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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状态下加压疼痛诱发明显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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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观察肢体加压疼痛条件下不同意识状态对疼痛相关字词注意偏向的影响。方法　于被试者左臂肘横纹上方

１～２ｃｍ处捆绑止血带加压至２６．６ｋＰａ，同时采用点探测任务进行３２名健康大学生５类疼痛相关字词（情感性疼痛词、感觉性疼

痛词、社会威胁性词、积极词与中性词）的注意研究，记录被试者在有意识状态与无意识状态下反应时并计算注意偏向指数，同时

记录疼痛强度与疼痛不适度。结果　左上臂加压２６．６ｋＰａ诱发被试者产生中重度（４～５）疼痛强度及不适度。有意识状态下，被

试者没有疼痛相关词表现注意偏向，而在无意识状态下对感觉性疼痛词表现出明显注意偏向（犘＜０．０１）。无意识状态与有意识

状态相比，对情感性疼痛词及社会威胁性词表现为偏向回避，偏向指数显著变小（犘＜０．０５），对感觉性疼痛词和积极词表现为偏

向注意，偏向指数显著变大（犘＜０．０５）。结论　无意识状态下被试者对感觉性疼痛词表现出注意偏向，对情感性疼痛词及社会威

胁性词表现出注意性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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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疼痛会造成对疼痛相关信息的

注意偏向，表现为疼痛个体对疼痛相关信息过分注意，如慢性

疼痛患者对疼痛面孔或感觉性疼痛词产生注意偏向［１２］。同时

研究还发现，疼痛注意偏向受到疼痛相关信息呈现时间的影

响。慢性疼痛患者在刺激呈现时间为１２５０ｍｓ时对疼痛相关

词表现注意偏向，在刺激呈现时间为５００ｍｓ时未表现出注意

偏向［３］。研究显示呈现时间有时反映了意识状态的不同，而不

同意识状态具有不同加工过程与加工特性［４］，如无意识状态下

的内隐记忆与有意记忆相比，不受个人努力影响［５］，记忆更稳

定，因此有必要从意识层面探讨注意偏向的问题。参照以往研

究中，利用非常短的刺激呈现时间（≤１００ｍｓ）来造成无意识的

状态［６］。本研究利用点探测任务，采用刺激呈现时间为１０００

ｍｓ与１００ｍｓ来研究有意识状态下和无意识状态下健康人群

的疼痛注意偏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被试者为３２名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男１６

名，女１６名，１７～２６岁，平均（２１．８５±２．２）岁。要求被试者符

合以下要求：（１）右利手（艾森堡利手量表测量分数大于或等于

４０分）。（２）身体健康，血压正常，无肢体皮肤损伤，无精神病

史，无神经系统外伤与疾病。（３）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

者在试验开始前４８ｈ内都未服用药物或咖啡因，且所有被试

者皆为初次参加点探测实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本研究已经

获得首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验环境与设备　实验在安静、隔音、暗光的单人行为

实验房间内进行，室温保持２３℃。被试者坐于实验桌前，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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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电脑屏幕５８ｃｍ。全部实验刺激呈现于分辨率为１０２４×

７９８的１７寸标准电脑屏幕中央。利用 Ｅｐｒｉ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ｏｌｓ，Ｉｎｃ，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Ａ）软件设计并

呈现实验。加压疼痛诱发设备为上海玉兔牌ＸＪ１１Ｄ台式血压

计（止血带长３４ｃｍ，宽９ｃｍ）。

１．２．２　测评工具　采用文献［７８］中使用的量表进行测评。

（１）疼痛口头等级评定量表：使用０～９点量表评估疼痛强度，０

代表无变化，１代表轻微疼痛，９代表无法忍受。（２）疼痛不适

度口头等级评定量表：使用０～９点量表评估疼痛不适度，０代

表无变化，１代表轻微不适，９代表无法忍受。

１．２．３　实验刺激　实验刺激为上下排列的成对双字词，分为

５类：情感性疼痛词与中性词、感觉性疼痛词与中性词、社会威

胁性词与中性词、积极词与中性词、两个中性词。中性词出现

在上和在下的概率各半。成对实验刺激共１２０个字词对，每类

刺激各２４对。双字词笔画数为８～３４画，不同类型双字词之

间笔画数、词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使用Ｆｌａｓｈ软件制作实验刺激图片。双字词采用华文中

宋字体，字号为９６。完成后，实验图片大小为３１０×５１０像素，

双字词宽５．０ｃｍ，高２．５ｃｍ。所有实验刺激混合后，在无加压

实验过程中由ＥＰｒｉｍｅ软件随机呈现于电脑屏幕。在加压疼

痛实验中，所有实验刺激为随机呈现。

１．２．４　实验过程　实验前被试者先进行练习实验，待被试者

熟悉实验过程且正确率超过９０％，进入正式实验。于被试者

肘横纹上１～２ｃｍ使用止血带加压至２６．６ｋＰａ，被试者产生轻

度疼痛（２～３级）后开始点探测任务。正式实验由实验１与实

验２组成。实验１是有意识状态下进行的点探测实验（实验刺

激呈现１０００ｍｓ），实验２为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点探测实验（实

验刺激呈现１００ｍｓ）。实验之间间隔１０ｍｉｎ。一半被试者先

进行实验１，另一半先进行实验２。

　　视觉点探测任务中，首先在显示屏中央呈现一个 “＋”注

视点４００ｍｓ。注视点消失后，呈现上下排列的成对双字词

１０００ｍｓ（有意识状态）或１００ｍｓ（无意识状态）。实验刺激消

失后，一个“”出现在上方字词或下方字词所在位置，被试者

对点的位置进行判断，若“”出现在上面，被试者按鼠标左键，

如果出现在下面的字词位置按右键。要求被试者又快速又准

确地进行反应。反应后，屏幕空白４００ｍｓ，进入下一个实验项

目。如果被试者未做出判断，则自动进入下一个实验项目，该

次反应计为错误反应。由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者的每次反应

与反应时间，每完成２４组字词刺激（约６０ｓ），被试者进行一次

疼痛强度及疼痛不适度的口头评定，由主试者从旁记录。

１．２．５　数据收集　记录被试者的反应时、错误率、疼痛强度及

不适度。计算偏向指数，偏向指数利用反应时计算得出。偏向

指数是研究注意偏向特性的一项重要参数。偏向指数为正，表

明存在注意偏向；偏向指数为负，表明存在注意性回避。目标

字词偏向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偏向指数＝［（ｔｕｄｌ－ｔｌｄｌ）＋

（ｔｌｄｕ－ｔｕｄｕ）］／２，ｔ＝目标词汇（ｔａｒｇｅｔ），ｄ＝点（ｄｏｔ），ｕ＝上

（ｕｐｐｅｒ），ｌ＝下（ｌｏｗｅ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ｉｇｍａＳｔａｔ３．５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无意识状态和有意识状态下的偏向指数分别进行与０

比较的狋检验。偏向指数数据进行认知加工方式因素和字词

类型因素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及组间分析（ＨｏｌｍＳｉｄａｋ法）。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疼痛强度及疼痛不适度情况　实验１及实验２中被试者

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度的时间变化曲线如图１，上臂加压

２６．６ｋＰａ诱发被试者产生中重度（４～５）疼痛强度及不适度，

表明上肢加压能够稳定地诱发中重度实验性疼痛。

　　Ａ：疼痛强度时间曲线；Ｂ疼痛不适度时间曲线。

图１　　两种状态下疼痛强度与疼痛不适度时间曲线

２．２　偏向指数　狋检验发现，无意识状态下，被试者对感觉性

疼痛词表现出注意偏向，对情感性疼痛词、社会威胁性词表现

出注意性回避；有意识状态下，没有对疼痛相关词表现出注意

偏向，对积极词和感觉性疼痛词表现出注意性回避。双因素方

差分析发现，字词类型主效应显著，认知加工方式主效应不显

著，二者交互作用显著（犘＜０．０１）。组间分析发现，无意识状

态与有意识状态相比，对情感性疼痛词及社会威胁性词表现为

偏向回避，偏向指数显著变小（犘＜０．０５）；对感觉性疼痛词和

积极词表现为偏向注意，偏向指数显著变大（犘＜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偏向指数与０比较结果（狀＝３２）

组别 平均值 标准差 狋 犘

无意识状态

　情感性疼痛词 －１２．８５１ １０．６４７ ６．８２８ ＜０．００１

　感觉性疼痛词 ８．５２２ １８．０７２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１

　社会威胁性词 －１２．７３１ １９．２０９ －３．７４９ ＜０．００１

　积极词 －５．９０５ １７．００２ １．９６５ ０．０５４

有意识状态

　情感性疼痛词 －１．２６８ ２２．８６８ ０．３１４ ０．７５５

　感觉性疼痛词 －９．０３７ ２０．５７７ ２．４８４ ０．０１６

　社会威胁性词 ３．６５８ １３．４４０ １．５４０ ０．１２９

　积极词 －１５．６７５ ２３．７９２ ３．７２７ ＜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不同意识状态尤其是无意识状态下知觉加工特点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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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直致力研究的课题。对于无意识状态下知觉加工的研究，

大多采用阈下刺激或阈下启动的方式进行考察。阈下知觉按

其经典定义是指，如果一个刺激未被觉察到，但是仍能影响思

维、情感、动作、学习或记忆，那么据此就可以推断发生了阈下

知觉［９］。有研究显示，阈下刺激诱发的无意识知觉加工与有意

识知觉加工存在着功能上的分离，表现在学习、记忆、注意和情

绪加工等等方面，有学者利用行为与脑电研究发现，内隐记忆

与外显记忆存在编码阶段的加工分离［１０］；邓晓红等［１１］发现阈

下情绪图片的自动加工会影响空间注意转移，而阈上情绪图片

则不会；同时，阈下情绪加工对被试的影响也非常突出。

Ｗｉｎｋｉｅｌｍａｎ等
［１２］发现，与有意识的体验相比，阈下情绪面孔引

发的情绪反应，更可能改变被试对饮料的消费行为和评价。柳

恒超等［１３］发现负性图片阈下启动会诱发随后呈现的中性人物

图片的人际判断，包括攻击性、威胁与厌恶感。

目前针对疼痛注意偏向的研究主要在有意识状态下进行，

一些研究发现疼痛人群对疼痛相关信息产生注意偏向，Ｌｉｏｓｓｉ

等［３］在刺激呈现时间较长（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ｍｓ）的研究中发

现，疼痛人群选择性偏向于疼痛相关信息，对感觉性维度的注

意偏向更突出［２］。Ｄｉｊｋｓｔｅｒｈｕｉｓ等
［４］研究发现，疼痛被试者不

会对疼痛相关词表现出注意偏向。本研究结果显示，有意识状

态下，没有对疼痛相关词表现注意偏向，反而对感觉性疼痛词

和积极词表现出注意性回避，与文献结论部分一致［１３，８］。

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疼痛注意偏向研究很少，Ｋｈａｔｉｂｉ

等［１］的研究中刺激呈现时间较短为３００ｍｓ，结果发现疼痛人

群选择性偏向于注意疼痛面孔。本研究中，在无意识状态下，

被试对感觉性疼痛词表现为注意偏向，对情感性疼痛词、社会

威胁性词表现为注意性回避，表明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试更容

易诱发出注意偏向。对造成该结果的原因进一步探讨发现，由

于本研究中无论是有意识状态还是无意识状态下，加压诱发的

实验性疼痛强度及不适度疼痛均处于中重度（４～５），表明加压

诱发的疼痛强度差异不是导致不同意识状态下注意偏向不同

的主要原因。那么原因可能与无意识知觉加工的一些特点有

关。无意识知觉可能只需要较少的意识参与，因此，即使被试

尚未意识到刺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阈下刺激仍可以激发相

应的情绪加工［１４］；当目标刺激具备和启动刺激相同方向时，阈

下刺激具有引发自动反应的能量［１５］。在本研究中，加压诱发

的疼痛持续存在，成为实验过程中的一个知觉背景，这时阈下

疼痛字词的出现，就会引发无意识的自动反应。

综上所述，肢体加压疼痛模型能够较好的诱发实验性疼

痛，与有意识状态下相比较，无意识状态下更能体现出疼痛的

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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