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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适应性差的认知基础 
 

 

心理研究所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神经心理学和应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

室陈楚侨博士及其博士生黄佳最近使用渐变表情分类知觉范式发现了精神分裂

症患者社会适应性较差的认知基础。 

情绪知觉的异常一直以来都是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受损中最主要的特点。

大多数在精神分裂症情绪知觉的研究集中在脸部表情的识别与再认上。这些研

究中的表情里包含的是明显的情绪信号。但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个体往往需

要在社会互动的场景中对一些模糊或者微妙的情绪信号作出判断，而且社会适

应能力高的个体还能根据不同的互动需要作出与情境相适应的反应。但长期住

院，药物控制，病情稳定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区生活时就存在社会适应力方

面的问题，其认知基础是不是不能在不同的社会互动情境中判断微妙的表情信

息呢？陈楚侨课题组就此问题作了研究。 

18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6个健康控制组被试参与了此项研究。实验中，

呈现一系列的问话和回应的渐变表情。这些对话分成不同的社会互动的情境。

被试需要判断回应的那个表情在这个对话情境中是“高兴”还是“生气”。表

情中的愤怒信号从0%渐变到100%。计算每组被试分类知觉渐变表情连续体的

早晚和快慢。结果发现，相比健康控制组来说，不同的社会互动情境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分类知觉渐变表情的影响较少。无论是哪种社会互动情境，只要情绪

信号达到一定的阈限，精神分裂症患者区分出愤怒表情信号的速率就急剧上

升。患者很难根据不同的社会互动的情境来调整他们对于情绪知觉的分类，在

表情从高兴渐变到愤怒的过程中，他们对于愤怒的表情信号都很警觉，这种特

点不会随着不同的社会情境而改变。这个结果可能揭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

会适应性较差的认知基础。 

该项工作受到了心理所百人计划启动经费(O7CX031003)、中国科学院知

识 创 新 工 程 重 要 方 向 性 项目(KSCX2-YW-R-1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770723)及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07CB512302)和中山大学研

究经费(16000-3253182)的资助。研究报告具体见：Huang, J., Chan, R. 

C. K.*, Lu, X., &amp;amp; Tong, Z. (2009). Emotion 

categorization perception in schizophrenia in conversations 



with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ume 43 Issue 5, 438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控制组在四种对话条件下情绪识别的表现 

注：横坐标代表渐变表情情绪连续体中的信号强度（从1到11，愤怒信号逐渐

增强）；纵坐标表示对渐变表情判断为愤怒的百分比（从0到100%），可以得到每

组互动情境下的曲线。曲线的拐点表示情绪分类知觉的早晚，拐点上的斜率表示情

绪分类知觉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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