、

血压等生理反应的强烈变化〔。’
。

但是内外倾人格维度与应激关系的研究缺乏外 周 生

理
、

生化变化的资料
,

然而正是这些变化与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

神经质人格维度与应激

关系的研究主要以生理反应作为指标
,

而缺乏以生化反应作为指标的报告
。

因此木文以真

实 的课堂考试为紧张性刺激
,

通过测定神经质人格维度和内外倾人格维度 的被试尿 内儿

国家 自然科学蒸金资助项 目
。

1 ) 本文于 1马e。年 。月 7 日收到
。

王桂荣同志参加 了本实验部分工 作
。

余体同学也给予热情的合作
,

北大附中尹小钢和王铮同志给予本实验以极大的帮助
,

同时高 中二 年纸的
在此 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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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酚胺的分泌量
,

同时分析不同被试在考试中的心理反应来探讨人格类型对应激 反应 的

影响程度和途径
。

实 验 方 法

一
、

被试

1
.

神经质维度 (N eu r o tie is m
,

N )采用艾森克人格l’M卷 (E y s e n e k
.

Pe r s o n a lity Q
u e s ti-

o n n a sr e ,
E PQ )选择高N分组和低N分组

。
-

选择原则
:

高
、

低N分组被试的N分均为陈仲庚报告的平均 N 分 [1 。] 加或 减一个标准

差
。

而他们的E
、

P
、

L分则与陈仲庚报告的平均E
、

P
、

L分属同一分布
。

且两组 间年 龄
、

E
、

P
、

L分
,

均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1 )
。

表 1 神 经 质 维 度 被 试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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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内值为均数 士标准差

2
.

内外倾维度 (E x tr a
ve

r s io n ,
E )采用 E PQ选择高E 分和低E 分组

。

选择原则
:
高

、

低 E分组被试的E 分为陈仲庚报告的平均 E分 f‘”’加或减一个标准差
。

而他们的N
、

P
、

L分则与陈仲庚报告的平均 N
、

P
、

L分属同一分布
。

且两组间 在年龄
、

N ,

P
、

L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见表 2 )
。

表 2 内 外 倾 维 度 被 试 情 况

高 E 分组 (外倾 ) 低E分组(内倾 )

1 9
。

1 士1
。

1

1 0
。

1 土1
。

3

6
。

8 士1
。

9

9
.

6 士3
。

0

17
。

0 士 0

lfi (男女各8人 )

高中学生

4
。

8 士1
。

5

1 0
。

7 士1
。 4

6
。

8 士2 。

7

1 0
.

8 士 2
。

5

1 7
。

1 士 0
.

3

1 6 (男女各8人)

高中学生

注 : 表内值均为均数 士标准差

二
、

尿标本的采集和测定

1
,

应激状态下尿标本的采集

考试前排尿
、

记录排尿时间
。

考试完毕后立即留尿
,

置于 一 20 ℃
, p H = 2 条件下储存

。

2
.

平静状态下尿标本的采集

考试结束后数日
,

选择与考试时间相同的地理
,
历史等比较轻松的课时收集尿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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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 10 分钟排尿
,
记录排尿时间

,

课后立即留尿
,

于 一加 ℃
, p H = 2 条件下储存

。

3
.

钡d定尿内儿茶酚胺的含量
按照林文娟等人修改的儿茶酚胺高效液相色谱侧定法〔川测定尿 内 儿茶酚 胺 的 含

量
。

三
、

考试前每个被试均填写考试焦虑调查表

(T e乳 A n x ie ty ln v e n to r y
,

T A I
,

由宋维真等人修订 [ ‘“j
。

)

实 验 结 果

一
、

尿内儿茶酚胺 (C A) 分泌摄的变化

高N分组
,

低N分组
,

内倾组和外倾组在平静状态和应激状态下C A分泌最 列子 表 3
。

表 3 应激与平静状态下尿内CA分泌凰 (n m ol e/ h)

组组
一

别别 CA 成分分 CA 分 泌 皿皿

应应应应激状态态 平静状态态

高高N 分组组 N EEE 1 6
。

8 士 3
。

777 7
。

2 士 2
。

222

EEEEEEE 6
。

6 土1
。

777 1
。

9 士 0
。

888

DDDDD AAA 1 1 7
。

0 士 43
。

222 83
。

4 土2 7
。

000

低低N 分组组 N EEE 5
。

4 士 2
。

111 4
.

3 士1
. 444

EEEEEEE 3
。

1 士1
。

888 2
.

2 士1
。

555

DDDDD AAA 62
.

4 士 3 2
.

迄迄 7 5
。

6 士 22
。

888

内内 倾 组组 N EEE 1 0
.

2 士 3
。

999 7
。

2 士 2
。

333

EEEEEEE 5
。

3 土 2
。

777 2
。

1 士 1
。

555

DDDDD AAA 9 7
。

2 士 4 0
.

888 8 4
。

6 士 2 2
.

222

外外 倾 组组 NEEE 8
.

4 士3
。

222
‘

孚
。

8 士 3
.

666

EEEEEEE 5
.

1 士2
.

777 2
.

3 士 1
.

444

DDDDD AAA 7 0
.

2 士 2 7
。

000 71
。

4 士 1 6
。

222

注 : 表内值为均数 士标准差

1
.

高N分组与低N分组比较

(i )平静状态
:

平静状态下高N分组尿内去甲肾上腺素 (N E )分泌量明显 高于低 N 分组

N E 分泌量 (t = 4
.

12 p < Q
.

01 ) ;
一

肾上腺素 (E )和多巴胺 (D A )分泌量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3和图1 )
。

( 2 )应激状态
:

’

应激状态下高N分组N E
,
E 和D A分 泌量 比平 静状态 均 有 明 显 升 高

(p < 0
.

0 5一 p < 0
、 0 0 1 )且明显高于低N分组的N E

、

E 和 D A 分泌量 (p < 0
.

0 1~ P< 0
.

0 0 1)

(见表 3和图1 )
。

2
.

内倾组“氏E分 )与外倾组 (高E 分)比较

( 1) 平静状态
:
平静状态下内倾组和外倾组尿内N E

,
E和 D A分泌量均无显著性差异 (见

表 3和图2 )
。

记2 )应激状态
:

应激状态下内倾组与外倾组的 N E 和E 分泌量组间未见显著性 差 异 , 内倾

组的D A分泌量明显高于外倾组的 D A分泌量 (。< 0
.

此)( 见表3和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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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激状态下内倾组的D A 分泌量 明显高于外倾组的D A 分泌量 (P < 0
. 0 5)

—
高 N 分组

.
.

⋯⋯ 低N 分组

一
。

一 内倾组

_ _ 外倾组

250200150

100

以化变百分率

《肠 )

阅. ,

�率归、乃刀

奔以

"仓下

状态缈

\.应

N E

勇3

3
.

C A 变化百分率的组间比较

由于CA基础分泌 量 的个体

差异较大
,

为了消除这一影响
,

我

们又应用应激状态下C A变 化百

分率进行了分析
,

结果见图 3o

应激状 态下 高N分 组C A分

泌量增加最多
,

其次为内倾组
,

第

三位为外倾组
,

增加最 少 的为低

N分组
。

各组比较结 果 见 表 4
。

·

,
_

C人中N E
、

E和 D A 三种成分

0‘即

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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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百分率比较
,

表现为 E > N E > D A (见图 3)
,

统计学检验结果表明
,

E 的变化 量

明显大于 N E 的蛋化量 (p < 。
.

0 1 )和D A 的变化量 (p < 。
.

01 ) ; N E 与D A 比较差异不显 著

(P> 0
,

0 5 )
。

表 4 应激状态下C A变化百分率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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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 < 0
。

05 二 P< 0
。

0 1 -

二 P< 0
.

0 0 1

二
、

TA !分数

T A I用于测定被试在考试中的紧张
、

焦虑状态
,

作为被试对紧张程度自我评价 的 指

标
。

高N分组的 T A I分数明显高于低 N分组
,

内倾组的T A I分数高于 外倾组 (见表5 )
。

表 S T AI 分 数 的 组 间 比 较

组 别

高N 分组

低N 分组

TA I分数

4 5
。

2 士 7
。

7

2 9
。

1 士 4 。 4

6
。

5 6⋯

3 6
。

4 士4 。

7

3 3
。

6 士2
。

9

2
。

1 5
.组组倾倾内外

注 : 表内值为均数 士标准差
一 P< 0

.

0 5
, - .

P < 0
。

0 0 1

三
、

考试成绩

高N分组的考试成绩与低N分组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内倾组与外倾组比较考试成

绩也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6)
。

表 6 考 试 成 绩 的 组 间 比 较

一
兰‘生一一一⋯二二二三兰燮竺

-
三二‘{

—
高N分组 1 73

·

7 士 11. 5 !
怀N 分组 }

7 6. 3 士15
·

。

}
’.5 3

·

内 倾 组 ! 74
。

9 士1 1
。

0 1
. ! 0 。吕8

尹 ‘项 组
:

_
_

_
: _ 、

} _
二 ‘

7
叼

士’0 .1

}
注 : 表内值为均数 士标准差

讨 论

已有许多研究对应激水平与生理
、

生化反应的荞系进行了探讨 ,.m 究表明
, 尿 内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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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胺分泌量是反映机体应激反应水平的一个较灵敏的指标t‘. 1 。 在人格类型与应 激 反应

的关系的研究中
,

研究神经质
、

内外倾人格维度同应激的关系
,

用 E PQ为依据
,

较 少 用 儿

茶酚胺作指标〔‘4 , 。 本实验不仅应用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作为人格类型对应激 反应影 响

的指标
,

而且在实验中采用控制除自变量以外的其它量表分的方法
,

即在研究神经质维度

时
,

高N分组和低N分组
,

除N分外
,

其它量表分保持相对一致
,

从而使所观察 到 的儿茶 酚

胺反应较为单纯地体现神经质维度的影响
。

在研究内外倾维度时 也采用同样 的方 法
,

这

样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我们认为这可以为人格类型与应激反应的关系的研 究以及 为人格

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实验依据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应激状态下
,

高N分组尿
.

内儿茶酚胺分泌量显著高于低N分组 (图

3)
,

这说明在同等紧张性刺激条件下
,

高N分组的应激耐受力较差
,

在适应过程中需 要 付

出更大的生理代价
。

高N分组表现出尿内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明 显升 高
,

反 映了

神经内分泌系统高度激活的特点
,

另外由于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
,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高

度唤醒
,

可能是多 巴胺分泌量升高的原因
。

由于儿茶酚胺对机体的影响
,

尤其是在心血管

系统中的作用
,

应激状态下过度强烈的儿茶酚胺反应可能易于导致某些疾病的发生
,

这提

示了高神经质倾向的人与某些疾病的联系
。

以往对于内外倾维度的研究主要采用量表相关性的研究
,

而生物学基础 的研 究主要

来源于脑电唤醒的资料
,

尚未见到内外倾维度与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关系的研 究 报告
。

在本研究中
,

内倾和外倾组之间在儿茶酚胺分泌量上的差异
,

主要表现为多巴胺 的差异
,

根据 E ys
o n c k的大脑皮层唤醒水平的差异导致内外倾的差异的观点

,

以及多 巴胺 主要是
’

中枢来源
,

去甲肾上腺素也有部分中枢来源
,

而肾上腺素则极少有中枢来源的报告 [‘“] ,

因

此考虑本实验中内外倾组间的差异很可能与两组被试中枢神经系统内儿茶酚胺能神经元

活动水平的差异有关
。

对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实验中应用考试焦虑调查表 (T A I) 作为评定被试对考试紧张
、

焦虑程度和主 观体验

的依据
,

结果表明
,

应激反应的水平与被试对紧张性刺激物的评价非常 一致
,

高N分 组

T A I分数最高
,

以下依次为内倾组
,

外倾组
,

低N分组 (见表5 )
,

这与各组的儿茶 酚胺 反 应

呈现相同的趋势 (见图 3)
。

我们认为是由子对紧张性刺激的认知水平的差异导 致 了机体

JL茶酚胺反应的差异
。

尽管四个组的学习能力和水平基本一致
,

但是高 N 分组比低N分

组
,

内倾组比外倾组更多地体验到考试的威胁
,

也可以说
,

同样的刺激对于高N分 组 和 内

倾组则更加有效
,

可将刺激放大
,

引起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和相应的生理反应
。

这表明在应

激源与生理反应之间存在着认知评价的中介
,

相对稳定的人格类型决定了人对应 激源 印

认知评价和应付方式
,

这符合Mas o n 的认知调节学说 〔‘6 ] 。 上述结果不仅为研究应激反应

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依据
,

同时也为研究人格差异与疾病的关系的可能机制提供了线索
,

为

了解人格差异的生物学基础提供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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