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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recognizing others’ status is very important. Investigating social status 
recognition from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t has been showed that there 
are many brain areas which relate with social status, for example, prefrontal cortex, inferior parietal contex,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and insula, particularly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of prefron- 
tal cortex, intraparietal sulci of inferior parietal are very important. Then the paper introduces that many fac- 
tors, such as personal traits,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childhood, social cultures, can affect the brain areas’ 
function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social status recognition. Finally, we discuss the current shortages of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neuroscience including improvement of study methods, the control and eliminate of in- 
terference factor, cerebral hemispheric dominance, and so on, furthermore take corresponding ad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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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辨识彼此的社会身份至关重要。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探讨社会身份机制，

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现有研究显示，与社会身份辨识相关的脑区有前额叶皮层、下顶叶、颞上

回、枕颞叶和脑岛，尤其以前额叶的前扣带回、下顶叶的顶内沟为主。社会身份辨识的相关脑区受到

个人特质、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文章最后从研究方法的改进、干扰因素的控

制与排除、大脑半球单侧化优势等方面探讨了现有社会身份辨识脑神经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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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身份等级的研究由来已久，是生物界普遍性

法则之一，并在日常生活日益体现出极其重要的意 

义。社会身份是指，在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在他人眼

里拥有的声望、尊重以及影响他人爱好的程度

(Anderson, Srivastava, Beer, Spataro, & Chatm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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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社会身份是从一些低级动物开始研究的，如：蚂

蚁(Wilson, 2000)、鱼(Grosenick, Celement, & Fernald, 

2007)，然后扩展到更高级的动物，如，鸟(Tinbergen, 

1936)和灵长类动物(Cheney & Seyfarth, 1990)，这些研

究结果为身份的广泛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随后研究

兴趣逐渐转移到对人类社会身份的研究。 

对于人类社会身份的研究经历了行为、认知和认

知神经科学三个阶段。行为的研究始于脑损伤神经研

究(Karafin, Tranel, & Adolphs, 2004)，然后扩展到眼神

(George, 2001; Pelphrey, 2004)、面部表情和其他一些

非语言线索。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表征、数字

比较、语义距离效应、刻板印象等。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们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身份。 

从神经机制的角度研究社会身份，是未来研究的

方向之一。该领域研究始于 2004 年，其研究时间较

短，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尚未形成系统，且多集中于

国外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经过对现有文献的回

顾，本文找出与社会身份辨识密切相关的几个脑区，

然后探讨了影响这些脑区功能的因素，最后对现有研

究进行了评价，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研究

者提供研究思路，指明研究方向。 

2. 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  

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研究虽较少，但仍取得

了较大成绩。Chiao (2010)等在整理、分析已有文献的

基础上，发现社会身份辨识的主要脑区有前额叶皮层

和下顶叶，其他一些脑区，如：枕颞叶、颞上回、脑

岛，也影响社会身份辨识。 

2.1. 前额叶皮层 

2.1.1. 前扣带回皮层 

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位于

大脑额叶内侧，是扣带沟(cingulate sulcus)和胼胝体

(corpus callosum)之间的皮层。根据功能可以将 ACC

分为背侧前扣带回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和腹侧前扣带回(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vACC)。ACC 参与情绪加工，对移情、厌恶等社会性

情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移情可以有效

地减少社会等级偏爱，与社会身份辨识有关。Chiao

等(2009)实验证明：前扣带回皮层(ACC)对社会身份等

级辨识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假设，当控制其他影响

移情的调节因素时，比如性别、年龄、器质性移情

(dispositional empathy)，对社会支配等级(social domi-

nance hierarchy, SDH)的偏爱会随着与移情有关脑区神

经反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通过研究移情神经基础

可以推测出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Chiao 还发现，

当激活对社会等级偏爱时，大脑的神经活动会随着前

扣带回皮层神经反应的变化而变化。也即，社会等级

的偏爱激活了 ACC，而社会等级与社会身份辨识密切

相关，这可以说明：ACC 是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 

2.1.2. 其他前额叶脑区 

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研究始于一个脑损伤

患者的准实验研究。Karafin，Tranel 和 Adolphs (2004)

选取了 3 组被试：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受损的被试；除 VMPFC 外

其他脑区受损的被试；没有脑区受伤历史的对照组被

试。然后，让被试对静态图片做身份辨识判断。结果

表明，对照组被试与两组脑区受伤的被试并未有显著

地差异，但是，VMPFC 受损伤的被试在利用性别、

年龄等对静态的面孔图片做社会身份判断时，表现出

了一定的障碍。虽然，VMPFC 受损对社会身份辨识

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至少说明它对社会身份辨识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该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

较好的视角。 

据研究表明，与等级比较有关的人物、标志和物

体的社会身份比较激活了延髓内侧前额下回后部

(posterior portion of rostral medial prefrontal gyrus, 

prMFC)，与先前结果一致，这个区域在做决策和行动

选择时很活跃(Amodio & Frith, 2006)。Zink 等(2008)

发现，相比于地位低的运动员，面对地位高的运动员

时，被试的背外侧前额皮质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活动更为强烈，这间接地说明了

DLPFC 作为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地位。另外，

Chiao 等(2009)通过分析数字大小比较的神经反应研

究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他运用神经成像技术，

重复了先前数字比较过程的研究，论证了社会身份辨

识与数字比较过程神经基础相似。然后他通过整脑分

析(whole-brain analyse)揭示出额叶几个脑区的数字距

离效应，这些脑区包括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横向额下回(horizontal frontal gyrus)、前扣带

回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双侧额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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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teral inforior frontal)、右侧额中回(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这证明，在辨识社会身份时，前额叶

部分脑区被激活，其与社会身份辨识具有很大的关

联。 

后来研究者又发现：DLPFC 和 VMPFC 与掌控社

会情绪反应以及行为习惯有关，其在社会等级判断中

被显著激活(Chiao, Haradaa, Emily et al., 2009)，尤其

是当人们通过身体姿势 (Marsh, Blair, Jones et al., 

2009)、标志(Zink, Tong, Chen et al., 2008)来推断他人

的控制欲时。 

随后该研究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Farrow 等

(2011)，在实验中发现，社会等级和非自我化社会判

断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左侧(left VMPFC)，左背

侧额下回(left dorsal 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双侧梭状

回(bilateral fusiform gyri)。当判断社会等级与判断社

会非自我化比较时，社会等级激活了左内侧眶额皮层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这个实验结果再次证明了前

额叶皮层在社会身份辨识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知，前额叶皮层的很多部位在社会身份辨

识过程中都被激活，包括：ACC、DLPFC、VMPFC

等。虽然我们并不十分确定前额叶皮层在社会身份辨

识中的功能，但是，至少这些研究可以证明前额叶是

社会身份辨识的一个脑区。 

2.2. 下顶叶皮质 

下顶叶位于颞叶的上面，由两个脑回构成，其中

下顶叶的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i, IPS)也是社会身份

辨识的一个重要脑区。 

下顶叶在数字大小比较的神经表征过程中非常

重要，这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灵长类动物

(Neider, 2005; Sawamura, Shima, & Tanji, 2002)。而且，

与社会身份辨识相关的其他领域，比如：大小(Cohen- 

Kadosh, Henik, Rubinsten et al., 2005)、时间、空间

(Walsh, 2003)，下顶叶也会被激活。这个脑区是否也

与社会身份辨识有关呢？ 

在判断社会身份，甚至在不能精确判断身份时，

下顶叶皮层的部分脑区被激活。说明下顶叶与社会身

份辨识确实有一定联系。目前，顶下小叶与社会身份

辨识关系研究主要来自对数字大小比较神经基础的

研究。在社会等级和数字的辨识中，两者具有许多相

同的关键性特性，这表现在空间、模式、以及象征的

方式(Chiao, Haradaa, & Emily, 2009)。另外，当让被试

对高或低的运动活动进行排列时，或看到顺从和控制

的手势时，其 IPS 活动显著增加(Marsh, Blair, Jones, 

Soliman, & Blair, 2009; Freean, Rule, Adams, & Am-

bady, 2009)。在这个结论影响下，Chiao 等在 2009 年，

通过 fMRI 研究发现数字比较的神经基础——下顶叶，

与社会身份辨识密切相关。该研究一个突出特点是，

不仅使用数字大小比较，还加上了汽车、制服及面孔

比较，这个研究的发表增加我们了解社会身份辨识神

经基础的途径，为后来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模

式。 

社会身份辨识和数字大小比较具有的共同神经

基础是双侧顶内沟(bilateral IPS)。在社会身份和数字

比较中，双侧顶内沟(bilateral IPS)被激活(Chiao et al., 

2009)。加上研究业已表明，IP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

区，不仅对数字比较过程至关重要，其还能影响视觉

空间比较和一些其他领域的比较过程。于是本文认为

社会身份辨识和数字大小比较神经表征虽然不同，但

是有重叠部分，而这部位就位于人类下顶叶平层的某

个部位，也即双侧顶内沟(bilateral IPS) (如图 1)。 

2.3. 枕颞叶 

Iacoboni (2004)提出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和背外侧前额皮质(DLPFC)对社会身份辨识具定一定

的作用。他指出，颞上回前部在涉及权势等级的社会

交往中被激活，而在不涉及等级交往时就不会被激活

(Iacoboni, Lieberman, Knowlton, Molnar-Szakacs, & 

Throop, 2004)。这间接地证明社会身份神经基础与颞

上回存在一定关联。随后，George (2001)和 Pelphrey

等(2004)指出在直接或相互的眼神注视时，梭形回、 
 

 
IPL, inferior parietal lobe; DLPFC,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 ven- 

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OG, occipitotemporal gyrus 

Figure 1. Brain regions typically associated in recognizing social 
status 

图 1. 社会身份辨识主要的脑区(Chia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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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上回后部的神经活动增加，而这种眼神是支配的象

征，不像回避式眼神是顺从的象征。 

直到 2008 年，Chiao 和 Adams 等找出确切证据 

证明枕颞叶是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Chiao 使用

ERP 和 fMRI 的方法，在被试通过面部表情来推断社

会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试验中发现：通过面部表

情线索来推断社会等级发生在知觉加工过程，这个过

程非常快，大约在 170 毫秒内。与此相关的脑区是枕

颞叶区，包括梭状回(fusiform gyrus)和舌脑回(lingual 

gyrus)。而社会支配等级判断与社会身份辨识密切相

关，于是可以推断社会身份辨识也可以激活这些脑区。 

综上，枕颞叶在社会身份辨识过程中被激活，它

可能是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至少可以说两者存

在一定的联系。 

2.4. 脑岛 

脑岛(insula, AI)位于大脑内侧，被认为是人类大

脑的原始部分，所以一直以来其研究未受到重视。随

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对脑岛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据

研究表明：脑岛是性欲、恶心、骄傲、羞耻、内疚和

补偿等社会情绪的源泉，尤其是道德感、共情以及对

音乐的情绪反应。正因为脑岛与移情等社会情绪有

关，Chiao 发现脑岛尤其是左脑岛与社会身份辨识有

关。Chiao 主要观点有：不同个体对 SDH (social 

dominance hierarchy)偏爱可以通过左 AI 和 ACC 的活

动来预测。脑岛不仅与经济市场中不公平厌恶有关，

还与团体阶级社会不平等的厌恶有关(Chiao, Mathur, 

Tokiko, & Trixie, 2009)。 

总之，除了上述脑区，还有很多脑区也在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社会身份辨识。但是，目前研究尚未深

入，还未发现更多的脑区，也不清楚这些脑区的功能，

这需要研究者继续深入探索、研究。 

3. 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影响因素 

除了影响所有脑区功能的一般因素外，社会身份

辨识的神经基础也会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

个人特质、儿童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文化等。 

3.1. 个人因素 

3.1.1.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对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影响主是

要通过同情对社会等级偏爱的影响实现的。研究发

现，同情能很好的减少人们对社会等级的偏爱(Chiao 

et al., 2009)。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富有同情心的

人更加喜欢和平、安静的环境。而且，他们更希望生

活在一个和睦的社会环境中，其政治态度更加倾向于

人人平等，也更讨厌把人按照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

所以，如果培养一个人的同情心，与同情有关的脑区

——前脑岛和前扣带回皮层，激活水平会更高，而脑

岛和前扣带回皮层又是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由

此可以推断，人格特质可能影响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

基础。 

3.1.2. 儿童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一种

全面测量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指标，无论儿童期

还是成人期，它都可能强烈的影响个体自身体验

(Hackman & Farah, 2008)。Raizada (2008)研究发现，

低 SES 儿童在完成语言任务时，其左额下回活动被激

活。同样，Sheridan (2008)也发现，当低 SES 儿童在

形成一个新异规则时，其背外侧前额皮质右侧(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被激活。这些研

究虽然与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没有直接关系，但

当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不一样时，其 DLPFC 和左

下额回存在差异。而根据上述论证，DLPFC 和下额回

与社会身份辨识有关，即儿童期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影响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据此本文认为儿

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影响社会身份辨识的

神经基础。 

3.1.3. 生理因素 

如果大脑受伤，我们的认知就可能出现一定程度

的障碍。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是大脑的一部分，大

脑受损伤，社会身份辨识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致使脑区受损原因很多，比如，辐射、剧烈撞击、

人为脑区切除、先天遗传、脑内出血等。研究早已表

明，脑区是相互联系的，一旦某个脑区受到损伤，其

他的脑区同样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大脑其他

部位受到损伤，社会身份辨识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3.2. 社会文化因素 

Rao (2001)指出文化，如权力距离对人们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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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有重要影响。后来，研究者利用脑成像技术证

明了该观点。Freeman 等(2009)发现文化可以改变右尾

状(right caudate cortex)、内侧前额叶皮质右侧(righ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神经反应，而社会等

级也可以改变这些脑区的神经反应(Freeman, Rule, 

Adams, & Ambady, 2009)。另外，美国人的右尾状、内

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反应强烈，其掌控欲更强，而日

本人这两个脑区的神经反应也很强烈，但是其顺从性

更强。这种不同表明：在给定的文化背景下，文化线

索会随着文化而变化，神经加工过程也会不同。 

4. 评价及展望 

社会身份是管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一

个重要的领域，它的辨识对于人际交往、日常生活非

常重要。而且，对它的研究也可能推动相关领域研究

的发展，比如权力、领导力等研究。虽然，社会身份

辨识的神经基础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其研

究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 

4.1. 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研究主要是间接

地证明。社会身份辨识的神经基础从最初通过眼神

(George, 2001; Pelphrey et al., 2004)、表情(Adams, 

2008)、图片(Karafin, 2004)、移情(Chiao et al., 2009)

到数字(Chiao et al., 2009)进行研究，其研究领域不断

地扩大，但是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并没有使用一种更为

直接的方式来激活社会身份辨识，也没有直接观察所

有被激活的脑区。虽然，目前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找到社会身份辨识的脑区，但这种方法很难找到

他们之间更为直接、确切的联系，即不能找到他们之

间的因果关系，更多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不是研究

目的，对脑区功能研究才能将研究用于实践，指导人

们的行为。另外，研究者在实验室条件下，为被试设

定一些面孔图片、标志、制服、甚至汽车等，人为让

被试做出身份判断，与社会真实情景还存在差异。因

此本文认为，该领域需要引入新的实验设计、实验方

法，如：具身认知、镜像神经元。此外，今后的研究

还应该将重点放在基于一定情境和任务条件下的整

个大脑机构的扫描，来弥补对已有部分脑区扫描的缺

陷与不足(张晶，石向实，2010)。 

4.2. 大脑半球一侧化优势研究较少 

总体上大脑两半球是不对称的。一般说，左半球

功能偏向于理性思维，而右半球则多感性思维。因而

左半球主要负责完成语言、逻辑分析和数学思考行为

等；右半球则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立体

空间功能)、音乐、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等。电生理

学记录和神经成像的研究结果支持右脑专门负责面

部情绪加工的说法(姜媛，林崇德，2010)。考虑到社

会身份与情绪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社会身份

辨识的神经机制是否也存在一侧化优势呢？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在移情实验中，研究发现左脑岛

的神经活动更为强烈。同样，Chiao 等(2009)在研究社

会身份辨识和数字比较关系时发现，左侧下顶叶的活

动更为强烈。那其他脑区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呢？大

脑半侧化优势研究，可以加强对社会身份辨识的了

解，找到各个半脑的功能，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某

个半脑的训练，增强社会身份辨识能力。因此，找到

两个半球的差异及各自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4.3. 研究领域狭窄 

从上述资料可知，有关社会身份辨识神经机制的

相关研究并不太多，研究领域较狭窄。除上述脑区外，

一些与比较有关的脑区可能也与社会身份辨识神经

基础有关，如：空间方位比较、颜色比较、声音比较

等。另外社会身份身份辨识可以通过语言、信号、肢

体语言来表达，所以，与社会身份辨识方式有关的脑

区可能也会影响社会身份辨识，如：语言、身体姿态、

图片等。另外，鉴于前额叶皮层的重要性，在未来的

研究中，可以关注前额叶皮层其他部位是否在身份辨

识中也起到作用，功能如何。另外，脑岛与前额叶和

顶叶密切相连，它的作用也需进一步研究。当然，其

他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比如：权力的脑区与趋近–

回避行为的脑区有关(Maarten, Boksem, Smolders, & 

Cremer, 2009)，也可为研究提供一些渠道。 

4.4. 缺乏脑区之间关系的研究 

脑区并非是一个个割裂开来的部分，因此将社会

身份脑区以大脑区域进行分类，易导致我们割裂开来

看待社会身份。大脑的不同区域有很强的联系，因此

研究不同的大脑区域是如何联合起来影响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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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的研究大都是从单独某个部分

进行研究，因此，研究这些脑区是如何共同影响社会

身份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综上可知，在已有研究中，关注的主要是哪些脑

区与社会身份辨识有关，方法也多是对其相关认知领

域的研究。因此，其研究尚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

研究的内容也较局限。现有的研究可能并未找出社会

身份辨识的主要脑区，前面所提到的脑区也有不精确

的地方。所以，未来研究需要深入研究其神经基础的

功能，逐步验证已知脑区功能，并找出影响社会身份

辨识的其他脑区。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身份的辨识

有更加明确的了解，并推测出该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

的，以帮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有效、迅速地辨识出他

人身份。可见，未来关于社会身份辨识神经基础的研

究任重而道远，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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