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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气质类型对个体识别基本情绪面孔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的气质类型对个

体识别基本情绪面孔的差异；采用了陈会昌气质类型量表并结合面孔情绪识别题，随机选取了84名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探析个体的气质类型对识别基本情绪面孔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本质差异，进行4 (气质类

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 × 6 (面孔情绪：厌恶/悲伤/恐惧/愤怒/平静/愉悦)的两因素混合实

验设计。结果：四种气质类型总体在愉悦表情的识别上准确率最高，在平静表情的识别上准确率最低。

结论：四种气质类型在基本情绪面孔识别上存在不一致的差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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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emperament type on individuals’ recognition of basic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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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various temperament types 
on individuals’ recognition of basic emotional faces; The Chen Huichang Temperament Type In-
ventory was us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Question, eighty-four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temperament typ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basic emotional faces and whether there wa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A two-factor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of 4 (temperament types: bilious/polycytic/mucus/depressive) × 6 
(face emotions: disgust/ sadness/fear/anger/calm/pleasure) was conducted. Results: The four 
temperament types overall had the highest accuracy in the recognition of pleasant expressions 
and the lowest accuracy in the recognition of calm expressions. Conclusio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
ent temperament types showed diversity in the recognition of basic emotional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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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盖伦对气质的分类则是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截至目前，界内仍在采用其分类方式，

但是在对每一类型特征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多血质、胆汁质学生的注意广度存在显著优势，即注意广度

存在气质类型差异，具体为：粘液质、抑郁质分别与多血质差异显著；胆汁质和抑郁质差异显著(张曼华

等，1994)。 
已有研究表明，气质是人的最典型最稳定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张文海，卢家楣，2010)，被认为与注

意有一定关系(廉丽平，2021；杜巍等，2012)。情绪产生于大脑皮质，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安献丽，

郑希耕，2008)。有研究表明，人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存在注意偏向(彭晓哲，周晓林，2005)。在注意实验

中与不带情绪色彩的刺激相比，具有情绪含义的刺激更能吸引注意或占用注意资源，引起注意偏向

(Balconi & Pozzoli, 2003)。 
注意偏向是指当个体接受外界刺激时，个体会对威胁或者相关刺激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分配。在生活

中，人们通过控制注意，可以对当前的任务、目标信息进行整合比较，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来高效地

达到一定的目标(田学英，卢家楣，2012；李秀红等，2011)。而当无关信息带有情绪信息时，可能会影响

个体的注意偏向，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不高(史娟等，2014)。对其抑制过程进行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尤

其是研究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对无关情绪信息的抑制过程，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注意力是怎样

受情绪信息影响，学会在工作中避免被情绪信息干扰，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适应人际环境。 
情绪是一种复杂的主观体验和内部心理状态，对情绪信息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当今的热点问题之一，

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注意偏向，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被试群体特质的差异性(乐洪波等，2009；Doerksen & 
Shimamura, 2001)，导致对注意偏向机制的诸多争论。在注意实验中，与不带情绪色彩的刺激相比，具有

情绪含义的刺激更能吸引注意或占用注意资源，引起注意偏向(高淑青等，2012)。正性情绪信息与负性情

绪信息均属于带有情绪色彩的刺激，而中性情绪信息属于不带情绪色彩的刺激。另一个研究发现，不同

情绪模式图片的眼动特征有差异，人们观看正、负性图片比观看中性图片时瞳孔更大、注视点更多(李强

等，2006)。眼动分析法是近年来研究阅读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眼动测量的主要优点是实时测量和非干

扰性，即它能反映被试认知的即时加工情况，并对被试的加工过程基本不造成影响。眼动记录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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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实验情境更趋于自然，大大改进了研究的生态学效度。眼动情绪指标的研究更直接反映着被试对情

绪图片认知加工的过程和水平，眼动分析在情绪材料认知与情绪评估方面有重要意义，但相关研究很少。 
目前，针对普通个体所做的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研究并不多，像气质类型与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的

实验研究并不多，比如气质类型对个体识别情绪信息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做的是幼儿气质类型的相关

研究。本研究以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群体中四种典型的气质类型个体对情绪信息的

识别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本实验被试为 84 名大学生，年龄在 18~22 周岁之间(M ± SD: 19.87 ± 0.67)，其中男性 23 人(27.4%)，
女性 61 人(72.6%)。数据处理后得出，胆汁质 7 人(8.3%)，多血质 23 人(27.4%)，黏液质 37 人(44.0%)，
抑郁质 17 人(20.2%)。所有被试裸眼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心理和精神病史。本实验采用线上电子问卷

的形式进行。每位被试都书面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实验开始前被试被告知所有数据都是匿名存储的并且

他们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实验。 

2.2. 实验材料 

问卷材料：查采用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改编的气质类型调查问卷(陆运青，王建忠，1995)，该问卷由

60 个题目组成，每种气质类型 15 题，可得到四种气质类型：胆汁质(例：“遇到可气的事就怒不可遏，想把

心里话全说出来才痛快”，“和人争吵时，总是先发制人，喜欢挑衅”)、多血质(例：“到一个新环境很快

就能适应”，“喜欢和人交往”)、黏液质(例：“做事力求稳妥，不做无把握的事”，“生活有规律，很少

违反作息制度”)和抑郁质(例：“厌恶那些强烈的刺激，如尖叫、噪声、危险的镜头等”，“遇到问题常常

举棋不定，优柔寡断”)。被试通过五点评分(1 = 很符合，5 = 完全不符合)评价每个题目描述的情况与自己

的相符程度。如果被试某种气质得分高出其他三种(均高出 4 分以上)，则判定该被试属于此种气质类型。 
面孔材料：表情刺激来自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库，从中挑选厌恶、悲伤、恐惧、愤怒、平静、愉悦

各 2 张，总计 12 张图片(男、女各半)。使用修图软件对图片的亮度、光线、肤色等进行标准化处理，消

除可能引起被试无意注意的面部特征(如痘、痣等)。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为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个体对基本情绪面孔的识别的准确率，自变量为气质类型

(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和面孔情绪(厌恶/悲伤/恐惧/愤怒/平静/愉悦)。气质类型为被试间因素，面

孔情绪为被试内因素。 
本实验采用直接识别任务，被试观看面孔图片后选择能正确描述表情情绪的词语。实验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自我评估，第二阶段为面孔情绪判断。自我评估阶段，被试会看到一系列测验气质类型

的问题，并按照自己最近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选项。面孔情绪判断阶段，要求被试对每一张面孔进行(悲伤/
愤怒/恐惧/厌恶/平静/愉悦)情绪判断。实验流程见图 1。 

3. 结果 

对准确率进行 4 (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 × 6 (面孔情绪：厌恶/悲伤/恐惧/愤怒/平
静/愉悦)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气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 0.272, p = 0.845, η2 = 0.100)，
面孔情绪主效应显著(F = 7.843, p < 0.001, η2 = 0.089)，面孔情绪和气质类型交互效应显著(F = 0.664, p = 
0.790, η2 =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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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情绪面孔识别任务单个试次的流程示意图。被试首先看到一系列问题，并按照自己最

近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选项，随后对图片刺激进行情绪判断。 

Figure 1. Experimental task flow chart 
图 1. 实验任务流程图 

 
事后比较结果见表 1，大部分情绪之间准确率差异显著(p < 0.001。情绪和气质类型交互效应不显著。

不同情绪表情上不同的气质类型的准确率见表 2。 
 

Table 1. Emotional main effect performance post hoc comparison 
表 1. 情绪主效应表现事后比较 

固定的 
情绪类型 

比较的 
情绪类型 

p 平均值差值(固定的情绪

类型 − 比较的情绪类型) 

悲伤 

愤怒 0.718 0.012 

恐惧 0.045 0.068 

平静 0.095 −0.056 

厌恶 0.050 0.066 

愉悦 0.004 0.113 

愤怒 

悲伤 0.718 −0.012 

恐惧 0.089 0.057 

平静 0.047 −0.067 

厌恶 0.099 0.054 

愉悦 0.008 0.102 

恐惧 

悲伤 0.045 −0.068 

愤怒 0.089 −0.057 

平静 0.001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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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恐惧 
厌恶 0.956 −0.002 

愉悦 0.200 0.045 

平静 

悲伤 0.095 0.056 

愤怒 0.047 0.067 

恐惧 0.001 0.124 

厌恶 0.001 0.122 

愉悦 <0.001 0.169 

厌恶 

悲伤 0.050 −0.066 

愤怒 0.099 −0.055 

恐惧 0.956 0.002 

平静 0.001 −0.122 

愉悦 0.184 0.047 

愉悦 

悲伤 0.004 −0.113 

愤怒 0.008 −0.102 

恐惧 0.200 −0.045 

平静 <0.001 −0.169 

厌恶 0.184 −0.047 

注：因变量为面孔识别的准确度。 

 
Table 2. Accuracy of recognition of six expressions on individuals with dif-
ferent temperament types (M ± SD) 
表 2. 不同气质类型个体在六种表情上的识别的准确率(M ± SD) 

情绪类型 气质类型 准确率 

悲伤 

胆汁质 0.857 ± 0.363 

多血质 0.826 ± 0.383 

黏液质 0.757 ± 0.431 

抑郁质 0.794 ± 0.410 

愤怒 

胆汁质 0.857 ± 0.363 

多血质 0.782 ± 0.417 

黏液质 0.757 ± 0.431 

抑郁质 0.794 ± 0.410 

恐惧 

胆汁质 0.714 ± 0.469 

多血质 0.674 ± 0.473 

黏液质 0.757 ± 0.431 

抑郁质 0.706 ± 0.462 

厌恶 
胆汁质 0.786 ± 0.426 

多血质 0.913 ± 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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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厌恶 
黏液质 0.865 ± 0.344 

抑郁质 0.791 ± 0.238 

平静 

胆汁质 0.714 ± 0.469 

多血质 0.696 ± 0.456 

黏液质 0.676 ± 0.473 

抑郁质 0.676 ± 0.474 

愉悦 

胆汁质 0.929 ± 0.267 

多血质 0.978 ± 0.147 

黏液质 0.932 ± 0.252 

抑郁质 0.882 ± 0.327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3，具体而言：当刺激为悲伤和愤怒表情时，黏液质个体的准确率显著低于

多血质和抑郁质个体，胆汁质个体的准确率显著高于多血质和抑郁质。当刺激为恐惧表情时，黏液质个

体的准确率显著高于胆汁质和抑郁质个体，多血质个体显著低于胆汁质和抑郁质。当刺激为厌恶表情时，

多血质和黏液质个体的准确率显著高于胆汁质和抑郁质。当刺激为愉悦表情上，多血质个体的准确率显

著高于胆汁质和黏液质，抑郁质个体的准确率显著低于胆汁质和黏液质。当刺激为平静表情时，气质类

型差异不显著。 
 

Table 3. Post hoc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nd temperament type interaction effects 
表 3. 情绪与气质类型交互效应事后比较 

面孔类型 固定的气质类型 比较的气质类型 p 

情绪 1 悲伤 

胆汁质 

多血质 0.898 

黏液质 0.950 

抑郁质 0.589 

多血质 

胆汁质 0.898 

黏液质 0.760 

抑郁质 0.558 

黏液质 

胆汁质 0.950 

多血质 0.760 

抑郁质 0.360 

抑郁质 

胆汁质 0.589 

多血质 0.558 

黏液质 0.360 

情绪 2 愤怒 胆汁质 

多血质 0.819 

黏液质 0.634 

抑郁质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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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情绪 2 愤怒 

多血质 

胆汁质 0.819 

黏液质 0.268 

抑郁质 0.254 

黏液质 

胆汁质 0.634 

多血质 0.268 

抑郁质 0.809 

抑郁质 

胆汁质 0.552 

多血质 0.254 

黏液质 0.809 

情绪 3 恐惧 

胆汁质 

多血质 0.529 

黏液质 0.709 

抑郁质 0.852 

多血质 

胆汁质 0.529 

黏液质 0.111 

抑郁质 0.556 

黏液质 

胆汁质 0.709 

多血质 0.111 

抑郁质 0.419 

抑郁质 

胆汁质 0.852 

多血质 0.556 

黏液质 0.419 

情绪 4 厌恶 

胆汁质 

多血质 0.296 

黏液质 0.212 

抑郁质 0.277 

多血质 

胆汁质 0.296 

黏液质 0.807 

抑郁质 0.907 

黏液质 

胆汁质 0.212 

多血质 0.807 

抑郁质 0.924 

抑郁质 

胆汁质 0.277 

多血质 0.907 

黏液质 0.924 

情绪 5 平静 胆汁质 

多血质 0.708 

黏液质 0.957 

抑郁质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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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情绪 5 平静 

多血质 

胆汁质 0.708 

黏液质 0.600 

抑郁质 0.419 

黏液质 

胆汁质 0.957 

多血质 0.600 

抑郁质 0.683 

抑郁质 

胆汁质 0.828 

多血质 0.419 

黏液质 0.683 

情绪 6 愉悦 

胆汁质 

多血质 0.238 

黏液质 0.763 

抑郁质 0.841 

多血质 

胆汁质 0.238 

黏液质 0.147 

抑郁质 0.190 

黏液质 

胆汁质 0.763 

多血质 0.147 

抑郁质 0.907 

抑郁质 

胆汁质 0.841 

多血质 0.190 

黏液质 0.907 

注：因变量为面孔识别的准确度。 

4. 讨论 

4.1. 不同气质类型个体在基本情绪表情识别上的差异表现 

本实验基于基本情绪理论，进一步发现在不同的气质类型上，四种气质类型在基本情绪表情识别上

存在不一致的差异表现。 
抑郁质个体在愉悦表情上的识别准确率显著低于胆汁质和黏液质个体。这可能是因为抑郁质个体体

验情绪的方式更少，他们多愁善感，不善于交际，可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快感缺失。这导致他们对愉悦

的情感信息产生回避，认为愉悦是不真实的、无用的。胆汁质个体在悲伤、愤怒表情上的识别准确率显

著高于多血质和抑郁质个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强烈且持久的情感，因此他们能更加准确地识

别出这类同样带有强烈的情绪。 
黏液质个体在悲伤、愤怒表情上的识别准确率显著低于多血质和抑郁质个体，但在恐惧、厌恶表情

上的识别准确率显著高于胆汁质和抑郁质个体。这可能是因为黏液质个体较为稳重，他们通常考虑问题

较为全面。从社会意义来看，当恐惧、厌恶这类传递困境的信息传来时，黏液质个体能更加准确地识别

出这些信息。多血质个体在恐惧表情上的识别准确率显著低于胆汁质和抑郁质个体，但在厌恶表情上的

识别准确率显著高于胆汁质和抑郁质，而在愉悦表情上的识别准确率显著高于胆汁质和黏液质个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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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多血质本身具有朝气、热情、活泼好动等外向的特点，因此他们在识别情绪时，更容易识别

出传递着快乐信息的情绪面孔。同时，由于他们富有同情心、喜欢与人交往、导致他们对他人传达的求

助信息也更为敏感。 
由此可见，不同的气质类型的个体在识别他人情绪时，往往会带上自己本身的气质特点和人格色彩。

他们会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投射到他人身上，导致他们对不同的情绪面孔的识别产生不同的特异性。虽

然不同的气质类型会使他们对不同的情绪更加敏感，但也会影响他们对某些情绪的知觉，阻碍他们的社

会交往，最终导致其出现社会交往和适应障碍。因此，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可以根据来访者的气质类

型推断他们对什么情绪更加敏感，分析他们是否由于情绪识别的敏感性差异导致的社会交往障碍。同时，

咨询师可以根据不同气质类型的来访者对不同情绪的敏感性不同，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干预策略。 

4.2.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由于疫情原因，本研究的被试群体只有大学生，男女比例不均衡。本研究的样本主要为女性被试，

结果能否推广到更多群体中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在基本情绪面孔识别中不同气质类型的差异是否会

受性别以及其他不同年龄群体的调节还有待验证。 
同时，由于资源有限，本研究只用了一个任务测情绪面孔识别率，研究结果缺乏更多实验数据的支

撑。后续可通过其他实验范式研究在基本情绪面孔识别中不同气质类型个体的唤醒水平、认知加工和心

理资源投入等，未来可以通过眼动仪、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对其背后的心理活动和脑神经机制做进一步的

研究。 
目前，相似的研究较少，难以互相印证。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的相似研究。可以尝试选择动态的情绪

面孔图片或视频，增加声音和肢体动作，丰富刺激材料，更加完整地揭示个体内部的认知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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