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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儿童的情绪面孔识别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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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受虐指儿童期遭受的父母、监护人或其他年

长者的伤害行为，该行为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
育以及自尊心等方面造成实际或潜在的危害［1］。鉴于

对儿童受虐采用的可操作性定义不同使得儿童受虐的

流行病学调查其发生率不一致，研究显示，儿童期虐待

发生率高达 94． 6%，其中88． 0% 发生过躯体虐待［2］。
近期一项关于我国儿童受虐率的 meta 分析显示，我国

儿童受虐率为 54% ( 95%CI: 42% ～67% ) ［3］。受虐儿

童在认知、情绪调节和行为上的异常表现已经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重视，本文主要针对受虐儿童的情绪面孔

注意偏向研究，就其研究范式、情绪面孔注意偏向、基
于事件相关电位 ( event － related potentials，EＲP) 技术

的研究等予以综述。

1 情绪面孔识别

情绪面孔识别属于情商的一个重要成分，能否从

他人的情绪面孔，识别意向，并做出适当反应，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个体的社会沟通交往能力，会直接决定个

体社交的成败［4］。对情绪面孔的研究发现，情绪面孔

识别存在性别和跨文化的差异［5 － 6］。受虐儿童和有

童年期受虐经历的成人，均表现出对愤怒面孔的注意

偏向，倾向于将模糊表情解释为愤怒［7］。研究情绪

面孔识别，对儿童受虐个体的情绪面孔注意偏向及认

知控制加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常用研究范式

研究儿童期受虐者情绪面孔识别特点常用的实

验范式有两种。
2． 1 点探测范式 首先在屏幕中央作一注视点，随

即消失。继而屏幕左右两边分别呈现一个面孔，根

据面孔的性质可分为负性、中性、正性。面孔图片呈

现一定时间，然后消失，在相关图片消失后在两个面

孔的位置之一出现探测目标，当被试发现该目标后

即予以应答。反应时为判断指标。注意偏向分数等

于从探测点出现中性面孔反应时减去情绪面孔( 正

性、负性) 的反应时间。正值为情绪面孔存在注意

偏向，负值反映对情绪面孔存在注意逃避［8］。
2． 2 线索 － 靶范式 首先，屏幕上左右视野各有一

矩形框，被试注视其间的一个“+”。然后在左侧矩形

框内出现愤怒或高兴面孔图片为提示线索。间隔一段

时间后呈现靶刺激，被试要尽快判断靶刺激呈现的位

置。在有效提示条件下，若线索为某类情绪面孔时被

试对靶刺激的反应时间快，则存在注意偏向［9］。

3 儿童期受虐对情绪面孔注意偏向影响的研究

国外研究以成年期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儿

童期创伤问卷对被试进行回顾性评估，并将其分为

有受虐史和无受虐史两类，同时确保实验组和控制

组的焦虑和抑郁在同一水平上，从而消除对注意偏

向的影响。运用点探测范式进行实验，被试按照实

验要求顺利完成任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对愤怒

面孔的注意偏向差异显著，悲伤和高兴面孔差异不

显著。由此得出，有儿童期受虐经历的被试与无受

虐经历者相比，对负性情绪面孔存在明显的注意偏

向［12］。这可能是导致临床上有儿童期受虐史的成

人抑郁症患者有较高的自杀倾向，并有较高的敌对

性、抑郁、焦虑症状特点的原因［10］。
而上述实验结果在国内并未得到验证。国内研

究同样以成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儿童虐待史

问卷，根据问卷得分将被试分为有童年期受虐经历

和无童年期受虐经历两组，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制

作的中国人情绪面孔图片为实验材料，运用点探测

任务进行实验，被试按照实验要求顺利完成任务。
结果显示，有童年期受虐经历的成人不存在对情绪

面孔的注意偏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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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绝大多数成年大

学生并不认为童年期挨打是痛苦的回忆，甚至认为是

一种必要的情感表达方式，如打是亲，骂是爱，尤其在

我国的养育过程中，当儿童挨打后父母常让其说其挨

打的理由，继而可能采用其他的归因方式来减少负面

情绪影响，从而使得儿童在内心中对挨打等受虐行为

给予合理化的解释，减少负性刺激对心理的影响程

度。因此，儿童期受虐对个体正常的应对方式，心理

健康水平以及个性亦可产生重要的影响。

4 受虐儿童基于 EＲP 情绪面孔识别的研究

情绪面孔识别的注意偏向研究在行为研究上存

在争议，行为数据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数据的相互

运用，对受虐儿童个体的注意偏向深入到了注意系

统的机制研究上。国内外相关 EＲP 研究，运用线索

－ 靶范式从更为敏感的生理指标上，证实了注意系

统的机制和注意偏向差异的存在。
Pollak 等［12］将儿童被试分为实验组 ( 儿童受虐)

和控制组( 非儿童受虐) ，以高兴和愤怒面孔图片为实

验材料，实验采用线索 －靶范式，运用EＲP 技术，探讨

躯体受虐儿童对愤怒面孔是否存在注意脱离困难。结

果发现，当愤怒面孔为无效提示线索时躯体实验组

P430 波幅显著大于对照组，反映了从愤怒提示线索转

移注意力需要更多的注意资源，但在反应时间这一行

为数据上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现象。结合行为数据，确

定了愤怒面孔有效提示条件下存在注意偏向。

5 展 望

5． 1 中介因素的研究 受虐儿童会对经历虐待相

关的一些负性信息( 比如愤怒面孔) 存在注意偏向，

研究采用点探测实验范式，评估被试的注意偏向水

平，并在结束后采集 DNA 化验，结果表明，受虐经历

和对负性相关信息( 愤怒面孔) 注意偏向两者之间

可能存在 5 － HTTLPＲ 基因类型这一中介因素。另

外，是否还存在受虐时间，社会支持等其他相关的调

节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研究［13］。
5． 2 纵向研究的缺失 目前关于受虐儿童的情绪

面孔偏向的行为学研究和 EＲP 研究多是横断面的，

只在某个年龄阶段的受虐或有受虐经历的个体中进

行，较少进行纵向的追踪研究，对某些受虐个体的行

为学数据和 EＲP 数据进行连续跟踪观察，从而获得

同一个体的行为和脑电演变数据，通过更多的纵向

研究，了解受虐个体在行为学和脑电活动数据上的

变化和发展情况，对于精确掌握受虐儿童的行为和

EＲP 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

5． 3 研究技术的相对单一 国内对受虐儿童情绪

面孔偏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为学上的研究，EＲP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因为其较高的时间分辨

率，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采用的方法。这从一定程

度解决了一些单纯运用行为学手段研究上的争议，

同时弥补了行为学研究在时间分辨率上的不足。
因此，今后在受虐儿童情绪面孔偏向的研究中，研

究者可以考虑将行为学研究与 EＲP、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等先进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

相结合，同时获得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并

将行为研究，电生理研究与毕生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

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促使研究者更好地对受虐儿童的

行为学研究结果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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