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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of affect labeling two questions were tested. The first one is whether affect labeling 
will enhance or reduce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subjects, especially for Chinese subjects using Chinese char-
acters. The second one is whether using words to describe the non-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positive faces will 
reduce the emotion or not. To test these questions, we conducted one experiment. In this experiment, 30 fe-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pictures of positive faces (happy and surprise) used as materials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including finger temperature, skin conductance, and finger pulse, were recorded 
using BiopacMP150 under affect-labeling, affect-matching, gender-labeling, gender-matching, and shape- 
match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experimen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finger pulse rate, 
finger temperatures and skin conductance between affect-labeling and affect-matching, gender-labeling and 
gender-matching, affect-matching and gender-matching, affect-labeling and gender-labeling.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ffect labeling and gender labeling may not reduce the activity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these conditions of this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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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一研究检验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情绪标注是增强还是抑制正性情绪，尤其是对使用中文

词的中国被试。第二个是非情绪标注能否抑制正性情绪。为检验这些问题，研究选择正性情绪面孔为

实验材料(愉快和惊讶)，以 30 名女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了 BiopacMP150 生理记录仪记录其完成任务时

皮电、指温和指脉率上的变化。结果发现：不管是在皮电，皮温还是指脉率上都没有发现以下四组中

任何一组中存在的显著差异：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情

绪标注和性别标注。在本实验条件下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及非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情绪标注；自主神经活动；情绪调节 

1. 引言 

Lieberman，Inagaki，Tabibnia 和 Crockett(2011)认 

为，情绪标注指个体用语言描述刺激物的情绪特征；

非情绪标注指个体用语言描述刺激物的非情绪特征。

例如，在动物园人们看到一只老虎时。如果产生“老

虎很凶残，我很害怕老虎”的语言行为，就属于情绪
*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天津市民心理健康素质监测系统开发”(12 
ZCZDSF0710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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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如果产生“老虎属于动物，老虎的身上有花纹”

的语言行为，就属于非情绪标注。 

Lieberman 等(2011)发现情绪标注与分心、重评等

情绪调节一样，可以调节被试的情绪。许多研究发现

情绪标注在心理治疗中可以有效的帮助蜘蛛恐惧症

个体(Kircanski, Lieberman, & Craske, 2012)、甲基苯丙

胺依赖者(Payer, Lieberman, & London, 2011)及自闭症

患者个体(Wang, Dapretto, Hariri, Sigman, & Book- 

heimer, 2004)等减弱负性情绪。 

Hariri，Bookheimer 和 Mazziotta(2000)提出了情

绪标注最早的研究范式。具体内容为：让被试完成三

种任务，如图 1(上图)所示。1) 情绪标注任务，即目

标情绪图片放在上面，描述情绪图片的词汇在下面，

要求被试根据目标图片的情绪，选择出正确描述目标

图片情绪的词汇；2) 情绪匹配任务，即目标情绪图片

放在上面，两个待选情绪图片在下面，要求被试选出

一张与目标图片情绪相匹配的图片；3) 形状匹配任

务，即目标图形放在上面，两个待选图形在下面，要

求被试选择一张与目标图片形状一致的图片。被试完

成三种任务后，实验者对结果进行分析。假设 A = 情

绪标注任务下的成绩 − 匹配形状任务下的成绩；B = 

匹配情绪任务下的成绩 − 匹配形状任务下的成绩。如

果情绪标注能够抑制个体的情绪反应，那么结果就是

A < B；反之，结果就是 A > B。实验结果发现，与情

绪匹配相比，情绪标注条件下与情绪相关的杏仁核活

动更弱(杏仁核活动越强表示情绪强度越大)而与抑制

相关的右腹侧前额皮层(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活动更强。而刘海燕(2005)研究发现，

在情绪标注条件下，大脑前额活动和边缘系统活动都 
 

 

Figure 1. The tasks of this paradigm 
图 1. 情绪标注的实验任务 

增强。她基于 Gross(2002)的情绪调节理论，认为情绪

标注是一种“评价重视策略”。 

Hariri，Mattay，Tessitore，Fera和Weinberger (2003)

采用类似的范式，以负性情绪图片为材料，用 fMRI

技术记录被试大脑活动同时记录被试完成任务时的

皮电，探讨了使用中性词进行标注能否抑制情绪的问

题。在标注任务中，在目标情绪图片下有两个词“自

然”和“人工”，要求被试判断图片中的威胁情景是

自然的还是人工的；在图形匹配任务中，在目标情绪

图片下有两个待选的图片，要求从中选择一个和目标

图形完全一致的图形。结果发现被试完成图形匹配任

务时杏仁核激活要比标注任务的大且皮电反应强；被

试完成中性词标注任务时 RVLPFC 和扣带回激活要

比图形匹配任务时的大。他们认为使用中性词进行标

注也能抑制情绪，即非情绪标注也能抑制情绪。 

最早对非情绪标注能否抑制情绪进行探讨的是

Lieberman，Eisenberger，Crockett，Tom，Pfeifer 和

Way(2007)。他们在 Hariri 等(2000)提出的范式基础上，

增加了三种控制任务：性别标注任务、性别匹配任务

和观看图片任务，如图 1(下图)所示。1) 性别标注任

务。目标图片放在上面，下面是描述目标图片性别的

词汇。要求被试根据目标图片的性别，选择出正确描

述目标图片性别的词汇；2) 性别匹配任务。目标图片

放在上面，下面是两个待选图片。要求被试根据目标

图片中的性别，选出一张与目标图片性别相匹配的图

片；3) 观看图片任务。要求被试只注视图片，无特殊

的加工要求。情绪匹配和观看条件下的比较可以说

明，是否是因为情绪图片数量较多才引起的情绪匹配

条件下情绪反应更强。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的比较可

以说明，是否非情绪标注也可以抑制情绪。性别标注

和情绪标注有两个相同点：1) 任务中只有一个情绪图

片；2) 都需要进行语言加工。因此，情绪标注和性别

标注条件的比较可以说明，是否只要进行语言加工即

可抑制情绪。Lieberman 等人(2007)研究发现，情绪标

注和情绪匹配、性别标注及观看相比，情绪标注条件

下杏仁核活动更弱而右腹侧前额皮层(right ventro-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活动更强(杏仁核活

动越强表示情绪强度越大)，而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之

间无显著差异。实验说明，只有情绪标注才能抑制情

绪，同时说明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的差异是情绪标注 

本身造成的。此后的研究通常采用情绪标注，情绪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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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四种任务来探讨情绪标注。

其中：1) 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相比用于说明对负性情

绪刺激的有意识的语言加工能否抑制由知觉加工引

起的情绪反应。2) 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的比较，说明

进行非情绪信息的言语加工能否抑制内隐的情绪反

应。3) 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的比较，说明对情绪特征

的知觉加工和对性别特征的知觉加工相比，前者会不

会放大情绪。4) 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的比较可以说明

是否只要进行言语加工就能抑制情绪。但是，采用同

样的范式及材料以皮电等为指标时却发现，情绪标注

条件下情绪最弱，然后是性别标注，最后是情绪匹配

和性别匹配。当把被试分为高神经质被试和低神经质

被试时，只有高神经质被试中出现情绪标注比性别标

注更弱的情绪反应(Lieberman, 2011)。白学军，岳鹏

飞(2013)采用此范式，设置了情绪标注，性别标注、

情绪匹配、性别匹配及形状匹配考察了情绪标注和非

情绪标注对负性情绪的作用；结果发现，情绪标注抑

制了负性情绪而非情绪标注不能抑制负性情绪。 

情绪标注可以抑制负性情绪，但是是否可以抑制

正性情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绪标注

不能抑制正性情绪。其证据为：研究者以面孔为情绪

材料的情绪判断和性别判断中，情绪判断表现出对负

性情绪的抑制但是并未发现对正性情绪的抑制而是

有相反的趋势(崔芳，罗跃嘉，2009)。另一种观点认

为情绪标注可以抑制情绪。其证据为情绪标注和观看

相比情绪标注时对情绪的自我报告更低(Lieberman, 

Inagaki, Tabibnia, & Crockett, 2011)。 

为了进一步检验情绪标注能否抑制正性情绪，研

究以正性情绪面孔为材料，以十六导生理记录仪为工

具，采用上述研究范式对情绪标注能否抑制情绪进行

了检验。 

2. 负性面孔刺激下情绪标注对情绪的作用 

2.1. 目的 

采用正性面孔刺激，用 16 导生理记录仪监测被

试的皮电、指温和指脉率，验证前人的研究。研究发

现(朱昭红，王振宏，罗然，赵丹妮，2011；刘潇楠，

许翱翔，周仁来，2009)，男女对国际情绪图片的反应

存在差异，通常女性对情绪刺激更敏感。为了更好地

实现本研究的目的，所以只选择女性大学生为被试。 

2.2. 方法 

2.2.1. 被试 

30 名女大学生，平均年龄是 21.97 ± 1.45 岁，所

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均为右利手。

实验之前剔除有心脏，呼吸或神经问题的，用精神病

药物或其他药物影响到自主神经状态的以及有看到

血腥图片或电影昏厥史的被试。 

2.2.2. 实验设备和仪器 

实验采用 Superlab 系统呈现刺激并记录被试的反

应，该系统刺激呈现与计时精度均为 1 ms。刺激通过

Dell17 寸显示器呈现，被试距屏幕 60 cm 处。显示器

的分辨率为 1024 × 768，屏幕的背景为白色。使用 

BIOPAC公司生产的MP150型 16导生理记录仪系统，

记录被试在实验阶段的皮电、指温和指脉率。 

2.2.3.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库(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

2005)中选取 48 张正性(高兴和惊讶)图片。图片分成 4

组，其确认度和强度差异均不显著(F(3,44) = 0.05，p > 

0.05；F(3,44) = 0.48，p > 0.05)，其均值为 88.34，6.92；

且每组 12 张，其中一半为男性面孔一半为女性面孔，

且其中高兴和惊讶各占一半。 

2.2.4. 实验范式及程序 

实验使用了五种任务，情绪标注，情绪匹配，性

别标注，性别匹配和形状匹配。采用 block 设计，见

图 2。共 9 个 block。5 个形状匹配任务 block 中间插

入 4 个其他任务 block，且这 4 个 block 在不同被试间

进行平衡。 

每个 block 开始呈现 2 秒的提示语(匹配形状等)，

来提醒被试下面要完成的任务。然后是刺激呈现。每

种任务都要求被试看着呈现的目标面孔或目标形状

图形(均位于正中央靠上位置)并按相应规则执行任

务。每个任务共由 8 个 trial 组成。每个刺激呈现 5 s，

刺激与刺激间无间隔时间。刺激呈现后要求被试用右

手按键做出反应。 

2.2.5.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情绪类型：情绪；性别) × 2(任务类

型：标注；匹配)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反应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间以及皮电、指温和指脉率。形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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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 example of the design of experiment 
图 2. 实验设计示意图 

 

配任务用于计算皮电、指温和指脉率时的基线。 

参考 Hariri 等(2003)的文献，并结合实验的具体

情况，采用了以下因变量指标计算方法。举例如下，

情绪标注下在皮电上的因变量值，A = B − (C1 + 

C2)/2。A 为情绪标注下在皮电上的因变量值；B 为完

成情绪标注时的皮电值；C1 和 C2 代表情绪标注任务

双侧的形状匹配任务下的皮电值。其他任务下各指标

的计算同以上例子。 

2.2.6. 生理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1) 皮电。实验前，用 75%医用酒精擦拭安电极处，

之后将 Ag/AgC1 电极分别缠在被试左手食指和无名

指的末端指腹上，电极连接在生理记录仪的 GSR100C

模块上记录皮电，采样率为 200 Hz。放大倍数 200。 

2) 指温。皮肤温度放大器(SKT100C)，用 TSD102

热敏电阻传感器连接于被试的左手中指记录被试在

实验过程中指温的变化。放大倍数 200，温度单位采

用(℉)，经过基线校准。 

3) 指脉率。光电容描记放大器(PPG)，用 TSD100

光敏传感器连接于被试的左手拇指，记录被试在实验

过程中指脉率的变化。放大倍数 200，指脉率由此记

录计算得来。 

采集的生理数据用 AcqKnowledge 4.0 软件进行

编辑处理。计算各条件下的皮电反应、指脉率及指温

的均值，并计算各条件减去“基线”后的值，后期数

据用 SPSS13.0 进行分析。 

2.3. 结果 

参考 Lieberman 等(2007)的研究和本实验的目的，

采用事前比较(planned comparison)。拟对情绪标注和

情绪匹配，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情绪标注和性别标

注以及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进行事前比较。 

2.3.1. 行为数据结果 

根据四种条件下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

行统计，结果见表 1 所示。 

对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

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以及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进行

事前比较发现： 

1) 在正确率上，经检验，t(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116) = 

−1.767，p > 0.05，差异不显著；t(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116) = 

−0.005，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116) = 

−0.438，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116) = 

1.323，p > 0.05，差异不显著。 

2) 在反应时上，经检验，t(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116) = 

−0.610，p > 0.05，差异不显著；t(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116) = 

−0.865，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116) = 

−1.251，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116) = 

−1.507，p > 0.05，差异不显著。 

无论在正确率还是反应时上上述几对之间均不

显著。 

2.3.2. 生理反应数据结果 

对被试在完成四种任务时的皮电，指温及指脉率

等因变量指标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2 所示。 

根据实验假设，仅对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情绪

标注和性别标注，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以及情绪匹配

和性别匹配，进行事前比较(planned comparison)。结

果发现： 

1) 在皮电上，经检验， t( 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 )(116) = 

−0.119，p > 0.05，差异不显著；t(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116) = 

−0.412，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116) = 

0.650，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116) = 

0.357，p > 0.05，差异不显著。 

2) 在皮温上，经检验，t(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116) = 0.352，p > 

0.05，差异不显著；t(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116) = −1.606，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116) = 1.723，p > 0.05，

差异不显著；t(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116) = −0.235，p >0.05，差

异不显著。 

3) 在指脉率上，经检验，t(情绪标注和情绪匹配)(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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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bjects’ mean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in different 
experiment conditions 

表 1. 四种条件下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任务类型 情绪标注 情绪匹配 性别标注 性别匹配 

正确率 0.96(0.05) 0.99(0.04) 0.97(0.06) 0.97(0.05)

反应时(ms) 1580(413) 1650(447) 1724(391) 1823(521)

 
Table 2. Subjects’ physiological response in different experiment 

conditions 
表 2. 四种任务作为因变量值的各生理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任务类型 情绪标注 情绪匹配 性别标注 性别匹配 

 M SD M SD M SD M SD

皮电(V) 0.03 0.15 0.09 0.11 0.06 0.16 0.06 0.14

指温(℉) 0.003 0.047 0.003 0.039 −0.006 0.048 −0.003 0.382

指脉率(bmp) 0.24 3.21 2.62 3.98 0.61 2.53 2.18 4.39

 

−0.387，p > 0.05，差异不显著；t(性别标注和性别匹配)(116) = 

−0.207，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116) = 

1.370，p > 0.05，差异不显著；t(情绪匹配和性别匹配)(116) = 

1.550，p > 0.05，差异不显著。 

几组比较均没有发现差异，说明在此种设置下没

有发现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抑制。 

3. 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作用 

我们采用了和白学军等(2013)同样的研究范式及

实验设置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抑制现象。

对于这一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可能是情绪标注不抑制正性情绪。采用同

样的范式和设置可以发现情绪标注对负性情绪的作

用，而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抑制。这说明

情绪标注可以不能抑制正性情绪。对情绪标注现象解

释的阻断理论(Disruption theory)主张：人们对负性情

绪的加工是无意识的。当个体有意识地反省自己对负

性情绪的加工，就会抑制或阻断它，从而导致个体对

负性情绪的反应减弱(Lieberman, 2003; Lieberman et 

al., 2004)。但是，上述理论并不认为情绪标注会抑制

正性情绪。 

第二种可能是由于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作用

存在先增强后抑制的特点造成的。崔芳等(2009)的研

究认为情绪标注会增强正性情绪，这一研究主要考察

的是情绪标注完成之前(考查的是刺激呈现 1 s 之前)。

Lieberman 等(2011)的研究认为情绪标注会抑制正

性情绪，这一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情绪标注完成之后(因

为其刺激呈现时间为 5 s，而任务在两秒之前就完成)。

有这样一种可能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作用发生在

情绪标注的后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了研究

中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的抑制。 

而 

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利用 ERPs 技术高时间分辨

率的特点进一步考察这一假设。 

4.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

的外周神经活动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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