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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象对话疗法诞生至今30余年，视觉意象研究较多，嗅觉意象相对研究较少。为了验证芳香气味能够唤

起嗅觉意象，并探索嗅觉意象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气味心理学与意象对话结合，以芳香精

油作为实验材料，采用被试内单盲设计，对102人进行嗅觉意象唤起、嗅觉意象文本分析和SCL-90测量，

并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表明，芳香气味能够唤起嗅觉意象；嗅觉意象主题与情绪体验存在相关关系，未

来可针对嗅觉意象，开展意象对话的相关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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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 (ICP)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ICP has mainly focused on visual imagery, while olfactory imagery is rarely 
discussed in ICP. To verify that aromatic odors can evoke olfactory imagery and to explore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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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ship between olfactory image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combined odor psy-
chology with ICP, using aromatic essential oil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in a single-blind with-
in-subjects design. We performed olfactory imagery arousal, olfactory imagery textual analysis, 
and SCL-90 measurement in 102 individuals, and performed correlation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lfactory image could be evoked by the aroma.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olfactory 
imag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intervention studies related to ICP can be con-
ducted for olfactory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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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嗅觉是人类最为古老且发育最早的一种感觉功能。胎儿的嗅觉在母亲妊娠的第 2 个月开始发育，出

生后，婴儿依靠对母亲身体气味的识别，建立最初的依恋关系。研究发现，人类处理嗅觉和情绪的脑区

高度重叠(Yeshurun & Sobel, 2010; Krusemark et al., 2013)，嗅觉情绪感知的增加不仅出现在嗅觉皮层

(OFColf)中，而且出现在杏仁核中(Novak et al., 2015)。这意味着在对嗅觉刺激进行处理的同时，能够引

发对情绪状态的加工。不同的芳香气味能够通过嗅觉影响边缘系统，进而对人的情绪、情感产生影响(琪
琪，2010)。在现实中，利用气味去帮助人们改善身心状态的方式有很多，芳香疗法便是其中的一种。研

究发现，在鼠尾草香气、薰衣草叶鼠尾草香气和没有任何香味的三种环境下，暴露于鼠尾草香气与薰衣

草叶鼠尾草香气环境中成人的认知能力和情绪得到明显改善(Moss et al., 2010)。 
意象对话(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 ICP)，是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教授创立的一种

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它以意象为媒介，遵循原始认知逻辑，借助意象的心理象征意义与来访者进行潜

意识层面互动(杨菡涤，苑媛，2021)。意象(Imagery)，是表达意(意志、意图、象征意义)的心理形象，可

以体现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触觉意象和味觉意象等(苑媛，2018)。意象承载着心理现实、

心理能量以及与情绪相关的心理内容，意象活动有更多情感情绪的卷入(苑媛，曹昱，朱建军，2018)。以

往研究多集中于视觉意象，也有少量研究者开始对音乐意象进行探讨(栗红河，2009；朱辉，2016；徐宁

聆，2019)。嗅觉意象相关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从生物学或现象学的角度验证了嗅觉意象的存在(Stevenson 
& Case, 2005; Carrasco & Ridout, 1993)，但鲜有研究分析嗅觉意象内容文本，探索其特点和规律。 

现代梦理论认为，梦是一种表达方式，是用象征性的符号表达我们内心潜藏的欲望、直觉的洞察和

判断(朱建军，2007)。这意味着，梦是意象，并通过意象的象征意义表达丰富的潜意识心理活动。研究发

现，大约有 33%的男性和 40%的女性报告曾在梦中有过嗅觉或味觉，且女性梦中嗅觉经历报告频率高于

男性(Zadra, Nielsen, & Donderi, 1998)。此外，睡眠中的嗅觉刺激可以帮助我们激活与该气味有关的图像

(Schredl, Hoffmann, Sommer, & Stuck, 2014)，不同的嗅觉刺激可以引发不同的梦境(Weitz, Croy, Seo, Ne-
goias, & Hummel, 2010)。但大部分研究采用梦日记分析或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较少关注到梦境的内

容，未通过实证的方法去探索气味与意象的关系。 
以往研究对芳香气味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多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且缺乏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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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关系路径的探讨。本研究以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意象对话为理论基础，从实证角度出发，探讨芳

香气味对情绪的影响，并验证嗅觉意象与情绪体验之间的相关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及线下宣传招募被试参与现场实验，共招募被试 102 人，其中男性 29 人，女性

73 人，有效被试平均年龄为 22.59 ± 4.84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实验材料：芳香精油 
本研究中的芳香气味取用芳香精油散发的气味。芳香精油的来源是具有芳香性质的植物，其种类繁

多，根据现有文献对芳香性质的植物的分类，共有四大种类：香花植物、香草植物、香果植物、香木植

物(金紫霖，张启翔，潘会堂，李霞，安雪，2009)。因此，本研究从这四大类型的芳香植物中，各选取出

一款精油作为实验材料。按照花香、果香、草香、木香的顺序，分别是罗马洋甘菊、佛手柑精油、香蜂

草精油、乳香精油。 

2.2.2. 嗅觉意象信息采集纲要 
采用自编的《嗅觉意象信息采集纲要》，包括嗅觉意象的内容以及个人情绪感受两方面，通过被试

口头报告或根据纲要填写相应内容的形式收集嗅觉意象信息。例如，“请描述你看到的形象或画面，尽

可能的详细；(颜色、时间、季节、事物、状态等)”“你看到脑海中的形象或画面时，有什么样的情绪或

内在感受？” 

2.2.3. SCL-90 量表 
该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属于心理健康测试量表。本研究采用该量表中抑郁、焦虑、攻击性、恐怖四

个维度的因子分作为情绪状态的指标，考察嗅觉意象与情绪体验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定，

1~5 分别代表从无、很轻、一般、偏重、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8，各条目的

载荷为 0.41~0.8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研究步骤 

步骤一：采用被试内单盲实验设计，不告知被试精油种类。在被试的掌心滴一滴罗马洋甘菊精油，

要求被试将精油在双手掌心搓开，闭上眼睛，将手掌贴近面部，吸闻精油的香味。等待其脑海中自然浮

现画面，并要求其尽可能记住想象中出现的画面或场景。被试根据刚才脑海中的画面回答嗅觉意象信息

采集表的问题，由主试记录。 
步骤二：用无味卸妆水对被试手部进行清洁，并用无味湿巾反复擦拭，确保被试手上的精油及气味

完全消失。重复上述实验操作，依次采用佛手柑精油、香蜂草精油、乳香精油。 
步骤三：根据扎根理论对嗅觉意象的内容进行编码，概括出嗅觉意象的主题，并作出相应的统计

分析。 
步骤四：被试填答自制人口学信息表和 SCL-90 量表，考察被试的心理健康现状。 
步骤五：采用专家评定法，邀请接受过意象对话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 3 名，对嗅觉意象主题内容进

行评定。 
步骤六：将芳香气味引发的消极嗅觉意象的结果与 SCL-90 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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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嗅觉意象主题分布 

根据意象主题的分布，对嗅觉意象文本数据进行初始编码处理，分为以下七个类别：风景、医疗、

人物、长辈、建筑、行为、食品。结合每个类别的具体特点和初始编码结果，进行再编码，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ncoding of olfactory imagery themes 
表 1. 嗅觉意象主题编码 

类别 子类别 示例 

风景 
自然风景 “看到一片森林，里面有松树，松树高高的，绿色，心情感受比较闲适平静。” 

城市风景 “一个游乐场，春末夏初的上午，人很多，有童真的感觉，心情感受比较快乐。” 

医疗 
医院 “在一个病房里，我坐在椅子上，病床上是一个老爷爷，盖着一个厚毯子，在睡觉。

秋天，心情有些焦虑和低落。” 

药物 “中药里放着薄荷糖的感觉，看到乱堆在一起的棕色木屑和叶子。心情有点不安和

危险。” 

人物 
人物 “一个男青年 30 岁左右，中等身材偏高一点。戴着一个黑色的棒球帽，牛仔外套，

在河边钓鱼。秋天的样子，而且是阴天。心情觉得有点孤独。” 

人际 “冬天的夜晚，和朋友一起聚餐，我在厨房为朋友准备吃的，我感到很幸福。” 

建筑 

房子 
“大概是傍晚接近晚上的时候，在一个森林里有一个小木屋，小木屋里的光线比较

暗，周围的环境非常的潮湿，空气里有点灰尘的感觉，但地板和窗户上都没有灰尘。

有一点苦涩的感觉，心情感受有点孤独。” 

家具 “感觉像在一个刚装修完的屋子里，刚刷完油漆的感觉。屋里头光线比较亮，很空

旷，白色的墙面，有几扇窗户。待在这个屋里感觉很平静。” 

室内活动 “夏天的时候，我在一个健身房里闲逛。感觉非常的无聊、迷茫。” 

行为 
清洁 “在浴室快乐的洗澡、吹泡泡、唱歌的感觉。特别的舒畅、清爽的感觉。” 

享受 “还在念大学那会儿，冬天端了一盆温水，愉快的泡脚。心情放松、舒服。” 

食物 

菜肴 “会让我想到夏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爸爸非常爱做带鱼。心情感受

是熟悉、回忆与温暖。” 

水果 “一张白色的桌子上有一个白色的盆，盆里有个橙子，橙子是剥开的。周围的光线

比较亮，心情感受挺愉悦。” 

糖果 “一颗薄荷糖放在木头盘子上，感觉心里很甜。” 

饮料 “想起和同学一起去买学校的蜂蜜柚子茶。那时候大概是秋天，心情挺开心。” 

调料 “秋天凉爽的时候，在老家超市的香料区，心情感受比较舒适。” 

3.2. 嗅觉意象主题频次 

对不同精油唤起的嗅觉意象主题进行频次统计，结果如图 1。 
结果显示，无论何种精油，风景主题的嗅觉意象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中，罗马洋甘菊精油唤起的风

景类意象的数量远超其余 3 类精油，共出现 54 次。在食物主题中，佛手柑精油位居首位。香蜂草精油唤

起的医疗类意象最多，共 22 次。檀香精油在建筑类意象中，多于其他三类。在人物主题意象上，不同香

味精油之间无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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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requency of olfactory imagery themes evoked by different aromatic oils 
图 1. 不同精油唤起嗅觉意象的主题频次 

 
这一结果显示，嗅觉意象的主题与芳香精油的提取来源可能存在联系，为此，进一步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如表 2。 
 
Table 2. A chi-square test for the olfactory imagery themes and aromaticoils 
表 2. 嗅觉意象主题与芳香精油关系的卡方检验 

罗马洋甘菊 佛手柑 香蜂草 檀香 

自然 
r χ2 

水果 
r χ2 

药物 
r χ2 

建筑 
r χ2 

0.12* 6.30* 0.30** 39.03** 0.23** 22.69** 0.11* 4.93* 

注：*p < 0.05，**p < 0.01，r 代表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嗅觉意象主题与芳香精油的提取物存在显著相关，说明芳香气味所唤起的嗅觉意象与其

提取来源有关。 

3.3. 嗅觉意象与情绪的相关检验 

根据被试在嗅觉意象信息中报告的情绪感受，把嗅觉意象分为积极嗅觉意象和消极嗅觉意象。被试

描述为积极体验的，视为积极嗅觉意象；被试描述为消极体验的，视为消极嗅觉意象，如意象内容中出

现消极情绪感受词或具有明显的恐怖、荒凉、干涸、肮脏、血腥、黑暗、受伤等特点。具体的计分方式

是，将积极的嗅觉意象标定为非命中，记 0。消极的嗅觉意象标定为命中，记 1。不同芳香精油唤起的积

极意象和消极意象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3。 
 

Table 3. Frequenc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olfactory imagery 
表 3. 积极和消极嗅觉意象频次统计表 

 罗马洋甘菊 佛手柑 香蜂草 檀香 

积极意象 78 79 46 69 

消极意象 24 23 5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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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香蜂草精油唤起的消极意象频次最多，共 54 次；佛手柑精油唤起的消极意象频次最少。

以 SCL-90 量表的因子分作为检验变量，以是否命中消极意象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CL-90 scores between negative olfactory imagery hits and non-hits of four aromatic oils (M ± SD) 
表 4. 四种精油消极嗅觉意象命中与非命中在 SCL-90 变量得分上的差异比较(M ± SD) 

变量 
罗马洋甘菊 佛手柑 香蜂草 檀香 

非命中组 命中组 t p 非命中组 命中组 t p 非命中组 命中组 t p 非命中组 命中组 t p 

抑郁 2.02 ± 0.70 1.67 ± 0.65 2.17* 0.04 1.90 ± 0.68 2.12 ± 0.78 −1.15 0.26 2.04 ± 0.75 1.87 ± 0.65 1.25 0.22 1.88 ± 0.61 2.09 ± 0.85 −1.33 0.19 

焦虑 1.87 ± 0.65 1.59 ± 0.61 1.85 0.07 1.77 ± 0.65 1.94 ± 0.64 −1.03 0.31 1.94 ± 0.73 1.70 ± 0.56 1.88 0.06 1.77 ± 0.65 1.88 ± 0.65 0.78 0.44 

攻击性 1.74 ± 0.63 1.73 ± 0.70 0.08 0.94 1.73 ± 0.65 1.76 ± 0.63 −0.20 0.84 1.77 ± 0.76 1.71 ± 0.54 0.46 0.64 1.71 ± 0.59 1.80 ± 0.75 −0.66 0.51 

恐惧 1.62 ± 0.53 1.52 ± 0.56 0.77 0.45 1.56 ± 0.52 1.77 ± 0.57 −1.51 0.14 1.65 ± 0.52 1.56 ± 0.54 0.87 0.39 1.61 ± 0.53 1.58 ± 0.53 0.20 0.85 

注：*p < 0.05，**p < 0.01。 

 
结果显示，罗马洋甘菊精油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分组，在抑郁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

罗马洋甘菊精油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可能与被试抑郁状态有关。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做罗马洋

甘菊、佛手柑、香蜂草、檀香所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与 SCL-90 量表中抑郁、焦虑、攻击性、恐惧维度得

分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5。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egative olfactory imagery evoked by aromatic oils with scor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SCL-90 (N = 102) 
表 5. 四种精油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与 SCL-90 中抑郁、焦虑等维度得分的相关分析(N = 102)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罗马洋甘菊 —        

2 佛手柑 0.06 —       

3 香蜂草 0.13 −0.08 —      

4 檀香 0.20* −0.01 0.02 —     

5 抑郁 −0.20* 0.12 −0.13 0.15 —    

6 焦虑 −0.18 0.10 −0.20 0.08 0.83** —   

7 攻击性 −0.01 0.02 −0.05 0.07 0.63** 0.68** —  

8 恐惧 −0.08 0.16 −0.09 −0.02 0.66** 0.67** 0.57** — 

注：*p < 0.05，**p < 0.01。 

 
结果显示，罗马洋甘菊精油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与抑郁维度得分显著负相关(r = −0.20, p < 0.05)。为

进一步探索消极嗅觉意象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完成了以罗马洋甘菊是否能唤起消极嗅觉意象为预测变量，

以 SCL-90 抑郁维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 
结果显示，罗马洋甘菊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是抑郁得分的显著预测变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

平，即命中罗马洋甘菊的被试的抑郁得分比非命中的被试得分低(β = −0.35, t = −2.08, p < 0.05)，解释了抑

郁得分变异的 4% (R2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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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gative olfactory imagery evoked by Roman chamomile oil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SCL-90 
表 6. 罗马洋甘菊消极嗅觉意象与 SCL-90 中抑郁维度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方程显著性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t β 95% CI 

抑郁 常量    26.23** 2.02 [1.867, 2.173] 

 罗马洋甘菊 0.2 0.04 4.34* −2.08* −0.35* [−0.674, −0.016]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芳香气味唤起嗅觉意象的特点和规律 

嗅觉意象与气味来源存在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芳香气味所诱发的嗅觉意象与精油来源存在显

著的相关，说明芳香气味唤起的嗅觉意象很大程度上同芳香精油的提取物匹配，这可能与人们的记忆和

联想能力有关。与其他感官感知相比，人们对气味的认知程度和辨识能力更高。美国研究机构发现，人

们回想一年前的气味准确度为 65%，而回忆 3 个月前看过的照片准确度仅为 50%。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

结果显示，人们会把气味与特定的经验或物品联想在一起，并且这种联想与个人经验关系密切。以往研

究证实，气味可以营造出环境感觉，从而引发人们特定的场景联想与记忆，气味作为线索引起自传体记

忆的现象也被称为“普鲁斯特效应”(Chu & Downes, 2000)。这与本研究中花果气味唤起更多的自然、风

景意象，而木质精油唤起更多建筑意象的结果相符合，当闻到不同种类的芳香精油时，被试仿佛置身于

特定的气味环境中，触发了他们的气味记忆。在消费领域，许多企业已利用嗅觉感官营造品牌特殊香味，

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传递品牌理念，进行产品营销，而气味营销(Fragrance Marketing)也促进营销人员去

确定品牌想要传递的情绪，引起消费者的情绪感觉。 
在意象主题类型层面，芳香气味唤起风景主题的嗅觉意象最多，且风景主题的子类别中，自然风景

类型的意象占多数。当代心理治疗的方法中，通过培养植物，贴近自然的园艺疗法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

临床疗效(颜刚威，崔亚娟，2020)。精油的芳香气味在意象层面中唤起了被试的自然意象，仿佛将其代入

自然界，使被试在想象中与自然进行充分接触，这与在现实中接触自然的园艺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由

此可见，芳香气味可以借由意象媒介改善来访者的心理状态。 
芳香气味唤起人物主题的嗅觉意象多与童年记忆有关，特别是人际维度。它佐证了意象对话学者蔡

晨瑞曾提出的，人际关系是从接收到气味开始建立起来的观点(朱建军，2012)。根据玛格丽特·马勒的婴

儿发展阶段理论，婴儿在出生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处于自闭期。在此期间，婴儿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睡眠

上，无法分辨自身与客体，无客体概念。因此，婴儿需要通过气味建立与母亲的联结。此外，通过气味

引起的人际方面的嗅觉意象，不仅能够体现依恋关系，还能够反映个体的自体关系和客体关系，这意味

着或许可以通过芳香气味来辅助实施意象对话的人格分解技术，从而化解内在的心理冲突，改善外在的

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 

4.2. 嗅觉意象与情绪体验相关 

Peter Lang 提出了一种意象的信息加工模型，被称为情感意象的生物信息理论，他认为意象、情境认

知、生理反应和行为反应是预置在一起的。对表象情景的描述和对情境的认知会引起相应的情绪、生理

反应以及外显行为，即意象与情绪和行为是相互联系的(Lang, 1979)。意象可以引起和调节情绪(朱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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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研究发现，意象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唤起情绪体验：直接影响大脑中对感觉信号有反应的情感

系统；参与心理意象和感知的过程有重叠，这可能导致“好像”对真实的情感唤起事件做出反应；以及

图像有能力与过去的情感事件的记忆产生联系(Holmes & Mathews, 2010)。 
多种实证研究发现，嗅觉天然是情绪性的，嗅觉和情绪系统的加工存在高度重叠，因此嗅觉刺激能

够诱发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情绪状态也会改变嗅知觉(周雯，冯果，2012)。这些情绪上的响应调节了

我们对环境输入的感知，并可以调整我们的输出，从而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响应。发表于 PNAS 上

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于危险的和易引起负面情绪的气味反应更快，能够迅速识别和回避，并且这个

过程是无意识的(Iravani et al., 2021)。此外，在快速眼动(REM)睡眠过程中，向睡眠中的受试者输入其熟

悉或喜欢的气味更容易引起负面情绪的梦境和消极的情绪体验，这可能与气味感知和睡眠期间大脑活动

特点有关(Okabe et al., 2020)。这意味着，在无意识条件下，嗅觉刺激可以影响梦境内容和情绪体验。 
在情绪感受层面，本实验中芳香气味唤起的嗅觉意象多为积极意象，这一点与前人研究芳香气味的

临床疗效结果类似(Ebrahimi et al., 2021)。然而芳香气味的心理功效并非完全积极，本研究结果显示，香

蜂草精油唤起的消极意象频次最多，罗马洋甘菊精油的芳香气味所唤起的消极嗅觉意象与个体的抑郁水

平显著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个体人格特质或心理健康状态对其心理体验造成了影响。一些研究认为，

气味记忆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梁明辉，2010)，还有学者认为性格会影响气味偏好(张静，张

建新，200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味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经验和差异的影响。有研究指出，

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会受其人格特质的影响(邱林，2006)，并且焦虑和抑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李为群，2017)。因此，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被试存在被唤起消极意象的可能。例如，有被试报告的意

象是：“在一个冬季的上午，我站在一个树林里，周围似乎是个木材加工厂，空地上堆满了砍好的木材，

但这个地方很大、很空旷，四周安安静静的，我的心情感受不是很舒服，有一点紧张，因为我自己一个

人在那个地方有点孤单，并且感觉有点害怕，总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危险，很没有安全感。”被试被唤起

的森林意象是空旷、孤独的消极意象，且令其恐惧和不安。因此，要结合更深层的个体差异和具体的嗅

觉意象，才能做出更具针对性的准确分析。 

4.3. 研究不足 

其一，本研究并未探讨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形成嗅觉意象的能力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Arshamian 
& Larsson, 2014)，未来可将个体差异，如知觉经验、早年经历或创伤经历等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方法

上，可以增加访谈法，以进一步探索个体差异对不同气味与嗅觉意象及情绪的关系。 
其二，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探索阶段，所用测量工具未能更好地揭示嗅觉意象与情绪体验之间

的关系，可能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研究结果。 
其三，本研究旨在通过证实芳香气味对情绪的影响路径，为意象对话临床实践提供指导。目前，仅

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和验证，未来需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促进芳香疗法与意象对话相结合的临床功效。 

5. 结论 

1) 芳香气味能够唤起嗅觉意象； 
2) 芳香气味唤起的嗅觉意象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并且与气味来源存在相关关系； 
3) 芳香气味通过唤起嗅觉意象引发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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