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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群体心理卫生
·

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及习惯化
’

刘兴华①② 钱铭怡 ② 周晓林 ②

【摘 要 】目的 探讨随刺激呈现次数的增加
,

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刺激注意偏向的变化
。

方法 被试

为大一新生
,

依据状态 一 特质焦虑问卷得分
,

随机选择了得分最高的 部分中的 人作为高焦虑组
,

得

分最低的 部分中的 人作为低焦虑组
。

实验采用点探测视觉搜索任务
,

以威胁性词语为刺激材料
,

刺

激呈现 次
,

分析刺激每次呈现时高低焦虑组被试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
。

结果 当刺激首次呈现时只有

高焦虑组被试的注意偏向值与 相之间差异有显著性
,

尸 。

方差分析显示在刺激呈现的前

三次
,

随着刺激呈现次数的增加
,

只有高焦虑组被试的注意偏向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尸

注意偏向值分别为 土 , 士 , 一 士 ,

对刺激呈现的后五次高低焦虑组个体的注意

偏向值变化均不显著
。

结论 随着词语刺激呈现次数的增加
,

高焦虑被试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表现出习

惯化倾向
。

【关键词 】 焦虑 点探测 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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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
,

大量研究揭示不同焦虑障碍病人以

及非临床高焦虑个体 以下简称为高焦虑个体 存

在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

采用不同实验范式的多

方面研究均得出了相互支持的结论川
。

比如
,

采用

情绪 叩 任务的研究发现
,

临床上焦虑障碍患者表

现出对威胁词
“

死亡
” 、 “

失败
”

颜色命名的延

迟川
。

采用视觉搜索任务 如点探测实验任务 的

研究发现
,

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刺激位置附近的探测

刺激反应时短〔’〕,

以威胁性图片为刺激
,

采用中国

大学生被试的研究也表明
,

高焦虑个体在刺激开始出

现时存在着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
。

近几年
,

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注意偏向的变化问题
。

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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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注意偏向的
“

警觉 一 回避
”

模式而展开
,

即焦虑个体开始对威胁性线索警觉
,

随后为了避免焦

虑水平的升高而回避这些信息 ’,
。

采用控制刺激呈

现时间的研究证实
,

当刺激呈现时间较短时 比如

毫秒
,

高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于威胁性信息
,

而当刺激的呈现时间较长时 比如 毫秒
,

高

焦虑个体表现出回避威胁性刺激
,

这与
“

警觉 一 回

避
’,

模式 是一致的
。

在 叩 , 发表的会议论

文中
,

研究者控制刺激的呈现次数
。

他们发现
,

在刺

激第一次呈现时
,

高社交恐惧个体的注意偏向于愤怒

的面孔图片
,

当刺激第二次呈现的时候
,

他们表现出

对这些威胁性面孔的回避 日 。

中国的高焦虑个体开始会对威胁性词语表现出注

意偏向吗 该问题尚未得到国内研究的讨论
。

如果再

次呈现刺激
,

他们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是否会发

生回避 如果呈现更多次刺激
,

又会发生怎样的变

化 根据习惯化理论
,

如果刺激反复呈现
,

有机体会

表现出对该刺激反应的减少 ’〕。

高焦虑个体最后是

否会表现出对威胁性词语注意偏向的习惯化 对该问

题
,

国际上的研究目前还尚未见到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名大学新生填写了状态 一 特质焦虑问卷
,

该

问卷 系数分别为 和 ’“ 】。

参加实验的被试

不了解本实验的目的和方法
。

依据相关研究中普遍采

用的被试分类和选取的方法 ‘川
,

本研究根据被试特

质焦虑问卷得分
,

在得分最高的 部分中的

人中随机挑出 名作为高焦虑组
,

在得分最低的

部分中的 人中随机挑出 名作为低焦虑组
。

在实验中
,

如果被试错误反应
,

或反应时超过该被试

平均反应时两个标准差以上的异常值
,

不进人数据分

析
。

统计表明
,

整个实验平均异常值为
,

平均错

误率为
。

有两名被试的数据因为有过高的错误率

被删除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他们的错误率

超过平均错误率两个标准差 以上
。

在余下的被试

中
,

高焦虑组被试 名 其中 名男性
,

名女

性
,

低焦虑组被试 名 名男性
,

名女性
,

两组被试的错误率和异常值差异没有显著性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采用的材料是汉字
,

根据相关文献中威

胁性词语的翻译 川 和临床积累
,

共挑选 个词语
。

参照 对词语的评估方法 川
,

采用 点量表
,

由 名高年级的心理学研究生对词语的威胁性

表示具有非常威胁性 和正性 表示非常正性 进

行评估
,

从中选择了 对极端威胁性词和词频匹配

的中性词作为实验材料 ”〕。

点探测实验范式

本实验中所采用的点探测视觉搜索任务 川
,

每

次任务中
,

屏幕中央首先会出现一个注视点
“ 十 ” ,

注视点呈现 后消失
,

之后立刻同时出现两个

词
,

其中一个为威胁性词语
,

一个为匹配的中性词

语
。

两个词语分别位于屏幕中央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

分
,

词对呈现 后消失
,

然后会在屏幕上 出现

过词的两个位置中的一个位置上出现一个探测刺激
,

探测刺激既可能是一个点
“ ” ,

也可能是两个点
“ ” ,

分别对应鼠标的左键和右键
,

要求被试发现探

测刺激后尽快正确按键
。

两个词语边缘之间的距离为
,

词语的高度为
,

这样每个词语在屏幕上的

高度不超过
“

视角
,

两个词语中心距离的宽度不超

过
“

视角
。

实验程序

每个被试都在一个独立的小房间中完成实验
。

注

意实验开始时
,

被试有 次练习机会
,

使用的刺激

是其他的中性词语
。

之后是 组正式实验任务
,

每组

任务包括 次
,

一共包括 次实验
,

保证所有的

对词语按照随机顺序呈现一次
。

每组刺激呈现以

后
,

被试可短暂休息
,

自行按键开始下一组的任务
。

整个实验平衡了词语刺激呈现的位置
、

探测刺激的数

量和位置
。

参照 的研究 【川
,

用被试对出现

在中性词语位置上探测刺激的反应时减去对出现在威

胁性词语位置上探测刺激的反应时作为被试对威胁性

词语注意偏向的数值
,

如果该数值为正
,

则表明被试

注意偏向威胁性词语
,

反之
,

说明被试注意偏向中性

词语
,

如果为
,

则表示被试的注意既不偏向于威胁

性词语
,

也不偏向于中性词语
。

本研究假设 是考查

刺激第一次呈现时
,

高焦虑组个体表现出对威胁性刺

激的注意偏向
。

假设 考查高焦虑个体随着刺激呈现

次数的增加
,

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回避以及最终的

习惯化
。

参考相关研究惯例〔 ,
,

在完成注意实验之

后
,

每个被试还需填写中文版的状态 一 特质焦虑问

卷 ￡’ 〕和贝克抑郁问卷石” 。

统计方法 进行 检验和 方差分析
。

结 果

高低焦虑组被试的状态 一 特质焦虑问卷和贝

克抑郁问卷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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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高低焦虑组的问卷测评结果及组间‘检验 又士 。

问卷
高焦虑组

二

低焦虑组
二

尸值

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

抑郁

士

士

土

土

士

士

洲

〕以

得分和抑郁得分均高于低焦虑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呈现不同次数刺激时高低焦虑组被试的注意

偏向值及比较

根据注意偏向值的计算方法
,

计算每次呈现刺激

时高低焦虑组被试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值
,

具体

数值见表
,

注意偏向的的图示见图
。

表 显示高低焦虑组的特质焦虑得分
,

状态焦虑

表 呈现不同次数刺激时高低焦虑组被试的注意偏向值 灭士

分组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高焦虑组 士 士 一 土 士 士 一 土 一 士 一 士

低焦虑组 一 士 士 士 士 一 士 土 土 一 士

‘︸︸﹃、︸︸

︵胃︶娜位攀料侧

首先检验刺激第一次呈现时
,

高焦虑个体是否表

现出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
。

结果发现高焦虑组被

试的注意偏向值高于低焦虑组
,

差异有边缘显著性
,

一 ,

尸
。

进一步
,

将高低焦虑组

被试刺激第一次呈现时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得分

分别与 比较
,

进行单样本 检验 这里 为理论

值
,

表示被试的注意既不偏向于威胁性词语
,

也不偏

向于 中性词语
,

具体含义请参见统计分析方法部

分
,

结果发现高焦虑组被试的注意偏向与 相之间

差异有显著性
, 二 , 。

根据研究统计分析方法和图 数据
,

将高焦虑个

体注意偏向的模式分为两个阶段
,

第 一 次为对威

胁性词语的注意
“

警觉 一 回避
”

阶段 第 一 次为
“

习惯化
”

阶段
。

对
“

警觉 一 回避
”

阶段进行 高

低焦虑组 刺激呈现次数 的 方差分

析
,

结果发现
,

只有高焦虑组在刺激呈现次数上具有

明显的主效应
, , 二 ,

尸
。

结合

图 可以看出
,

在刺激呈现前三次
,

随着刺激呈现次

数的增加
,

高焦虑组被试的注意偏向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
。

对于
“

习惯化
”

阶段的数据进行 高低焦虑

组 刺激呈现次数 的 多元方差分析
,

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的主效应
。

一闷卜 高焦虑组
, ·

⋯低焦虑组

刺激呈现次数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

当词语首次呈现给被试时
,

高焦虑

个体对威胁性词语有显著的注意偏向
,

而当词语呈现

更多次数时
,

高焦虑个体最终对威胁性词语既没有表

现出注意偏向
,

也没有表现出回避
,

即表现出对威胁

性刺激的习惯化
。

本研究揭示了高焦虑个体在开始会表现出对威胁

性词语刺激的注意偏向
,

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 。

图 刺激呈现不同次数时
,

高低焦虑组被试对不 同位里

探测刺激的反应时

表明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信息表现出的注意偏向具有

相当的稳定性
,

被试文化背景或者是语言上的差异对

此影响并不大
。

对高焦虑组被试前 次刺激注意偏向值的方差分

析表明
,

刺激呈现次数具有显著的主效应
,

表明高焦

虑组被试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在这三次的刺激呈

现中发生了显著变化
。

由图 可看到
,

高焦虑组被试

开始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随后当刺激呈

现第 次时
,

注意偏向消失 第 次时
,

高焦虑个体

似乎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回避
,

但 检验结果表

明
,

这时刺激呈现在高焦虑组被试面前时
,

高焦虑个

体对威胁性词语只存在边缘显著的回避
,

二 一 , 。

类似的研究中
,

等人假

定
,

随着威胁性词语刺激呈现时间的延长
,

高焦虑个

体为了防止状态焦虑的升高
,

会回避威胁性线索
。

不

过
,

他们的研究也未能支持这一假设【’ 〕。

这样的研

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词语本身的威胁性不够
,

难以产生



住

明显的回避效应
。

对于刺激呈现第 次以后的方差分析没有发现任

何的主效应
,

这说明从词语刺激第 次呈现开始
,

高

低焦虑组被试对于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向的差异没有

显著性
,

即随着刺激呈现次数的增加
,

高焦虑个体表

现出了对威胁性刺激的习惯化
。

在认知 一 行为治疗理论中
,

习惯化是暴露治疗的

理论基础
,

焦虑障碍患者反复暴露在令其焦虑恐惧的

情境中
,

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
,

患者会对该情境不再

感到恐惧
。

可以说
,

基于习惯化理论的暴露疗法是针

对焦虑障碍的现代认知 一 行为疗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治疗成分 ” 。

一直以来
,

研究者往往直接从主观评

估或者其他生理指标上测量暴露治疗的效果
,

很少有

研究直接测量反复暴露时被试认知加工方面 本研

究中为注意偏向 的习惯化
,

本研究结果为暴露理

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

当然
,

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

而且
,

由于

本研究的被试均来自于非临床的大学生样本
,

研究结

果并不具备广泛性
。

鉴于非临床的高焦虑个体与焦虑

障碍患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显著差异
,

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以探索是否在临床的焦虑障碍被试中也能观察到

类似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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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张亚林教授荣获
“ 国家级教学名师

”
称号

教师节前夕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张亚林教授荣获第三届
“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 ,

是本届唯一获此奖的中南大学教师
,

也是迄今我国精神医学界第一位获奖者
。

张亚林教授是国家精品课程
“

精神病学
”

的负责人和主讲人
,

是国家
“

十五
”

规划 《精神病学 》七年制教材主编
,

是教育

部振兴行动计划研究生教材 《高级精神病学 》主编
。

从事高等医学教育 年
,

多次荣获师德先进个人
、

最佳授课教师
、

教学质

量奖和教学成果奖
。

他的讲课在国内有口皆碑
,

被同行称为
“

授课大师 ,’ 聆听他的讲课
,

被学生誉为
“

精神享受
” 。

张亚林教

授信奉
“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

人生一乐也
” ,

倡导
“

言传身教
,

为人师表
” ,

自勉
“

三尺讲台
、

两袖清风
、

一身正气
。 ”

张亚林

教授不仅是教学名师
,

也曾被评为三湘名医
,

同时还是国家重点学科精神应激研究的学术带头人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曹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