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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disability is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autism. And fa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iffi-
culty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autism social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In behavioral experiments, 
the score of the face cognition test of the autism children is lower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of the same intelligence. When autism was watching video on social interaction,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erson’s mouth or irrelevant items. In fMRI studies it’s showed that amygdala (AMY), 
super temporal sulcus (STS), fusiform gyrus (FFG) and related brain reg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iculties of fa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utism. These studies provide the evidence of 
the abnormal behavior of autism in neural physiolog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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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无能作为自闭症的一个显著特征，对面部信息加工存在困难是造成自闭症社会交往障碍的一个重要

原因。行为实验发现，自闭症儿童与同等智力的正常儿童相比，其面孔识别测验的得分更低；自闭症患

者观看关于社会交往的视频，更多注意人的嘴部或无关物品。fMRI研究中，发现自闭症患者的杏仁核

(AMY)，颞下沟(STS)，梭状回(FFG)等脑区与其面部信息加工困难有关，这为自闭症的异常行为研究提

供了神经生理基础。 
 

关键词 

自闭症，面部信息加工，fMRI，杏仁核，颞下沟，梭状回 

 
 
 

1. 引言 

自闭症是一类复杂的神经性发展障碍，其显著特征是社会无能，即在社会功能和社会交流方面存在

广泛的和严重的缺陷。在任何情况下，自闭症患者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结都显得困难(Kanner, 1968)。情绪

面孔的判断以及从他人的面孔获得社会信息的能力，是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过程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能

力。因此，在面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存在缺陷，是自闭症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2. 自闭症患者面部信息的加工劣势与不良策略 

自闭症儿童与其智力相匹配的儿童相比，表现出面部信息加工困难。Ami Klin (Klin et al., 1999)通
过对自闭症、泛发展性障碍和智力迟钝儿童施测面部识别测验 K-ABC (K-ABC: 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Interpretative Manual)，发现自闭症儿童与其在言语智力和非言语智力相匹配的正常

儿童相比，存在显著的面孔识别缺陷。并且与控制组的正常儿童相反，自闭症面孔识别表现与非言语

智力的相关性较低，意味着这种面部信息加工缺陷，与自闭症儿童整体的认知能力无关。泛发展性障

碍儿童没有表现出这种面孔识别的缺陷，也表明面孔识别缺陷是自闭症患者特有的表现。这个实验的

缺点在于仅是对自闭症进行了一项能力测验，因而所得结果仍然很难解释自闭症患者在实际的日常社

会交往中遇到的问题。 
自闭症患者在关注社会交往信息时，将注视点较多地停留在嘴部和周围无关信息上，而正常人的注

视点大部分停留在眼部，因为眼部能最大化地提供关于面部表情的信息(Klin, Jones, Schultz, Volkmar, & 
Cohen, 2002)。并且自闭症患者对眼部注视的时间越少，其社会化障碍的程度就越高。与注视物体相比，

自闭症患者注视嘴部的时间越多，其社会化受损的程度较低。同时自闭症患者对眼部的注视时间与其社

会化完整度没有相关，即关注眼部对于他们理解社会性事件没有帮助。这表明注视嘴部的自闭症患者有

参与社会互动的意识，却无法使用正确的策略，自闭症患者的社会信息的获得方式过于单一以及低效。 

3. 自闭症面部信息加工缺陷的神经生理基础 

社会智力，指的是人们用一些精神状态(如思想，目的，愉快感，信念)解释他人的行为的能力。拥

有这种能力，使我们在社会群体中，能更好的与他人互动，能预测他人的感受，想法和行为。这种社

会智力是与普通认知能力相独立的。Brothers 首次为社会智力提供了神经生理解剖上的依据(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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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她提出，社会脑包含了杏仁核(AMY)，眼窝前额皮质(OFG)，颞上回(STG)。杏仁核(AMY)的损

害影响情绪判断(Adolphs et al., 1999)，眼窝前额皮质(OFC)的损害影响社会合理性的判断(Eslinger & 
Damasio, 1985)，颞上回(STG)的损害影响面部知觉(Campbell, Heywood, Cowey, Regard, & Landis, 1990)。
高功能性的自闭症患者其普通智力与正常人无差，甚至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其社会化的能力很低，因

此，研究者们假设这类自闭症患者的社会脑存在损害。在一个比较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在情绪识别过

程中，社会脑的激活程度差别的实验中(Baron-Cohen et al., 1999)，被试被要求观看有情绪内容的眼部图

片，判断其情绪状态，在过程中对被试大脑进行了核磁扫描。研究结果显示，在使用社会智力时，正

常人的杏仁核(AMY)，颞上回(STG)和前额叶皮质的一些区域的活动有增强。自闭症患者的杏仁核(AMY)
完全没有被激活，被激活的是额颞叶区域，该区域的作用是对复杂的视觉刺激进行命名，以及对面部

和眼部信息加工。自闭症患者在完成情绪识别任务时，为了补偿杏仁核未激活的缺陷，而启动了与言

语和面部记忆的功能有关的脑区。这也表明了，自闭症患者有进行社会信息加工的意识，但是一些关

键的脑区存在生理上的缺陷。 
一些分散的神经网络共同调节面部知觉过程，其中包括了与面部识别相关的梭状回(FFA)、枕下回

(IOG)，与注视知觉相关的颞上沟(STS)，以及与面部表情的情绪评价相关的杏仁核(AMY)、脑岛、边缘

系统、前额下皮质(IFC) (Haxby, Hoffman, & Gobbini, 2000)。额下皮质(IFC)和颞上沟(STS)同时也属于镜

像神经系统(MNS)。镜像神经系统(MNS)指人脑对外界的人或事物在其内部进行再现的生理结构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因此，镜像神经系统(MNS)被假设是“读心术”和同情心的神经生理基础。

对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在观看和模仿面部情绪表情时进行核磁扫描的实验发现，在进行表情模仿时，

正常儿童的双侧额下回(IFC)的岛盖部有明显的活动，而自闭症儿童没有出现此现象；在观看表情时，正

常儿童较自闭症儿童右侧岛盖部有更强的活动，但不及模仿任务明显。额下回(IFC)岛盖部的活动性与自

闭症儿童在社会适应性测验的得分显著负相关(Dapretto et al., 2006)。这证实了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系

统(MNS)存在明显的损害。 
自闭症患者被动地观看面孔图片时，通过注视点提示，将被试的注意集中在眼部，同时对被试进行

核磁扫描的结果显示自闭症患者的双侧梭状回(FFA)均有激活(Hadjikhani, Joseph, Snyder, & Tager-Flusberg, 
2007)。梭状回(FFA)是面部识别的脑区，这预示着通过一些简单的提醒或训练，使自闭症患者在社交时

能够关注对方的眼睛，自闭症患者可获一些表面的面部信息，但是对面部信息的社会意义的深层次加工

仍然存在问题。另外，自闭症患者的社会化程度与其右侧额下回(IFC)，左右侧枕下回(IOG)的皮层厚度负

相关(Hadjikhani, Joseph, Snyder, & Tager-Flusberg, 2007)。实验中虽然没有使用情绪面孔图片，而是中性

的面孔图片与杂乱的面孔图片，在正常人中，仍可看到颞上沟(STS)，额下回(IFC)，和杏仁核(AMY)的激

活，说明对于正常人关于面部的少量信息足以促使面部信息加工网络去发现其中的社会和情绪线索，而

自闭症患者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当观看动态的面部表情图片时，正常人和自闭症患者的杏仁核(AMY)，颞上沟(STS)，梭状回(FFA)

都有被激活。但是正常人在观看静态和动态面部表情图片时，三个脑区的激活程度有显著差异，自闭症

患者无显著差异。在知觉动作的脑区 MT/V5，两组的变化是一致的(Pelphrey, Morris, McCarthy, & Labar, 
2007)。这表明自闭症患者可以感受到生物性的变化，但要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加工时则存在问题。

自闭症患者的杏仁核(AMY)，颞上沟(STS)，梭状回(FFA)对信息变化的加工的敏感性比较低。 
虽然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观看面部信息时，注视眼区域的时间显著较少，但是自闭症患者个

体差异性仍然很大。在眼动与 fMRI 相结合的研究中，在追踪被试的眼注视的同时，对被试进行了核磁

扫描。将眼区域的注视时间与脑部[梭状回(FFG)，杏仁核(AMY)，眼窝前额皮质(OFG)]活动强度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自闭症患者对眼区域的注视时间越长，左侧杏仁核(AMY)和右侧梭状回前部的活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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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正常组没有这样相关关系(Dalton et al., 2005)。该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梭状回(FFG)、杏仁核(AMY)
对于预测自闭症面部识别困难的重要性的同时，为自闭症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对自闭症患

者面部信息加工策略的训练应集中在对梭状回(FFG)、杏仁核(AMY)的脑区的功能修复上。 
自闭症患者不仅在通过他人眼睛理解他人的情绪方面存在问题，在通过他人的眼注视以了解他人的

注意点或意向方面也存在缺陷(Pelphrey, Morris, & McCarthy, 2005)。被试观看到两类图片，一类是图片上

人物的眼注视的方向有一个黑白格的棋盘，即符合被试社会认知的预期，另一类图片是眼注视的方向和

棋盘的位置不一致。当正常被试看到不一致图片时，其颞上沟(STS)和一些社会认知的区域被更强的唤醒。

自闭症患者的这些脑区同样也被激活，但是对预期一致图片和预期不一致图片的脑区激活没有差异，即

在眼注视转换时这些脑区没有起到调节作用。此结果也表明自闭症患者对于眼注视信息加工的问题的神

经生理原因是在其颞上沟(STS)调节的差异上。 

4. 结语 

自闭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主要因为社会化适应性的问题，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的

难题。因此研究者们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化方面的问题，希望能找到病理的根源，为自闭症的治疗和行为

矫正提供更多有效的理论依据。得力于脑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自闭症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被揭

开。在对于自闭症的面部信息加工的缺陷上，众多的研究已经可以证明自闭症在杏仁核(AMY)，颞上回

(STS)，梭状回(FFA)，额下回(IFG)等相关脑区存在缺陷。同时也发现，自闭症的这类损伤并非是某个脑

区明显的实质性损伤。通过对实验不断地优化可以看到，自闭症并非完全不能处理社会信息，而是对信

息的处理较简单，不能进行深层次的加工，或者是对信息的变化不够敏感。这也要求研究者们设计更加

细致和巧妙的实验去进行区分。同时，对脑区连接网络的研究也被广泛地用于研究自闭症上，这方面的

研究也将对自闭症的神经生理基础提供更加完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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