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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刺激有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负性情绪刺激对冲突解决的影响是否会受到早年创

伤经历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Flanker范式探究了早年经历与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交互影

响。研究结果显示情绪主效应显著，正性图片条件下的反应时比中性图片条件下的反应时短，负性图片

条件下的反应时大于个体在正性条件下的反应时。早年创伤经历主效应显著，高早年创伤经历个体反应

时大于低早年创伤经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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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ation contributes to conflict resolu-
tion.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impact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ation on con-
flict resolution is affected by ear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Using the Flanker paradigm,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arly experienc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on cognitive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ponse time of positive images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neutral im-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205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2056
http://www.hanspub.org


郭云霄 
 

 

DOI: 10.12677/ap.2022.122056 503 心理学进展 
 

ages, and the response time of negative images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individuals under positive 
conditions. The main effect of ear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reaction time of 
individuals with high ear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individuals with low 
ear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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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个体早年创伤经历对其人生发展有重大影响。叶冬青等(2004)认为创伤性早年经历者即在 18 岁之前

所经受过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或成长在酗酒者、吸毒者、精神病患

者、自杀者、母亲受虐及有犯罪成员的家庭中，分为虐待、忽视、家庭失灵三大类。最近的一项研究报

告称，在全球范围内，儿童期遭受虐待的总体估计流行率为：性虐待 12.7%，身体虐待 22.6%，情感虐待

36.3%，身体忽视 16.3%，情感忽视 18.4% (Stoltenborgh et al., 2015)。当代国内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对早年

经历的研究大多通过回顾性问卷调查法或访谈法，通过采访被试的早年经历来获得关于其早年创伤性经

历的有关信息，例如“童年期间是否受过虐待”、“童年生活是否愉快”、“家庭成员是否有不良行为”

或“父母关系是否和睦”等，但是此类问卷的编制缺乏结构性和系统性，信效度控制不够完善。国内研

究者傅文青等人引进了 Bernstein 编制的童年创伤问卷(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并

对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该问卷包括 5 个因子，分别是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

体忽视(傅文青等，2005)，被众多研究者所使用。 
负性情绪也可称为消极情绪，生活中人们所体验的情绪往往不仅存在极性(正性，负性)的区别，即使

在同一情绪极性之内，个体的情绪体验也有强度的差异。早期关于负性情绪的研究主要是情绪 Stroop 范

式，该实验范式对情绪的认知控制领域研究贡献巨大，并被后来的研究者多次采用，情绪 Stroop 范式起

源于经典 Stroop 范式，在此范式中，被试需要对具有情绪效价的词语(如“death”，意思是死亡)或中性

词语(如“sky”，意思是天空)的颜色进行命名，同时要忽略词语的本意。此类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

中性词语，情绪词语的反应时显著增加，并将其称为情绪 Stroop 效应。情绪 Stroop 效应的产生是因为相

较于中性词语，情绪词语更容易吸引个体的注意，以至于在早期的加工阶段会干扰个体对颜色的命名。

但是 Stroop 范式中的情绪冲突本质上来源于词语的情绪对词语的颜色命名的简介干扰，而不是情绪维度

的直接干扰(Egner & Hirsch, 2005)。 
当下认知神经科学关于情绪的研究大多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比如应用正电子成像术(PE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探究脑科学领域，还有事件相关定位(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技术，以及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许多研究都发现积极情绪能扩展注意范围、记忆范围

和认知分类，此类型实验研究支持了积极情绪扩展–建设理论的观点，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负性情绪的

重要性，甚至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作用更大。有研究者发现，如果实验者只采用愤怒、快乐以及

中性情绪面孔作为实验刺激，面孔的情绪效价线索会影响注意的选择。有效线索是指目标呈现在与面孔

相同的位置，而无效线索是指目标呈现在与面孔不同的位置。在有效线索情况下，三种情绪线索图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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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无效线索条件下，与中性图片相比，愤怒和快乐图片的线索导致对靶刺激反应时间

更长(王振宏等，2013)。 
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也称作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指个体在信息加工中，根据当前

任务目标，通过对资源的调配，自上而下地对相关信息进行储存、计划和操控的过程。当个体需要克服

自动化的行为，或者需要面临不熟悉的、危险的、规划以及决策的任务时，认知控制能力就显得尤为必

要。在众多心理过程中都涉及认知控制，比如冲突控制、注意、决策、计划、工作记忆、任务转换等。

以往有关认知控制的研究大多选用 Stroop 任务等来探讨干扰效应与冲突适应。需要注意的是，情绪作为

一个极其复杂的变量，有很多种产生和诱发的手段，每种诱发方式产生的相应变量也会有所差异，正因

为如此，关于负性情绪在冲突适应中发生的作用，当下许多研究者对此众说纷纭，结论的主要不同在于

负性情绪到底是抑制冲突适应还是促进冲突适应。对于情绪对执行注意控制的影响，Easterbrook (1959)
认为，负面刺激的情绪唤起增加可能会导致注意广度的缩小，减少分心或无关信息的干扰。与这一观点

相一致的是，近期一些研究发现消极刺激对冲突解决的加工具有促进作用(Dennis et al., 2008; Finucane & 
Power, 2010; Kanske & Kotz, 2010, 2011)。综上所述，有早年创伤经历的个体倾向于发展出对负面刺激的

敏感性，而负面刺激可以促进冲突解决，因此早年创伤经历可能会调节负面刺激对冲突解决的影响。具

体来说，负面刺激会引起早年创伤经历较高的被试的情绪唤起增加，这将缩小他们的注意力，促进他们

的冲突解决。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设还没有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探究此问题，我们要求被试进行

以情感画面为中心呈现的任务。Flanker 任务是研究冲突解决的常用干扰范式(Finucane & Power, 2010)。 
本实验对认知控制的变量是被试对不同情绪类型图片下所呈现箭头方向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被试需

要自动监控不同情景下的认知控制，以探讨认知控制在早年经历与负性情绪之间是否具有交互作用。我

们假设，与早年创伤程度低的被试相比，在对早年创伤经历高的被试呈现消极情绪刺激时，执行注意得

分(正确率、反应时)的测量中表现出快速的冲突解决。以往研究还没有早年创伤经历与负性情绪刺激对冲

突解决的影响的结论性发现。在负性情绪刺激呈现时，对于早年创伤与情绪对冲突解决的影响作用，我

们不做具体的假设。 

2. 实验研究 

2.1. 实验目的 

探究早年创伤性经历与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交互影响。基于早年创伤性量表，进一步分析不同水

平的童年创伤性经历个体对不同类型情绪图片的反应效果，比较高、低早年创伤经历个体在不同类型情

绪图片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探究早年创伤性经历与负性情绪在认知控制上是否存在

交互作用。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本实验随机选取某高校 56 名在读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性 32 名，女性 24 名，年龄在 18~23 岁之

间，所有被试都是右利手，近期无重大突发事件，且无色盲色弱现象。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本次实验，

并且能理解试验任务和过程，在实验结束后会给与被试一定报酬。 

2.2.2. 实验材料 
实验设计：本研究采用 2 × 3 实验设计，实验有两个变量，组间变量是高低童年创伤性经历分组，组

内变量是情绪类型图片(正性、中性、负性)，因变量是反应时和正确率。实验问卷是由 56 名被试进行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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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伤量表问卷测验并按照得分进行高低分组，得分大于等于 35 分的个体分为高童年创伤经历组，共

29 人，得分小于 35 分的个体分为低早年创伤经历组，共 27 人。本实验中的实验刺激材料选取中国情绪

图片库的图片并按照情绪类型图片分为正性、中性和负性各 112 张。 

2.2.3. 实验程序 
被试坐在一个安静的实验室房间里，实验室内亮度与温度适中，被试离电脑屏幕大约 150 厘米，水

平和垂直视角低于 6˚。每一次试验都是在白色电脑屏幕上以 300~800 毫秒的小黑十字表示开始；然后在

一张持续时间为 1000 毫秒的图片上叠加一个箭头侧翼任务。如果中间的箭头指向左边，则被试应该用左

手食指尽可能准确和快速地按键盘上的“F”键；如果中间的箭头指向右边，则用右手食指按“J”键。

箭头侧翼任务和情感图片呈现被一个按键或 1000 ms 后终止。每个响应之后都有一个 800 ms 的空白屏幕

演示。所以被试必须在这一时间限制内做出答复。在正式实验之前，需要先进行 12 个实践试验的预训练，

预训练正确率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实验，以使被试熟悉实验过程。实验任务范式见图 1。 
 

 
Figure 1. Experimental task paradigm 
图 1. 实验任务范式 

2.3. 实验结果 

以早年创伤经历(高、低)和情绪类型(正性、中性、负性)为自变量，使用指标：辨别指数 Md。对辨

别指数 Md 进行 2 × 3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实验结果见表 1，具体数据结果为： 
1) 正确率：对正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主效应不显著，中性情绪图片下被试的正确率是

94.6%，正性情绪图片条件下被试的正确率是 94.4%，负性情绪图片条件下的正确率是 94.6%，F(2, 108) = 
0.431，P = 0.626；情绪与早年创伤经历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08) = 2.031，P = 0.142；早年创伤经

历水平组间主效应不显著 F(1, 54) = 0.360，P = 0.551。早年创伤性经历水平正确率均值低分组 0.953，高

分组是 0.938； 
2) 反应时：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主效应显著 F(2, 108) = 7.961，P = 0.001。对情绪

的主效应进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F(1, 54) = 6.154.，P = 0.016，中性图片条件反应时是 508.217 ms，正性

图片条件反应时是 510.500 ms。正性图片条件下比中性图片条件下反应时小，个体在负性图片条件下的

反应时大于个体在中性图片条件下的反应时，F(1, 54) = 14.155，P = 0.000。个体在负性图片条件下反应

时边缘性显著，个体在负性图片条件下的反应时大于个体在正性条件下的反应时，F(1, 54) = 3.456，P = 
0.068；早年创伤性经历主效应显著 F(1, 54) = 0.934，P = 0.038。低水平早年创伤性经历被试的反应时均

值是 505.031 ms，高水平早年创伤性经历被试的反应时均值是 516.197 ms。中性图片条件下反应时均值

是 508.217 ms。正性图片条件下反应时均值是 510.500 ms。负性图片条件下反应时均值是 513.135 ms。
情绪与早年创伤性经历水平交互效应不显著 F(2, 108) = 1.781，P =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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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s and groups 
表 1. 情绪与组间的交互效应 

 假设 df 误差 df F P 

情绪主效应 2 108 7.961 0.001 

组间 1 54 0.360 0.551 

情绪和组间的交互作用 2 108 1.781 0.038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对冲突解决的影响是否因早年创伤而异。研究结果首先证明的是，无论情绪效

价如何，不一致的任务比一致的任务诱发出更慢的反应时和更低的正确率，表明本研究中使用的任务在

诱导注意执行控制方面是有效的。 
在有关情绪认知控制的研究中尚无结合被试早年经历来探讨交互作用。具有不同早年经历的个体对

待不同诱发情绪图片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本研究主要探讨低创伤早年经历者与高创伤早年经历者对

正性、中性、负性情绪诱导图片的认知交互控制影响。本文从早年经历与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交互影

响入手，有助于明确早年经历与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对进一步揭示早年创伤经历与负性情绪对

认知控制的内在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意义上可以进一步丰富情绪认知控制领域的研究。 
对于情绪诱导方式有很多种，图片情绪诱发法是让被试连续观看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图片或文字以

产生实验所需要的目标情绪状态，并测量诱发出来的情绪持续时间(Bradley & Lang, 2007)。Gomez，Stahel
和 Danuser (2004)考察了被试观看不同效价和唤醒度的情绪图片时的呼吸、皮肤电导水平(SCL)和心率

(HR)，发现随着图片愉悦度的增加，被试的呼吸时间增加，平均吸气流量减低，随着图片唤醒度的增加，

吸气时间和总呼吸时间明显缩短。关于情绪图片对被试瞳孔大小的变化，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负性

情绪图片对被试瞳孔变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性图片，正性图片对被试瞳孔变化基本无影响。正性和

负性图片所诱发的被试瞳孔大小变化的差异非常显著。这些关于情绪的研究都表明了个体在负性情绪下

会产生更多的生理反应，但个体的生理反应不仅限于瞳孔的变化。国内研究者贾静和刘昌(2008)使用电影

片段来研究情绪，电影《活着》可以诱发被试的悲伤情绪，《憨豆先生》诱发快乐情绪，而《企鹅日记》

诱发的是中性情绪，结果发现情绪类型尤其是负性情绪能显著影响被试的呼吸频率和皮肤电导水平。本

研究采用 Flanker 范式同样发现了个体在负性情绪下解决认知冲突会更加消耗时间，也说明在负性情绪下

分配的认知资源将会显著提升。本实验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个体对负性情绪性事件有明显的认知偏向。

这一发现与前人研究一致，相比非情绪性事件(中性事件)情绪性事件往往更容易引起注意，且具有持久而

强烈的特点(Dolcos, LaBar, & Cabeza, 2005)。对于不同高低早年创伤经历被试，对情绪反应下的正确率无

显著差异，说明早年创伤性经历不会影响个体对情绪反应下正确率的判断。不同早年创伤性经历被试对

正性、负性和中性图片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未能发现早年创伤性经历与负性情绪对认知控制的交互作用，可能原因和未来可改进因素是

早年创伤性经历的不同水平分组是以中位数为标准而划分的,但是本实验中的被试总数较少，可能会对结

果造成影响从而不能充分反映出这一变量的效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充被试数量，更有利于区分高、

低童年创伤经历被试，从而提高实验信度。另外，额外变量因素如个体内、外倾特质，不同地域被试的

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不同，个体对实验的期待等都会对实验产生影响。刺激情绪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情

绪事件、情绪词汇、环境干扰、情绪记忆等，本研究使用图片刺激诱发，对于被试的情绪刺激虽然简便

和直接，被试也能瞬间体会自身对情绪图片刺激所产生的情绪，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情绪刺激类型的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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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个体在负性图片条件下反应时比正性图片和中性图片时间要长； 
2) 高早年创伤个体反应时大于低早年创伤个体； 
3) 高早年创伤个体和低早年创伤个体对正性、中性、负性图片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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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如果您已完全明白上述说明，请开始回答以下问题。 
指导语：本问卷调查的是您儿童期(16 岁以前)的成长经历。请根据您的体会在每道问题后面最适合

您情况的数字上打“√”。这些问卷是保密的，所以对那些涉及您个人隐私的问题也请您如实作答。谢谢

您的合作。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下属情况出现的频率： 从不 偶尔 有时 常常 总是 

1. 我吃不饱。 1 2 3 4 5 

2. 有人照顾我、保护我。 1 2 3 4 5 

3. 家里有人喊我“笨蛋”“懒虫”或“丑八怪”等。 1 2 3 4 5 

4. 父母过于酗酒或挥霍浪费，以致不能照顾家庭。 1 2 3 4 5 

5. 家里有人使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或不一般。 1 2 3 4 5 

6. 我不得不穿脏衣服。 1 2 3 4 5 

7. 我感到家里人爱我。 1 2 3 4 5 

8. 我觉得父母希望从来没有生过我。 1 2 3 4 5 

9. 家里有人把我打伤的很重，不得不去医院。 1 2 3 4 5 

10. 当时我并不希望去改变家里的什么。 1 2 3 4 5 

11. 家里有人打得我鼻青脸肿或伤痕累累。 1 2 3 4 5 

12. 家里有人用皮带、绳子、木板或其他硬东西惩罚我。 1 2 3 4 5 

13. 家里人彼此互相关心。 1 2 3 4 5 

14. 家里有人向我说过刻薄或侮辱性的话。 1 2 3 4 5 

15. 我觉得我受到了躯体虐待。 1 2 3 4 5 

16. 我的童年是美好的。 1 2 3 4 5 

17. 我被打的很重，引起了老师、邻居或医生等人的注意。 1 2 3 4 5 

18. 我觉得家里有人憎恨我。 1 2 3 4 5 

19. 家里人关系很紧密。 1 2 3 4 5 

20. 有人试图以性的方式触摸我或让我触摸他。 1 2 3 4 5 

21. 有人威逼或引诱我同他做性方面的事。 1 2 3 4 5 

22. 我的家是世上最好的。 1 2 3 4 5 

23. 有人试图让我做或看性方面的事。 1 2 3 4 5 

24. 有人猥亵我。 1 2 3 4 5 

25. 我认为我受到了情感虐待。 1 2 3 4 5 

26. 如果需要，会有人送我去医院。 1 2 3 4 5 

27. 我认为我受到了性虐待。 1 2 3 4 5 

28. 家是我力量和支持的源泉。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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