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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正常人群相比，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面孔、地形等一系列视觉加工的感知与记忆功能方面存在经典

的分离。研究发现，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短时记忆方面存在一系列缺陷。已有研究往往关注发展性面

孔失认症社会功能方面的缺陷，并未涉及其学习功能。本研究假设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阅读理解视觉

加工的感知与记忆方面与正常人有差异：在感知型阅读理解方面，其与常人无异；在记忆型阅读理解方面，

即当阅读理解涉及记忆时，其表现比常人稍弱。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对面孔的记忆能力与学业成绩显著相

关，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感知型阅读理解能力与记忆型阅读理解能力均与常人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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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population, there is a classic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ercep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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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functions of a series of visual processing such as faces and terrain in patients with deve-
lopmental prosopagnosia.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prosopagnosia have a 
range of deficits in short-term memory.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ten focused on deficits in the so-
cial functioning of developmental prosopagnosia and have not addressed its learning function.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patients with developmental prosopagnosia are different from normal 
people in terms of perception and memory of visual process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erms 
of perceptu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y are no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eople; in terms of mem-
ory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at is, wh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volves memory, its performance 
is slightly weaker than ordinary peop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mory ability of the partic-
ipants’ face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ptu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the memory reading compre-
hension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developmental prosopagnosia and ordinar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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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又译作“面孔遗忘症”，俗称“脸盲”，症状表现为对熟悉面孔的识别

能力降低或丧失，部分患者伴有视觉障碍或全色盲。面孔失认症可分为两大类：获得性面孔失认症和先

天性面孔失认症。获得性面孔失认症为大脑面孔识别区后天遭受脑损伤而导致面孔识别能力受损，如阿

兹海默症患者的面孔识别能力受损。区别于获得性面孔失认症，先天性面孔失认症主要指发展性面孔失

认症，此外它也构成其他先天性神经心理疾病的症状，如自闭症患者也存在面孔识别能力缺陷。 
发展性面孔失认症(Developmental Prosopagnosia, DP)是一种终身性障碍，症状表现为患者识别面孔的

能力不能完全发展，具体表现在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无法识别熟悉的同事，无法识别家庭成员，严重

者甚至无法识别自己的面孔。最近一项研究统计发现，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流行率约为 2.5% [1]，并且

有较高的家族遗传性[2]。此外，发展性面孔失认症与影响智力和社会功能的其他发育障碍不存在共病，

如自闭症谱系障碍和特纳综合征等[3]。然而，此类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证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认知

功能与常人无异，近几年有研究发现，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面孔的感知功能和面孔的记忆功能方面

与常人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别，其面孔感知与面孔记忆的功能存在分离，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面孔感知

能力明显好于面孔记忆能力。研究者推测，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感知觉功能良好，但其视觉短时记

忆系统存在一系列的缺陷[4]。 
近年来有几项研究为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短时记忆系统受损提供了证据。Kirsten 等人发现，在面孔

记忆方面，患有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儿童明显弱于控制组；在面孔感知方面，患有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

儿童只比控制组稍弱，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患有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儿童面孔感知能力发展正常[5]。除面

孔记忆能力受损外，Klargaard 等人发现，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地形记忆识别能力也存在缺陷，但发

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对地形的感知识别能力与常人无异[6]。在上述研究中用到的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诊

断工具为剑桥面孔感知测验(Cambridge Face Perception Test, CFPT)和剑桥面孔记忆测验(Cambridge Face 
Memory Test, CFMT)的儿童版和成人版，这套面孔识别测试系统是目前欧美国家通用的发展性面孔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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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诊断工具。Klargaard 的研究中使用了“四山测验”，以地形图片作为测试材料，感知识别任务为直接

从目标图片旁的四个选项中找出与目标图角度不同但地形一致的图片，记忆任务为先记忆目标图片，再

从四个选项选出与目标图角度不同但地形一致的图片，测试题目与中学考试中常见的单项选择题类似。

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面孔记忆识别和地形记忆识别中的表现比常人弱，但在面孔感知识别和地形感

知识别中的表现和常人无差异，研究者的结论是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与视觉有关的短时记忆系统存在

缺陷，虽然在这两类测试中都涉及到使用工作记忆系统，但研究者认为，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工作记

忆系统良好，并未对其多作讨论。 
上述研究关注点都是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社会功能方面的缺陷，并未涉及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学

习功能，在学习与考试中，人们常常需要用到类似于上述研究所涉及的视觉加工的短时记忆系统。阅读

理解测试是中学文科科目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常见的题型，在大量纸笔测验考试中，都出现了感知型阅

读理解任务，即阅读题干与任务题目同时呈现在试卷中；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难度更高但较为少见，仅

在一部分计算机测验考试中会出现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阅读理解任务与前人研究中所出现的面孔识别

和地形识别任务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需要充分运用短时记忆系统，不同之处在于，面孔和地形识别任务

更侧重视觉编码，阅读理解任务更侧重语义编码。本研究着眼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学习功能，意

图进一步探究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阅读理解能力方面与常人是否存在差异。基于已有研究得出的发

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感知觉功能良好和视觉的短时记忆系统存在一系列缺陷这一结论，本研究推测，

由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视觉短时记忆系统存在缺陷，其对于不发声的文字阅读材料的记忆能力可

能稍弱于正常人群。在阅读理解能力方面，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感知型阅读理解能力与常人无异或

稍弱于常人，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记忆型阅读理解能力比常人弱。 
本研究假设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在视觉加工阅读理解的感知与记忆方面与正常人有差异：在感知

型理解方面，其与常人无异或稍弱于常人；在记忆型阅读理解方面，其表现比常人弱。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 20 名本科生，年龄为 18~23 岁(M = 20.68, SD = 1.108)，包括 9 名患有发展性面孔失

认症的个体和 11 名面孔加工发展水平正常的个体，其中 1 名控制组被试由于实验环境控制不当，将该条

数据剔除。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矫正至正常，无色盲或色弱倾向，第一语言为汉语，无学习障碍，未做

过公务员考试试题，无自闭症倾向，无神经损伤或精神疾病史。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在前测筛查阶段均自我报告有不同程度的脸盲倾向，所有被试都报告了他

们对于识别同学、明星，甚至家族成员的面孔都存在困难，并且这些问题自其幼年时期起持续存在。

本研究使用了剑桥面部记忆测试(CFMT)进行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的初次筛选。测试的原始分数

低于 60 分则作为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被筛选进入后测。控制组被试在前测筛查阶段均自我报告擅

长识别人脸，CFMT 测试得分大于或等于 80 者作为控制组进入后测。本研究所有被试均在自闭谱系商

数(Autism-spectrum Quotient, AQ)的正常范围内(得分小于或等于 30)，参与本研究的被试均获得 10 元的

实验报酬。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准实验设计，采用 2 (被试：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控制组) × 2 (任务类型：感知型理解任

务、记忆型理解任务)的混合设计，被试间变量为被试识别人脸的能力，被试内变量为阅读理解任务的类

型，因变量为被试完成阅读理解任务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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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材料 

2.3.1. 剑桥面部记忆测试 
本研究选用了 Duchaine 等人于 2009 年编写的剑桥面部记忆测试(CFMT)进行被试筛选[3]。测试的原

始分数低于 60 分则作为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被筛选进入后测，CFMT 测试得分大于或等于 80 者作

为控制组进入后测。 

2.3.2. 阅读理解测试 
本研究中的阅读理解测试材料均使用国家公务员考试阅读理解模块的历年真题，阅读材料长度控制

在 250 字至 350 字之间，每篇阅读材料对应 1 道单项选择题。材料使用 E-prime 2.0 编程以计算机屏幕呈

现，被试距离屏幕 50 cm。 
阅读理解材料分为两种类型：感知型阅读理解材料与任务 A 对应，阅读材料与题目同屏呈现，阅读

材料在测试屏幕上方居中呈现，题目和选项紧随其后。记忆型阅读理解材料与任务 B 对应，阅读材料与

题目分屏呈现，阅读材料呈现的位置与任务 A 相同。两种材料各 11 篇，各自包括 10 篇正式试次材料和

1 篇练习试次材料。两种阅读材料的难度和长度在组间平衡，预实验中两组材料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6.35
和 6.71。为消除顺序效应，题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见图 1)。 

2.3.3. 自闭症光谱量表 
由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和自闭症倾向会导致人脸识别困难，本研究使用了 Baron-Cohen 等人编制的自

闭症光谱量表(AQ)排除无关变量[7]。中文版量表和常模由刘萌容修订，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03，
重测信度 r = 0.872 [8]。量表共 50 个项目，5 个维度，得分高于 30 分则为异常，表明该答题者可能具有

自闭症谱系障碍倾向。 

2.4. 实验流程 

首先，研究者通过剑桥面部记忆测验的群体施测从 200 余名被试中筛选出了具有 DP 倾向的 9 名被

试和面孔记忆能力优秀的 11 名被试进入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中，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填写被试知情同 
 

 
Figure 1. Flowchar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experiment 
图 1. 阅读理解测验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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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书，登记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生源地、文理科、学业成绩、专业排名)，完成自闭症光谱

量表后开始实验。 
正式实验：1) 首先，被试打开实验程序进入实验后，测试屏幕上呈现实验指导语，被试阅读实验指

导语并确认无误后进入任务 A 的练习试次，练习试次的正确率不计入因变量指标。2) 接下来，进行任务

A 感知型阅读理解测验，被试有 60 秒的时间阅读每篇材料并做出反应，做出反应后直接进入下一题。3) 
随后，被试完成任务 A 的所有题目后，进入任务 B 的练习试次。4) 最后，进行任务 B 记忆型阅读理解

测验，被试有 30 秒的时间阅读实验材料，经过 8 秒有黑色“+”注视点的白屏后，被试有 30 秒的时间对

题目做出反应，做出反应后直接进入下一题。 

2.5.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2.0 分析数据，对于被试所填写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3. 结果 

将实验收集的数据录入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使用描述统计计算了两组被试在感知型阅读

理解测试和记忆型阅读理解测试的正确率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并进行相关分析。研究收集了被试的

学业成绩信息作为因变量的参考指标。按被试学业绩点的专业排名，采用五点计分，将被试的学业成绩

划分为 1 优秀(专业排名前 15%)、2 良好(专业排名前 15%~40%)、3 一般(专业排名前 40%~60%)、4 较差

(专业排名前 60%~85%)、5 很差(专业排名后 15%)。数据分析发现，被试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年龄和年级显

著相关，因此补充了被试数量，使控制组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的年龄和年级相匹配(见表 1)。 
分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DP 组被试人数为 9 人，平均年龄 20.33 岁，CFMT 均分为 45.56，感知型

阅读理解任务(任务 A)均分为 5.20，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任务 B)均分为 5.44，自闭症谱系量表(AQ)得分

为 19.56，平均学业成绩为一般(专业排名前 40%~60%)。控制组被试人数为 10 人，平均年龄 21.00 岁，

CFMT均分为 82.80，感知型阅读理解任务(任务A)均分为 6.00，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任务B)均分为 5.40，
自闭症谱系量表(AQ)得分为 17.40，平均学业成绩为良好(专业排名前 15%~40%)。本研究将被试的文本

材料和数据表格保留，以便能与发表的各文章之间进行比较。 

3.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FMT 成绩与被试的学业成绩显著相关(r = −0.517, P < 0.05)，即被试的面孔识

别能力与其学业绩点在班级中的排名之间有关联，学业成绩排名靠前的被试记忆识别人脸的能力更强。

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短时记忆系统存在缺陷的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其学习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结果显示，CFMT 成绩与两种阅读理解任务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即被试记忆识别面孔的能力

与其阅读理解能力之间可能无关。 

3.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阅读理解的任务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 = 0.01, P > 0.05)，任务类型和被

试分组存在交互作用但不显著(F = 1.259, P > 0.05)。说明两组被试在感知型阅读理解和记忆型阅读理解两

方面的能力表现无差异。 
交互效应图显示，在感知型阅读理解任务方面，控制组优于 DP 组，在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方面，

DP 组优于控制组(见图 2)。DP 组被试的感知型阅读理解能力比记忆型阅读理解能力稍弱，控制组被试的

感知型阅读理解能力比记忆型阅读理解能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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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roup description statistics (N = 20) 
表 1. 组间描述统计(N = 20)  

 分组 N M SD 

CFMT 
脸盲组 9 45.556 11.203 

控制组 10 82.800 3.614 

任务 A 
脸盲组 9 5.222 1.394 

控制组 10 6.000 1.943 

任务 B 
脸盲组 9 5.444 0.881 

控制组 10 5.400 1.577 

年龄 
脸盲组 9 20.33 1.323 

控制组 10 21.00 0.816 

性别 
脸盲组 9 1.67 0.500 

控制组 10 1.70 0.483 

AQ 
脸盲组 9 19.56 5.525 

控制组 10 17.40 3.921 

学业成绩 
脸盲组 9 3.00 1.118 

控制组 10 2.20 0.919 
 

 
Figure 2. Interaction effect diagram 
图 2. 交互效应图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发展性面孔失认症人群的学习能力，探讨其视觉加工的感知型阅读理解和记忆

型阅读理解之间潜在的交互作用，并且通过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人群与面孔识别能力正常人群两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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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考察视觉加工的感知型阅读理解和记忆型阅读理解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否会因患面孔失认症而

发生改变。研究要求发展性面孔失认症被试和面孔识别能力正常被试分别完成视觉加工的感知型阅读理

解和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并收集了学业成绩信息作为因变量参考指标。结果发现，CFMT 成绩与被试

的学业成绩显著相关(r = −0.517)，控制组被试的学业成绩显著优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学业成绩。即被

试的面孔识别能力与其学业绩点在班级中的排名之间有关联，学业成绩排名靠前的被试识别人脸的能力

更强。短时记忆系统存在缺陷的发展性面孔失认症人群的学习功能受到了一定影响。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群体类型和阅读理解任务类型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存在交互

效应的趋势。在感知型阅读理解任务方面，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能力较常人相比稍弱，在记忆型阅

读理解任务方面，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的能力较常人相比稍好。因此，数据结果与最初的假设相反。 
分析本次研究中发展性面孔失认症人群的表现，思考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组被试感知型阅读理解任

务和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的准确率上无显著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样本总量小，

统计方法受限。任务类型和被试类型之间存在交互效应的趋势但不显著，在样本量充足或使用贝叶斯分

析后数据结果或许会更为显著。二，短时记忆中的视觉编码和语义编码之间存在着补偿机制。发展性面

孔失认症患者视觉加工的短时记忆系统受损，因此不擅长视觉编码，被试同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文理科本

科生，智力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相近，发展性面孔失认症大学生达到了和控制组大学生相近的记忆和智力

水平，其记忆系统的其他方面有控制组所不及之处。被试在执行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的过程中会更多地

使用语义编码，弥补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被试在视觉编码方面的不足。三，在阅读理解任务中，工作记

忆系统弥补了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短时记忆系统的不足。前人研究中使用的记忆材料为图片(面孔图片、

地形图片)，只要求被试在几秒钟内记住该图片并做出反应，短时记忆系统扮演着核心角色，而本研究的

记忆型阅读理解任务涉及的工作记忆系统更为复杂。四，控制组被试的认知风格不同。在本研究中，控

制组是在正常被试中选取面孔识别记忆能力极佳的人，这类人群对于面孔和图像更加敏感，视觉编码能

力也更强，倾向于整体加工，因此在感知理解方面，其表现更好，而在记忆理解方面，其表现较弱。总

之，本研究的结果意味着短时记忆系统的加工方式(语义编码和视觉编码)之间存在着补偿机制，“脸盲”

们虽不擅长记忆面孔，但他们却擅长记忆文字资料；相反，擅长记忆面孔的“认脸达人”们对文字的记

忆略显逊色。 
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的学习功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本研究关注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和正

常人群在视觉加工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两组被试在感知和记忆层面的差异。本研究有许多不足，例如

被试数量少、统计方法受限。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属于特殊被试群体，但被试数量仍可继续补充。在

统计方法方面，贝叶斯检验更适合小样本群体的数据分析。此外，结合原因讨论，我们认为本研究的阅

读理解材料可以继续完善和修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届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 
1) 由于短时记忆系统受损，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的学习功能稍弱于面孔识别能力正常的群体。 
2) 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与面孔识别能力正常群体的视觉加工的阅读理解能力无差异，不论是感知

型阅读理解还是记忆型阅读理解，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群体与面孔识别能力正常群体的表现相同。发展性

面孔失认症患者在短时记忆系统的语义编码方面不存在明显缺陷，短时记忆系统在视觉编码和语义编码

之间可能存在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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