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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呈现悲伤情绪面孔对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注意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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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重复呈现的阈上或阈下悲伤情绪面孔对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注意偏向的影响%方法
!

整群抽取
9))

名

大学生!以贝克抑郁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为筛选工具!选取健康对照"

6

组$&抑郁症状得分低者"

_

组$和抑郁症状得分高者"

4

组$被试各
2)

名%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制的情绪面孔库中选取中性情绪面孔
2)

张和悲伤情绪面孔
92

张!分别重复呈现
$

次

阈上"

!)))M.

$&阈下"

!$M.

$情绪面孔给
+

组被试者!进行点探测任务的试验!测量
+

组对情绪面孔的反应时间&正确率和注意

偏向得分%结果
!

"

!

$

+

组被试者在
$

次阈上&阈下呈现的悲伤面孔的正确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4

组在第
$

次阈上&阈

下呈现悲伤情绪面孔的平均反应时间明显低于前
+

次呈现的平均反应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6

&

_

组在呈现悲伤

情绪面孔的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与
6

组相比!

4

组对阈上呈现的悲伤情绪面孔在平均注意偏向分值&悲

伤情绪面孔呈现次数两个方面有明显的主效应"

"

"

)*)9

$!在呈现时间&呈现次数&组别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

"

)*)9

$#"

$

$

4

组在第
!

次&第
2

次和第
+

次阈上呈现悲伤情绪面孔时出现显著的注意偏向!但这种偏向在第
$

次时消失%结论
!

阈上"

!)))

M.

$呈现悲伤情绪面孔第
$

次使抑郁症状高分组大学生注意偏向消失%

#关键词$

!

抑郁症#注意偏向#点探测任务#情绪面孔

#中图分类号$

!

@0$"*$a!

#文献标识码$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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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组认知和情绪障碍的精神障碍疾病#具有高发

病*高致残和高复发的特点#表现为情绪低落*负性认知偏向*

快感缺失等症状#成为了
2!

世纪影响人类精神心理健康的主

要疾病#研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也成为当今医学和心理学的热

点(

!

)

$据国家卫生部统计调查#在大学生中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状发生率较高#这是影响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

2

)

$杜召云等(

+

)对
!9"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抑郁症状

的大学生多达
$2*!B

(

+

)

#甚至有的学校达到
9)*+B

(

$

)

$因此#

,+,$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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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发生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

抑郁症发生机制中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研究尤为重要$

_DKV

首先提出抑郁症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理论#抑郁患者由于

存在负性的认知图式#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消极情绪状态相一

致的负性信息进行加工!负性注意偏向"#导致负性信息被放

大#使抑郁症状得以持续$近年来一系列研究发现#抑郁患者

存在负性注意偏向#负性注意偏向存在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状持

续的关键#改变了个体应对生活*工作*学习等压力时的情绪反

应(

9

)

$刘阳娥等(

,

)采用点探测范式发现#当情绪图片重复呈现

第
$

次时抑郁症状大学生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消失#提

示负性情绪刺激反复呈现会引起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对负性

刺激的敏感性下降#从而使负性注意偏向消失$关于焦虑个体

的负性注意偏向研究同样获得这样的结果(

0

)

$这些研究结果

对临床治疗抑郁*焦虑有重要意义#即抑郁*焦虑症状可以通过

重复呈现负性刺激得到改善$但是#这种重复呈现负性图片使

负性注意偏向消失的现象#只是在阈上刺激呈现才出现#还是

阈下刺激呈现也同样产生. 只是在抑郁症状高分被试中呈现#

还是抑郁症状低分被试也同样产生. 以前的研究不能回答这

两个问题$因此#本研究选取对照组*抑郁症状低分者和抑郁

症状高分者#选取中性情绪面孔和悲伤情绪面孔#分别重复呈

现
$

次阈上!

!)))M.

"*阈下!

!$M.

"情绪面孔给
+

组研究对

象#进行点探测任务的试验#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采用在校园贴海报*校网发布公告或直接与

学生处联系等方法征募研究对象
9))

名$根据纳入标准和排

除标准#筛选出
0)

名青年大学生参加了本次试验#研究对象均

填写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

!

"智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良

好#没有色盲#均为右利手'!

2

"根据中文版贝克抑郁量表

!

_3>

"得分大于或等于
9

分和抑郁自评量表!

W3W

"得分大于或

等于
9)

分$排除标准%学习障碍*药物依赖*双相障碍*严重头

创伤*精神病和精神病家族史$

0)

名研究对象中
2

名研究对

象因错误率太高#

$

名研究对象因被试反应时间不符合规定

!

2))M.

"

:@

"

"))M.

"#

2

名研究对象因没有完成试验而被

淘汰#还有
2

名因为匹配各组人数被剔除#进入统计处理的试

验者共
,)

名#根据研究对象
_3>

)

2!

分#

W3W

)

0)

分#纳入抑

郁症状高分组!

4

组#

2)

名"'

9

*

_3>

*

!+

分#

W3W9)

*

W3W

*

9"

分#纳入抑郁症状低分组!

_

组#

2)

名"'

_3>

*

$

分#

W3W

"

9)

分纳入对照组!

6

组#

2)

名"$

+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4

*

_

两组
_3>

得分!

+9*20

X9*#"

*

2+*2$X,*+0

"和
W3W

得分!

,9*0#X0*#+

*

92*"9X9*

$0

"与
6

组(

_3>Y

!

!*0#X!*+9

"分#

W3WY

!

+2*!0X+*,9

"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C*D

!

方法

C*D*C

!

试验设计
!

采用
2

!呈现时间%阈下
!$M.

*阈上
!)))

M.

"

b$

!呈现次数%

!

*

2

*

+

*

$

次"

b+

!组别%

4

*

_

*

6

组"设计$

因变量为注意偏向分值#被试内部变量为呈现时间和呈现次

数#被试间变量为组别$

C*D*D

!

材料
!

所有情绪面孔图片按文献(

#

)从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研制的情绪面孔库中选取#其中中性情绪面孔
2)

张*悲伤

情绪面孔
92

张$悲伤情绪面孔的纳入标准%愉悦度得分小于

+

#唤醒度得分大于
+

'中性情绪面孔的纳入标准%愉悦度得分
+

!

9

分#唤醒度得分小于
+

分$

C*D*E

!

试验方式
!

本研究采用点探测任务(

"

)

#见图
!

$研究

对象在看见亮点在左侧时#按反应盒的/

!

0键#在右侧则按/

9

0

键#每两个图片对之间间隔
!)))M.

不等$正式试验图片呈

现之前由
!)

个中性图片对组成的练习呈现给被试$图片和探

测靶的位置相同#探测靶出现在左右侧的概率相等#图片对出

现的顺序对每一个研究对象而言都是随机的$

图
!

!!

阈上和阈下悲伤面孔点探测任务流程图

C*D*F

!

试验程序
!

研究对象在
2

周时间之内预约被试进行正

式试验$在正式试验之前#需要向研究对象说明该试验中包含

一些不愉快的面孔图片#如果被试感觉不能接受#可随时退出

试验#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
51

L

N(MD

软件对点探测任务

进行编程#计算机自动记录刺激的呈现和研究对象的反应时间

及正确率$计算机屏幕呈现为黑底白字#面孔图片大小为
"

KMb!)KM

#成对面孔间隔距离
!+KM

!从面孔的中心计

算"

(

!)

)

$研究对象进入实验室后#再一次填写
W3W

和
_3>

问

卷#掌握研究对象在正式试验时的抑郁症状情况$然后让研究

对象仔细阅读计算机上的指导语后再进行练习!

!)

个中性图

片对"#待其完全掌握试验任务后进入正式试验!研究对象单独

完成"$试验中研究对象座位离计算机屏幕
,)KM

#双手食指

分别自然舒服均放在反应盒的/

!

0*/

9

0键上#要求研究对象始

终注视屏幕中心#并按照试验要求做出判断$完成整个试验大

约需要
,)M(/

的时间$试验中计算机自动记录研究对象完成

点探测任务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C*E

!

注意偏向得分
!

注意偏向得分判断标准参考文献(

!)

)#

为
!

&

2

!异侧呈现反应时间
%

同侧呈现反应时间"

Y!

&

2

!呈现

!$M.

悲伤面孔反应时间
%

呈现
!)))M.

悲伤面孔反应时

间"$正分代表研究对象对出现在呈现
!)))M.

的悲伤图片

位置上的探测靶的反应快于出现在呈现
!$M.

悲伤面孔位置

探测靶的反应#这一现象表明该研究对象对呈现
!)))M.

悲

伤图片存在注意偏向$

C*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W8WW!#*)

进行数据处理和方差分

析#研究对象完成点探测任务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采用混合试

验设计的三因素方差分析!主效应及简单效应"#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

组点探测任务的正确率分析
!

+

组在
$

次呈现阈上*阈

下悲伤情绪面孔点探测任务的正确率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

"

#

)*)9

"#见表
!

$

D*D

!

+

组点探测任务的反应时间分析
!

+

组试验者完成点探

测任务的平均反应时间分析发现#无论是阈下*阈上悲伤情绪

面孔刺激#随着呈现次数增加反应时间减少#但是只有
4

组在

0+,$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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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次呈现的平均反应时间明显低于前
+

次呈现的平均反应

时间!

"

"

)*)!

"#而其他两组呈现的次数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9

"$除
4

组对第
$

次呈现的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的

反应时间显著长于阈下的悲伤情绪面孔外#其余两组的反应时

间都是呈现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较短#见表
2

$

表
!

!!

+

组点探测任务的正确率%

B

&

组别 呈现时间
呈现次数

第
!

次 第
2

次 第
+

次 第
$

次

4

组 阈下
!)) !)) "" !))

阈上
"" !)) !)) !))

_

组 阈下
!)) "" !)) !))

阈上
"" !)) !)) ""

6

组 阈下
!)) "" !)) !))

阈上
!)) !)) "" !))

表
2

!!

+

组探测任务的反应时间%

GX4

(

M.

&

组别 呈现时间
呈现次数

第
!

次 第
2

次 第
+

次 第
$

次

4

组 阈下
99,*2X,+*" 99)*0X,,*0 9+"*)X,9*# $#"*!X,,*2

$

阈上
92,*"X,,*" 9))*+X,+*, $##*,X,9*9 $""*0X,,*$

_

组 阈下
9)0*9X90*# $",*$X99*" $#"*)X9!*) $9"*$X+"*#

阈上
9)9*+X99*+ $",*"X9+*) $#0*"X$#*) $9$*!X$!*+

6

组 阈下
$"#*!X9#*9 $#$*!X9+*0 $0!*!X$+*# $,9*)X$0*,

阈上
$",*2X$$*! $"!*"X$!*+ $0+*9X+"*, $,"*0X$)*2

!!

$

%

"

"

)*)9

#与
_

*

6

组比较$

D*E

!

+

组点探测任务的注意偏向得分分析
!

4

组表现出明显

的注意偏向主效应!

RY!*#+#

#

"

"

)*)9

"#呈现次数也存在明

显的主效应!

RY!2*)+2

#

"

"

)*)9

"#呈现时间
b

呈现次数
b

组

别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RY"!*,+0

#

"

"

)*)9

"$对于呈

现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而言#

4

组显著的注意偏向出现在第
!

次*第
2

和第
+

次呈现悲伤情绪面孔时#但这种偏向在第
$

次

呈现悲伤情绪面孔时消失#见表
+

$

表
+

!!

+

组点探测任务的注意偏向得分%

GX4

(

M.

&

组别
呈现次数

第
!

次 第
2

次 第
+

次 第
$

次

4

组
!$*0X2*, 29*2X+*2 29*2X2*2 %9*+X)*#

$

_

组
!*!X!*0 !*#X!*# 2*,X2*9 2*+X!*#

6

组
)*"X!*2 !*!X!*9 !*#X)*# !*,X!*+

!!

$

%

"

"

)*)9

#与
_

*

6

组比较$

E

!

讨
!!

论

!!

Î&(EG

等(

!!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存在负性注意加工偏

向的特质#这是抑郁症状发展和持续的关键$目前#根据抑郁

症负性注意偏向理论发展了抑郁症的注意训练#取得了良好的

治疗效果$但是#

fG'I

等(

!2

)在抑郁症的注意偏向训练中发

现#主要训练负性注意向正性注意的转移#没有负性信息注意

习惯性的训练$也有研究发现#采用点探测范式当第
$

次呈现

威胁性图片时#焦虑高分被试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消

失#这提示反复呈现负性刺激能使注意偏向消失(

,

#

!+

)

$本研究

证明#抑郁症状高分的被试者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提示在抑郁

症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通过训练抑郁个体对负性刺激的多次注

意达到对负性刺激注意减少#同时训练其对正性刺激的有意注

意和加工使抑郁个体减轻抑郁情绪#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

本研究发现#健康者和抑郁症状得分低者对
$

次重复呈现

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不明显'抑郁症状得分高者对

前
+

次重复呈现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存在显著的负性注意偏

向#但这种负性注意偏向在第
$

次重复呈现时消失了$当呈现

阈下悲伤情绪面孔时#抑郁症状得分高者与抑郁症状得分低者

的注意偏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与戴琴等(

!$

)的研究结

果一致$本文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抑郁症状得分高分的大学生

的内部负性注意加工图式导致他们对外界负性的低唤醒度#出

现了负性注意偏向$而健康和抑郁症状得分低的大学生其内

部没有形成负性注意加工图式#因而需要足够的刺激呈现时间

和强度来唤起被试的注意加工#他们对
$

次重复呈现阈上的悲

伤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是抑郁

症状得分高分的大学生#也是在阈上的悲伤情绪面孔刺激时#

才出现负性注意加工偏向$该结果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如

'̂'NMF//

等(

!9

)通过试验#对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症康复者的情

绪面孔选择性注意进行研究发现#情绪面孔刺激呈现时间为

!)))M.

出现了负性注意偏向'而
'̀CDH

等(

!,

)研究中的情绪

面孔刺激呈现时间改为
9))M.

#没有发现负性注意偏向$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状得分高者更注意阈上呈现的悲伤情

绪面孔#即对悲伤图片具有注意偏向$但是#这种注意偏向在

第
$

次呈现悲伤情绪面孔时消失$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对抑郁

症认知治疗具有重要临床心理学价值$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

悲伤情绪面孔的多次重复呈现#刺激持续时间增长#这可能使

抑郁症状个体为了避免痛苦产生注意回避(

!01!#

)

'也有可能是

由于抑郁症状得分高的大学生注意加工能力受损#失去了对悲

伤情绪面孔的进行进一步加工的能力$从神经生理学水平来

说#有研究发现#负责加工与悲伤相关信息的神经元对同一刺

激的重复或延迟呈现产生了适应不再反应(

!"

)

#在本研究中重

复呈现悲伤情绪面孔后#抑郁症状高分大学生可能已经习惯了

这些刺激因而没有表示出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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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这需要进一步协调管理#加强对基层部队的医疗培训#

增加进修学习*交流机会#加深基层医院医师对微创关节镜在

膝关节纵向撞击伤中应用的理解$基于此#笔者推荐
$

级损伤

患者可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对于
%

级以上损伤可后送至师级医

院行进一步治疗$

本研究表明#对于膝关节纵向撞击训练伤#关节镜作为一

种检查和治疗手段#可以全面评估膝关节的损伤情况#提高此

类患者诊断的准确率$针对此类训练伤#一方面要注重预防措

施#特别是训练过程中对于纵向撞击伤的预防'另一方面则应

对病情进行分级#结合体格检查及影像学检查提出诊断分级治

疗策略#笔者认为膝关节镜是此类患者
&

级以上损伤诊断和治

疗的首选方案$

参考文献

(

!

) 姜文#肖长海#李俊强#等
*

某军校学员军事训练伤发生情

况调查与分析(

^

)

*

人民军医#

2)!2

#

99

!

0

"%

9"#1,))*

(

2

)

7D

LL

D/@W

#

6'//'HH

Q

W4

#

_D/KFN&(/' :̂

#

DEFH*4KIED(/1

-

IN

Q

'JEGDFNE(KIHFNKFNE(HF

A

DF/&.IPKG'/&NFHP'/D

%

F

K'MM'/PIEI/NDK'

A

/(UD&HD.('/(/EGD(MMFEINDV/DD

(

^

)

*4M^@'D/E

A

D/'H

#

2))$

#

!#2

!

!

"%

!!!1!!0*

(

+

) 黄吕林#张莉#薛刚
*

制定+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及防治原

则,的说明(

^

)

*

人民军医#

2))2

#

$9

!

!)

"%

99"19,)*

(

$

)

=

Q

.G'HM^

#

<(HH

h

I(.E *̂5CFHIFE('/'JV/DDH(

A

FMD/E.IN1

A

DN

Q

ND.IHE.R(EG.

L

DK(FHDM

L

GF.(.'/I.D'JF.K'N(/

A

.KFHD

(

^

)

*4M^W

L

'NE.[D&

#

!"#2

#

!)

!

+

"%

!9)1!9$*

(

9

) 李海#沈宁江
*

军事训练伤研究进展(

^

)

*

海南医学#

2))$

#

!9

!

$

"%

!)21!)$*

(

,

) 汤先钊#高侨#黄宝真#等
*

武警官兵军事训练伤危险因素

分析(

^

)

*

人民军医#

2)!!

#

9$

!

"

"%

0,+10,$*

(

0

)

\(HV(/.'/3[

#

_HFKVDNW3

#

@(KGM'/&;=

#

DEFH*>/

-

IN(D.

F/&(/

-

IN

Q

N(.VJFKE'N.FM'/

A

_N(E(.GFNM

Q

(/JF/EN

Q

.'H1

&(DN.&IN(/

AL

ND&D

L

H'

Q

MD/EENF(/(/

A

(

^

)

*>/

-

IN

Q

8NDCD/E

#

2)!!

#

!0

!

,

"%

+#!1+#0*

(

#

)

SFCD/DE(&(.Z

#

ZFN&FN(.3

#

8FO(/'.:*8N'J(HD.'JMI.KI1

H'.VDHDEFH(/

-

IN(D.FM'/

A

<NDDV4NM

Q

'JJ(KDNKF&DE.&IN1

(/

A

PF.(KK'MPFEENF(/(/

A

(

^

)

*[(H[D&

#

2)!!

#

!0,

!

+

"%

2"01

+)+*

(

"

) 邹庆#赵新华
*

军事训练致膝关节损伤的关节镜下诊断和

治疗(

^

)

*

临床军医杂志#

2)!2

#

$)

!

9

"%

!)9"1!),!*

(

!)

)袁名辉#肖逸鹏#陈芒#等
*

军事训练致膝部损伤流行病学

调查(

^

)

*

人民军医#

2))"

#

92

!

!)

"%

,++1,+$*

(

!!

)贺利军#贾帅军#王文涛#等
*

武警某部
2)!)

年新兵膝关

节损伤情况分析(

^

)

*

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

2)!+

#

22

!

"

"%

#!$1#!0*

(

!2

)曾昭池#陆国平#黄华扬#等
*

关节镜在膝关节军事训练伤

的早期临床应用(

^

)

*

临床军医杂志#

2))0

#

+9

!

+

"%

$)"1

$!)*

(

!+

)

[KTFHH

Q

5<

#

TF..DNZT

#

3FR.'/W

#

DEFH*@'HD'JMF

A

1

/DE(KND.'/F/KD(MF

A

(/

A

(/EGDKH(/(KFHMF/F

A

DMD/E'JEGD

FKIEDH

Q

H'KVD&V/DD

(

^

)

*WVDHDE@F&('H

#

2))2

#

+!

!

!)

"%

90)1

90+*

(

!$

)

4HMDV(/&DN.=6

#

3D&M'/&_:*7IEK'MD.'JEGD'

L

DNF1

E(CDH

Q

ENDFED&V/DD&(.H'KFE('/

(

^

)

*6H(/W

L

'NE.[D&

#

2)))

#

!"

!

+

"%

9)+19!#*

!收稿日期%

2)!,1)$1)0

!

修回日期%

2)!,1)912)

"

!上接第
$,+#

页"

(

0

)

=(IeS

#

i(F/[`

#

fG'Ie=

#

DEFH*@D

L

DFE(/

A

EGD.E(MIHI.

DO

L

'.INDE'(/CD.E(

A

FEDRGFEGF

LL

D/.FJEDN(/(E(FH.DHDKE(CD

FEED/E('/E'EGNDFED/(/

AL

(KEIND.

(

^

)

*8DN.>/&(C(& 3(J

#

2)),

#

$)

!

9

"%

!))01!)!,*

(

#

) 王妍#罗跃嘉
*

大学生面孔表情材料的标准化及其评定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

#

!+

!

$

"%

+",1+"#*

(

"

)

'̂/

A

D/5[

#

WMIH&DN.]:

#

@F/.'/W[

#

DEFH*4EED/E('/FH

P(F.F/&

A

D/DNFH'N(D/E(/

AL

N'KD..D.(/P(

L

'HFN&(.'N&DN

(

^

)

*̂_DGFC:GDN5O

L

8.

Q

KG(FEN

Q

#

2))0

#

+#

!

2

"%

!,#1!#+*

(

!)

)

3DCID6

#

_ND&FNEW*4EED/E('/E'.DHJ1NDJDND/E(FH.E(MIH(

%

KF/>(

A

/'NDM

Q

'R/JFKD

(

^

)

*4KEF8.

Q

KG'H

!

4M.E

"#

2))#

#

!2#

!

2

"%

2")1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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