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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不同情绪模式的图片启动效应’选取大学生被试"=#名!将其分成=组!一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

组!实验组分别施加愉快(悲伤和恐惧情绪刺激!控制组施加中性刺激!然后检测=个组的情绪变化情况’结果发

现!通过图片产生的情绪启动效应是明显的!实验组的情绪强度都超过控制组!尤其是愉快情绪和悲伤情绪!与控

制组差异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情绪启动效果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趋势!消极情绪"悲伤情绪和恐惧情绪#随着时间

的推移!强度锐减!在$分钟内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在短时间内"&分钟#!积极情绪"愉快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产生了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于人的心理促进作用造成的’
关键词!情绪启动!时间效应!情绪模式’
分类号!>%="8?

*!引!言

!!情绪启动"9,1A.13)5B.,.3C#的研究始于"#世

纪%#年代’>1H9B于%#年代初期提出了关于情绪

和记忆的联想网络模型"-EE1;.-A.@939AH1B6,1:9/1Y
,9,1B2-3:9,1A.13#%*&!他认为!情绪或记忆是这

个网络上的结点!其他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这些结

点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可以是任何刺激!如听

觉的(视觉的(语言的!也可以是其他的’对情绪结

点的刺激!可以引发扩散性的兴奋!这种兴奋可以降

低与此有关的结点的感觉阈限!如情绪关联词语等’
(#年代!人们又提出了关于情绪对行为产生影响的

+无 意 识 情 绪 模 型-"O1:9/E1YR13;13E;.17EDYW
Y9;A#%"&!这个模型有 "种$一是添加模型"-::.A.@9
,1:9/#!认为某些无意识的刺激会诱发人的某种情

绪模式的产生!促使人们出现一种弥散性的情绪状

态!这种状态通过无意识的方式添加到其他状态之

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第二个模型是+注意模

型-"-AA93A.13,1:9/#!这个模型认为!具有情绪刺激

的信息会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当D察觉到>细

微的情绪变化!D会更加留意>的情绪变化!当人们

察觉到情绪的变化的时候!他或她就遇到了挑战!这
必然引起其注意%=&’在很长一个时期!很多人研究

不同性质和特质的刺激对记忆过程的影响!因此认

知过程的启动效应的研究开始了!人们通过实验的

方法去验证>1H9B的假设模式’比较早地对这个模

式的情绪假设进行验证的是O7B5Z2和 h-e13;‘>!
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情绪首因效应假说’他发现情绪

和其他认知现象一样存在启动效应!如果这种情绪

是无意识的!这种情绪就成为了人们对事物的反应

的一个部分!使人的思维等活动蒙上一层情绪色

彩%&&’但是他的研究仅仅是将情绪启动当作认知

启动的附带产品!如积极的词语导致的积极的认知

系统的启动可能受到积极词语启动的情绪状态的影

响’之后!为弥补这种研究上的不足!有的研究者开

始研究真实的情绪启动’但是这些研究的目的是研

究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认知特征!情绪启动仅仅是研

究认知与情绪之间关系的方式!如 KZ-//.E和 gB-39
对不同启动状态下的词语认知速度研究!发现在期

待能够启动的情绪状态下"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

极情绪#!词语认知速度快于中性状态下的认知速

度%?&’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更深入探地讨

情绪启动本身的规律!如情绪启动模式下的时间效

应等’
!!情绪启动的方法一般都采用情绪 )符合词语

",11:);13CB793AH1B:E#和 情 绪 )不 符 合 词 语

",11:).3;13CB793AH1B:E#作为刺激!使用词语诱发

相应的情绪状态’O;K/9//-3:和 ‘7,9/Z-BA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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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词语刺激作细微变化的方式研究情绪启动的效

果!如字母非常接近但是与某情绪词语不同的单词

所引发的情绪强度%<&’对于刺激的呈现!一般使用

刺激掩蔽的方式",-E69:5B9E93A-A.131Y,-A9B.-/#!
即掩蔽刺激的真正身份’研究一般都认为!掩蔽刺

激的情绪启动作用小于非掩蔽刺激%%&’但是*(($
年!>--BE和 O;_1@9B3!就使用比较分析技术";13AW
B-EA.@9-3-/2E.E#发现!阈限下的情绪刺激的作用甚

至超过人们意识到的情绪刺激的作用%(&’O7B5Z2
和h-e13;的研究使用了词语和视觉形状刺激!词语

作为掩蔽情绪刺激!形状作为掩蔽非情绪刺激!对被

试的情绪记录采用自评的方式’结果发现!掩蔽的

情绪词语产生了明显的启动效应%*#&’
!!我们本实验使用掩蔽情绪图片刺激方式"掩蔽

图片任务的真正目的#!打破传统的掩蔽情绪词语

刺激方式"掩蔽词语任务的真正目的#限制!情绪刺

激和非情绪刺激都采用图片!通过实验!研究这种方

式下的情绪启动效果!设计的情绪模式为愉快(悲伤

和恐惧’如果这种方式下的情绪启动存在的话!研
究在一定时间内!其启动的情绪模式的变化情况’
对认知启动的研究所发现的规律是$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启动效果快速下降!但是情绪的启动是否也符

合这个规律呢*

"!研究方法

#$%&被试和实验设计

取某大学"###年级学生"=#名!其中男生*%"
人!女生&%人’为彻底避免交互作用!实验采用完

全被试间设计!具体设计情况如下$实验分$个部

分!第一部分实验都是在呈现启动图片刺激后马上

评价情绪反应!被试分=组!$个实验组!*个控制

组’实验**组为愉快实验组!实验*"组为悲伤实

验组!实验*$组为恐惧实验组!实验*#组为控制

组’第二个实验部分与第一个基本相同!但是让被

试接受了刺激后数自己的脉搏$分钟!然后评价自

己情绪’数脉搏的目的一是为了控制时间!二是防

止其他刺激的干扰!评价在一段时间后!启动的情绪

的强度变化’实验组为"*(""("$和"#!"#为控制

组!同样有=个实验组’第三个实验让被试接受刺

激后数自己的脉搏&分钟!然后评价自己的情绪!实
验组为$*($"($$和$#!$#为控制组’实验采用*"
F*的实验设计!每组"#人!实验组人员随机选择’

每一种情况都是一种刺激变量’
#$#&实验材料

#$#$%&掩蔽情绪刺激 材料是图片!其中$张是情

绪图片!$种图片是分别表现出愉快(悲伤和愤怒情

绪的人物!一张是非情绪图片!是面积基本一致的一

个三角形和椭圆’
#$#$#&器材 多媒体计算机和投影仪’情绪自评

卡!卡片上有学生性别信息!学生自己填写!有$种

情绪的评价题目!评价用*#点法!(为最强!#为最

小’在实验时!为避免愉快(悲伤和恐惧自评题目先

后排列引起的启动效应所带来的误差!我们在实验

时将题目顺序随机排列’为控制学生对该实验的目

的性的猜测!自评卡在刺激呈现并完成认知辨别后

分发’对情绪的评价特别是当时的情绪状态的评价

一般采用自我报告和自我报告加辅助性的生理指标

的方法!由于生理指标无法表达情绪的性质!同时!
由于通过群体实验的方式很难同时获得生理指标和

自我报告指标!因此我们这个实验暂时使用自我报

告的方法’
#$#$!&情绪自评指标的效果验证 为了验证自我

报告心理的准确性!我们补充进行了"#人的个别实

验!使被试处于不同情绪状态"&个引发悲伤情绪!&
个引发愉快情绪!&个引发恐惧情绪!&个处于非引

发状态#!然后分别获得血压值和自我评价值’结

果二者之间的相关达到#o<$!相关显著性极显著’
说明我们使用的情绪自我评价指标是可靠的’
#$!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时告诉学生!我们要做一个有关色彩

辨别方面的实验’然后将情绪刺激或非情绪刺激通

过多媒体计算机投射出来!如果是情绪刺激!让被试

分辨图片上有几种颜色!在"分钟时间内完成!将答

案写出’如果是非情绪刺激"三角形和椭圆#!让被

试在"分钟内判断出哪一个面积大!并将答案写出’
第一部分的实验完成该程序后!给被试分发情绪自

评卡!客观评价自己$种情绪的程度"愉快(悲伤和

恐惧#’第二部分实验在完成上述程序后!让被试

数自己的脉搏!$分钟跳动次数!统一计时!然后分

发自评卡’第三部分实验与此相似!但是被试要记

录自己&分钟的脉搏跳动次数!然后分发并填写自

评卡’

$!研究结果

!$%&总体启动效果

!!我们将$个实验部分的$个愉快组混合!$个

悲伤组混合!$个恐惧组混合!$个控制组混合!将混

合的$个情绪组与混合的$个控制组的情绪强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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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叉比较!分析总体的情绪启动效果’其中的 G
是特定情绪组的情绪自评的平均强度’

表% ’个混合组之间的情绪强度比较

混合组! G ’

控制组悲伤. *8($ )"8*=$!

悲伤组悲伤 $8=#

悲伤组悲伤. $8=# *8%<&

恐惧组悲伤 "8*#

悲伤组悲伤. $8=# "8<?$!!

愉快组悲伤 *8$#

控制组恐惧. "8$$ )*8""%

恐惧组恐惧 $8*#

悲伤组恐惧. *8($ )*8<($

恐惧组恐惧 $8*#

恐惧组恐惧. $8*# "8?*?!

愉快组恐惧 *8$<

控制组愉快. =8#$ )"8#%!

愉快组愉快 &8*#

悲伤组愉快. $8?# )$8$#!!

愉快组愉快 &8*#

恐惧组愉快. $8%< )"8$=!

愉快组愉快 &8*#

!注$)T?#)!"U#o#&!!!"U#o#*

!!总体来看!对于$个情绪组而言!悲伤启动组(
愉快启动组和恐惧启动组的情绪强度均超过控制组

相应的情绪强度!从图*("($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
被启动的情绪组中!启动的目标情绪的强度都超过

其他$个组的情绪’此外!除恐惧情绪外!愉快情绪

和悲伤情绪与控制组差异显著!尤其是愉快情绪!差
异极显著’说明情绪图片刺激刺激产生了明显的启

动效果!而且积极情绪的启动效果更加明显’此外!
我们对不同启动组的情绪进行了比较!悲伤启动组

的悲伤与愉快启动组的悲伤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但是"种消极情绪"悲伤组的悲伤和恐惧组的

悲伤#之间差异不显著’恐惧组的恐惧情绪与愉快

组的恐惧情绪差异显著’愉快启动组的愉快制度与

悲伤启动组的愉快程度有显著差异!愉快启动组的

愉快情绪与恐惧启动组的愉快情绪强度之间也有显

著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启动了一个积极的情绪模

式后!其消极情绪模式是受到抑制的’
!$# 情绪启动的时间效应

!$#$% 第一种情况下的’组情绪状态!刺激呈现

并完成色彩辨别或形状大小辨认任务后马上进行情

绪自评!$个实验组和*个控制组的情绪状态出现

图* 悲伤启动组的悲伤与其他组悲伤情绪强度比较

图" 恐惧启动组的恐惧与其他组恐惧情绪强度比较

图$ 愉快启动组的愉快与其他组愉快情绪强度比较

如下结果’

表# 第一种情况下的’组情绪强度比较

情绪 组别 G =# ’

愉快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悲伤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恐惧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注$)T"#)!"U#8#&!!!"U #8#*

!!$种情绪模式均被启动!均比控制组分值大!特
别是悲伤情绪的启动!与控制组差异极显著!对于$
种情绪模式而言!悲伤情绪的及时启动效果最突出’
其他"组的情绪启动与控制组差异不显著’
!$#$#&第二种情况下的’组情绪比较

!!刺激呈现后!让被试完成第一种情况的任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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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让被试数出自己$分钟的脉搏跳动次数!再让被

试进行情绪自评’=组的情绪状态如下

表! 第二种情况下的’组情绪强度比较

情绪 组别 G =# ’

愉快 控制组 =8%# *8%( #

实验组 =8%# "8#*

悲伤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恐惧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注$)T"#)!"U#8#&!!! "U#8#*

!!$分钟后!各情绪模式的强度与控制组没有显

著差异’与第一种情况比较!除愉快组有上升趋势

外!"个消极情绪组!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说明$
分钟后!启动的消极情绪基本恢复原来状态’

!$#$! 第三种情况下的’组情绪比较

&分钟后!=组情绪状态如下’

表’ 第三种情况’组情绪强度比较

情绪 组别 G =# ’

愉快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悲伤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恐惧 控制组 "8## $8#? )#8""%

实验组 "8"< "8&?

!注$)T"#)!!"U#8#&!!!"U#8#*

!!消极情绪组均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愉

快情绪则与控制组差异极显著!愉快实验组的愉快

情绪强度明显突出!说明!启动的愉快情绪在&分钟

后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图=!$个实验组在$种不同情况下的情绪变化

!$#$’&不同情绪模式在!种情况下的变化趋势

!!在$分钟时间内!悲伤情绪和恐惧情绪强度急

速下降!之后下降速度缓慢!&分钟后基本恢复正

常!说明启动的消极情绪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在$
分钟 ’&分钟之间’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现象

是!启动的积极情绪...愉快情绪!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强度有很明显的上升趋势’

=!讨论

!!通过图片启动大学生的不同情绪模式!我们的

实验产生了明显的启动效果!在我们启动的$个情

绪模式中!除恐惧情绪外!悲伤情绪和愉快情绪总体

的情绪强度均超过控制组!差异显著’也就是说!我
们周围的刺激!特别人物图片!其情绪表现应该是影

响人的实际情绪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
周围的人的情绪也会启动我们产生类似的情绪!这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情绪传染-’我们实验的

一个问题是!在各具体分实验的情况下!具体的情绪

强度与控制组相应的情绪强度差异不是特别明显!
除实验一的悲伤情绪和实验三的愉快情绪外!虽然



$&?!! 心!!理!!学!!报 $&卷

各启动的情绪强度都超过对照组!但是差异不显著’
然而!将多组混合后!总体的启动效果比较明显!我
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各具体分实验的被试人数比

较少!同时也与启动的时间效应有关!因为我们将不

同时间状态下的被试混合起来了’我们的研究还发

现!消极情绪的及时启动效果比积极情绪的及时效

果好!也就是说!在图片刺激作用下!消极情绪产生

速度快一些’此外!当启动了一个积极的情绪模式

后!该实验组被试的消极情绪模式就受到抑制!消极

情绪的强度减弱!与前者差异显著)同样!当启动一

个消极情绪模式后!同样实验组的积极情绪模式就

受到抑制!二者强度差异显著’
!!我们的实验发现!不同情绪模式启动的时间效

应是不同的’首先!$种情绪模式启动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其强度在发生变化’第二!在启动效应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上!我们的实验发现!认知启动与情绪

启动是不同的’认知启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

应会很快消失!认知启动效应维系的时间很短!因此

人们认为认知启动仅仅有暂时的作用!这便是认知

启动随时间推移的效果锐减趋势’但是!我们发现!
在一定时间内"&分钟#!情绪模式的启动效应则存

在"种情况!一是启动效应随时间的锐减趋势!二是

启动效应随时间推移的增强趋势’在一定时间内!
不同的情绪模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效应特点!消极

情绪模式启动后!随时间推移锐减!在$分钟时间内

基本恢复正常!这和认知启动的趋势一致’但是积

极情绪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了增长的趋势!在&分钟

的时间内!其强度增长很快’我们认为造成消极情

绪锐减趋势的原因比较明确!一是随着刺激消失!其
引起的情绪反应强度减弱!与认知启动原因一致’
此外!消极情绪快速消失可能与人的心理防卫有关!
因为消极情绪是人们想尽快摆脱的情绪’对积极情

绪的增长趋势的解释!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心理

助长作用55对个体需要的或感兴趣的心理状态产

生人为的促进’当刺激消失后!积极情绪被启动!在
短时间内!人们在加强这种积极情绪!因此积极情绪

表现出增长势头’但是!我们的实验并没有发现!这
种增长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研

究的’

&!结论

!!"*#通过图片刺激启动愉快(悲伤和恐惧情绪!

其效果是明显的!尤其是愉快情绪和悲伤情绪!都与

控制组差异显著’同时!悲伤(恐惧情绪的及时启动

效果比愉快情绪的及时启动效果更加明显’
!!""#当一种积极的情绪模式被启动后!其相应

的消极情绪模式的强度就会降低!或者说对应的消

极情绪模式就受到抑制!同样!消极的情绪模式被启

动后!其相应的积极情绪模式的强度就降低!对应的

积极情绪模式受到抑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的消极情绪模式的

强度在短时间内"$分钟#快速恢复正常!消极情绪

的即时启动效果比较好!但是消失得也比较快!因

此!消极情绪的启动效应是暂时的’但是!积极情绪

启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短时间内"&分钟#!其
情绪强度有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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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在北京成立

!!"##$年$月"#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隆重召开!这是我国建立的

第一个以心理健康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为研究方向的部门开发实验室’
!!该实验室将在+脑.认知.心理健康-的系统论观点指导下!强调利用心理行为学(脑成像"+‘[LYO‘\#(神经免疫与生

物化学(基因学指标和神经计算模型等多学科结合与交叉的高科技研究方法和手段!以毕生发展为纵线!即以各个年龄段的

正常人(心理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在基因(网络(系统(全脑直至行为的多个层次!研究心理健康的脑活动机制!重点研究与

情绪(应激(环境适应和创新有关的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建立心理健康的评价体系和应用平台’实验室也将把提供国内最

完善的心理健康研究平台!吸引国内外最优秀的心理健康人才作为他们的目标’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百人计划-入选者罗跃嘉研究员出任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名固定研究

人员(**名客座研究人员中!有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专家(教授!也有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的学术带头人!还包括美

国(德国(香港的研究学者’实验室学术委员有国内委员*=人!外籍委员<人!其中包括陈宜张院士(李超义院士!以及$位中

科院海外评审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林文娟研究员’
!!成立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杨玉芳所长主持!出席大会的有李超义院士(荆其诚院士(林崇德教授(张厚粲教授(
陈惟昌研究员(郭爱克研究员(匡培梓研究员(徐联仓研究员(魏景汉研究员(朱滢教授(周满生教授(杨中芳教授(姚树桥教授(
尧德中教授(胡德文教授(白学军教授等来自教育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北大第三医院(中日友好

医院(安定医院(安贞医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神经科学所(心理所等国内知名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曹河圻处长(熊小芳主任!科学院生物局朱祯局长(朱有光处长(王丽萍处长等领导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还收到美国国

立心理健康研究所"R\Oc#(日本脑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发

来热情洋溢的贺电’R\Oc所长M9E.,139博士在贺电中高度评价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的成立!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

系和合作’
!!成立大会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首届学术报告会!实验室学术委员李朝义院士作了+大脑如何处理视觉图象-(林文娟研究

员作了+精神与免疫-(客座教授李葆明博士作了+海马去甲肾上腺素"受体参与长时记忆的巩固-(贺菊方博士作了+K1BA.;1Y7W
C-/,1:7/-A.131YAZ9-7:.A1B2AZ-/-,7E-报告!他们的精彩报告使成立大会锦上添花’

)心理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