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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在悲伤情绪诱发下自主神经反应特点$方法
!

选取某基层部队官兵
,#%

名!进行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测验!选出
4!

名高%中%低心理素质组军人各
#2

名$采用
%

份中性和
%

份悲伤情绪刺激材料诱导情绪!利用多

参数生物反馈仪!记录自主神经反应的十个指标和相应自主神经反应的平均恢复时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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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Y&',2

#

A.

)&在自主神经反应恢复时间方面!低心理素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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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情绪感受方面!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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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军人心理素质高低可能与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的高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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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心理素质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基础的*衍生的*综合的心理品质'

#

(

#是生成军队战斗

力和反映部队官兵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从古至今#中外军事

心理学学者非常关注军人心理素质领域)近年来#研究者从军

人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测评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较系

统研究'

%

(

#为军人心理选拔和心理训练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

据)有研究发现#军人心理素质与个性特征*心理卫生状况显

著相关!高心理素质军人有高外倾个性特点且心理问题少#而

低心理素质军人具有高神经质倾向且心理问题多'

&1!

(

)本研究

前期发现#低心理素质军人在厌恶*恐惧情境下表现为副交感

神经伴有较强交感神经兴奋的自主神经反应'

41$

(

&高*中等心理

素质军人则是副交感神经伴有较弱的交感神经兴奋)这为从

2!##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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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角度寻找军人心理素质的生理指标#为军人心理选拔提

供神经生理证据进行了有益探索)虽然厌恶*恐惧情绪是军人

在军事作业环境中常见的负性情绪#但是#在特殊军事环境作

业*战争后期等主要表现为悲伤情绪'

0

(

&同时#情绪神经生理机

制研究发现#厌恶*恐惧和悲伤负性情绪存在不同的中枢神经*

脑结构和神经递质基础'

2

(

)那么#不同心理素质军人在悲伤情

景的诱发下#其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生理激活将会出现哪些

特点呢, 这些问题目前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视频悲伤

情绪材料#诱发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的悲伤情绪#用八通道

多参数生物反馈仪记录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电活动#以期

发现在悲伤情景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其交感神经与副交

感神经反应特点#为军人心理选拔和心理素质训练提供神经生

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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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某基层部队官兵
,#%

名#进行军人心理

素质量表测验)收回有效问卷
22#

份#有效率
,$',(

)根据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高*中*低的划分标准'

,

(

#得到高心理素质军

人
#2

名$男
#"

名*女
2

名%#中等心理素质军人
#2

名$男
##

名*女
0

名%#低心理素质军人
#2

名$男
,

名*女
,

名%#年龄

#2

#

&%

岁#平均
%#'4

岁#文化程度均为高中以上)

&

组被试者

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上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入组标准与

排除标准与李嘉雯等'

4

(研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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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具
!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包含聪慧*忠诚*勇敢*自

信*耐挫
4

个维度#共有
#""

个题目#每一个题目采用
#

#

4

级

评分方法)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

)情绪主观报告

表'

##

(

)这是为了考察被试是否有悲伤情绪唤醒#该表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采用
$

点
b+a7B8

量表评定视频材料的悲伤情绪感

受'

##

(

#

"

#

4

级评分#

"

代表没有#

4

代表非常强烈#程度依次增

强)另一部分采用
0

点
b+a7B8

量表评定被试情绪感受的愉悦

度*唤醒度和优势度'

#%

(

#

#

#

0

级评分#

#

代表程度很低#

!

代表

中间#

0

代表非常强烈#程度依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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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
!

本实验的视频材料来自中国情绪视频材料

库)首先由
#"

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初步筛评#进一步对视频

剪辑进行修改后#由
4"

名被试者对所有刺激材料进行筛评)

最终选取包括四份情绪诱发视频材料#中性*悲伤材料各两份)

中性材料一是关于地震一般知识的教育短片简介#时长为
!

A+/%2.

)中性材料二是关于古代河姆渡文明的考古知识短

片#时长为
4A+/

)悲伤材料一是关于汶川地震后网络上流传

的一首模拟受难孩子母亲的白话诗并配以视频#时长为
!A+/

!2.

)悲伤材料二内容剪辑自美国电影-在黑暗中漫舞.#短片

是塞尔玛去邻居比尔警察家里讨回被比尔偷去的用于治病钱#

无奈杀死比尔的过程#时长为
4A+/#0.

)视频材料均为
0%"d

40$

像素#播放速率为
%4

帧"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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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

根据阎克乐等'

#&

(

*胡大一等'

#!

(和
P:B:B:

'

#4

(

的研究选择
#"

个自主神经反应指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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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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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

$

FPVP&"""3

%的八通道多参数

生物反馈仪#记录被试的自主神经反应)

#"

个自主神经反应

指标包括!心率变异性$

M]F

%的标化的低频功率$

bV/*BA

%*

标化的高频功率$

MV/*BA

%#心率$

M]

%#皮电$

GO

%#皮温

$

5Û H

%#指端血容振幅$

PFH

%#低高频功率比$

bV

"

MV

%#总功

率$

5H

%#

]]

间期标准差$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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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期差值均方根

$

] ĜGN

%)同时#根据
P:B:B:

'

#4

(的研究#选择
M]

的恢复时

间#和皮电*皮温*

PFH

*

M]

的平均恢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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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程序
!

本研究实验程序与李嘉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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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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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首先分析情绪主观报告问卷的数据#对诱

发悲伤情绪成功的被试实验数据#采用
GHGG#0'"

统计软件#

进行
4

检验和方差分析)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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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自主神经反应

的比较
!

在中性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组的心率变化显

著高于高心理素质组$

B

%

"'"4

%&而
&

组被试的其余指标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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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组自主

!!!

神经反应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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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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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组自主

!!!

神经反应的比较$

CY8

%

项目
低心理素质组

$

(e#2

%

中心理素质组

$

(e#2

%

高心理素质组

$

(e#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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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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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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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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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Y#'%, c&'42Y%'"# c#'$4Y#'$2 #!'$&!

bV/*BA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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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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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自主神经反应

的比较
!

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组的
PFH

*

b@/*BA

*

M@/*BA

和
M]

的变化均显著高于中*高心理素质组

$

B

%

"'"4

%&中*高心理素质组在
PFH

*

b@/*BA

*

M@/*BA

的变

化值无显著差异性#在
M]

上有显著差异性&然而低*中心理素

质组的
] ĜGN

变化值显著高于高心理素质组$

B

%

"'"4

%#低*

中心理素质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

!

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自主神经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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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恢复时间的比较
!

自主神经反应指标的恢复时间#首先计算

一个基线可信区间来反映看视频片段前的基线水平#即由
#

A+/

基线数据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当自主神经反应指标恢

复到这个可信区间#且在这个区间里波动最少保持
4

#

$.

时间

后#此时间即为该指标的恢复时间)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

理素质组皮温的恢复时间显著长于高心理素质组$

B

%

"'"4

%#而

&

组被试在其余指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A

!

中性与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主观

情绪报告的比较
!

&

组被试者在正式实验前和视频材料呈现

之后分别填写一份-情绪主观报告表.#以评定被试者的主观情

绪体验#并记录被试者的悲伤情绪感受)中性条件下#心理素

质水平在唤醒度的变化上主效应显著#作多重比较显示#低心

理素质军人明显大于其余两组被试#而组间无显著差异)悲伤

情境下#心理素质水平在目标情绪*愉悦度和优势度上主效应

显著#多重比较显示#低心理素质军人明显大于其余两组被试#

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组自主

!!

神经反应恢复时间比较$

CY8

%

项目
低心理素质组

$

(e#2

%

中心理素质组

$

(e#2

%

高心理素质组

$

(e#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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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H #'#%Y"'!% #'"$Y"'0! #'%&Y"'24 "'&!0

M] #!'$!Y&!'42 #4'$2Y%%'&, ##'%&Y#%'4! #'$2!

平均恢复时间
#!'%4Y#%'"& ##'#!Y#"'42 ,'&#Y##'%4 &'4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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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与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主观情绪报告的比较$

C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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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目标情绪

高 中 低

愉悦度

高 中 低

中性
"'#4Y"'#$ "'%2Y"'%% "',!Y"'44 "'"4Y"'%% "'""Y"'&4 c"'&#Y"'4!

悲伤
#'$$Y#'%! #'2,Y#'40 %',4Y#'20 c#'",Y#'4! c#'"%Y#'$$ c#',2Y#'%%

续表
!

!!

中性与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主观情绪报告的比较$

CY8

%

项目
唤醒度

高 中 低

优势度

高 中 低

中性
"'#4Y#'"0 "'!0Y#'22 "'02Y%'!! "'%%Y"'&& c"'&4Y"'!% c"'44Y"'0%

悲伤
"'0!Y"'## "'22Y"'2, #'"!Y#'42 c"'&$Y"'%! c"'02Y"'4, c#'20Y#'44

@

!

讨
!!

论

情绪是一种精细和复杂的具有多面性的行为#很难由一个

单独神经回路或脑系统来定义或概括)情绪任务或情景的不

同#是不同的神经系统参与到其中)因此#厌恶*恐惧和悲伤情

绪应该有不同的神经生理基础)虽然#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厌

恶*恐惧情景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各自具有相似的自主神

经反应#但是#悲伤情景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可能具有不

同的自主神经反应)为了保证实验的可靠#在正式实验开始

前#进行了情绪视频材料的筛选实验)两份中性材料均没有显

著性组间差异#没有引起被试者的情绪体验#在唤醒度和优势

度上也趋于平静状态&所有被试者对视频材料的评价一致性较

好#没有出现视频材料的顺序效应)两份悲伤情绪材料的自主

神经反应指标均与被试基线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

究的悲伤刺激材料可以成功诱发被试的悲伤情绪#所选的自主

神经反应指标具有敏感性'

#$

(

)

本研究发现#在中性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军人心率

显著高于高心理素质军人#这与李嘉雯等'

4

(的研究结果一致#

与佗婷婷等'

$

(研究结果$低心理素质军人指端血容振幅显著低

于高心理素质军人%同样一致)

M]

是反映自主神经系统的紧

张程度的敏感性的生理指标#反映的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协调

作用中交感神经占优势的程度)

PFH

是反映情绪唤醒水平的

敏感性检测指标'

#0

(

)这说明在中性情绪材料刺激时低心理素

质军人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且占优势#使心率加快#心脏血

液输出增多#手指末端的血容振幅增大#出现情绪的生理唤醒#

从而表现为焦虑*紧张等)

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高*中*低心理素质军人在
PFH

*

b@/*BA

*

M@/*BA

*

M]

和
] ĜGN4

个指标上有显著的主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组的

PFH

*

b@/*BA

*

M@/*BA

和
M]

的变化均显著高于中*高心理素

质组&而低*中心理素质组的
] ĜGN

变化值显著高于高心理

素质组)心率变异性的频域指标有不同的自主神经意义#

MV

反映副交感神经的活动#

bV

是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共同介导

的#主要反映交感神经的活动)

] ĜGN

是反映交感和副交感

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提示低心理素质军人在

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可能通过提高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

兴奋性#特别提高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作用于心血管系统#使心

跳动加快#血压升高#感受到更强烈的悲伤情绪)有研究发现#

厌恶情绪材料刺激时低心理素质军人以迷走神经兴奋为主同

时伴交感神经兴奋的反应模式#这与恐惧*悲伤情绪材料刺激

下低心理素质军人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不同#这也说明厌恶*

恐惧和悲伤情绪可能有不同的神经生理基础'

41$

(

)从自主神经

反应恢复时间来看#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低心理素质组军人

5Û H

的恢复时间显著长于高心理素质组)

5Û H

主要反映

的是交感神经系统的紧张度#提示与高中等心理素质组军人相

比#低心理素质军人在悲伤情绪材料刺激下#出现更强的以交

感神经系统兴奋为主的生理唤醒状态#且这种状态会持续更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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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这可能与低心理素质军人更关注悲伤情绪#缺乏合理

的情绪调节方法和策略有关'

#2

(

)综上所述提示#在悲伤情绪

材料刺激下#军人心理素质高低可能与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的

高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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