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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表达方式及特质对情绪恢复期自主神经的影响

詹向红#

$乔明琦!

$张惠云!

$刘胜利#

$杨$雪#

$徐玮玮#

摘要$目的$探讨愤怒表达方式和特质对情绪恢复期自主神经的影响! 方法$以
67

名在校健康大学

生作为被试"分为高特质发怒#高特质郁怒#低特质发怒#低特质郁怒
6

组"每组
#!

名! 采用情绪诱发$观看

电影片段%和情绪调节$按语词提示调节对愤怒刺激的反应%动态加工的试验范式"研究情绪恢复期自主神

经的变化"主要包括心率$

@.<CD C<D.

"

EF

%#手指脉搏血容$

G=-H.C I,1J. K01,;.

"

LM/

%#心率变异性$

@.<CD

C<D. K<C=<N=1=DO

"

EF/

%及皮肤电反应$

H<1K<-=B JP=- C.JI0-J.

"

QRF

%! 结果$在情绪恢复期"

6

组被试升

高的自主神经反应数值均下降"郁怒组的
EF

#

LM/

#

QRF

降幅显著小于发怒组$

M S"

!

"5

%"

EF/

有下降趋

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T"

!

"5

%&低特质怒组的
EF

降幅显著小于高特质怒组$

M S"

!

"5

%! 结论$愤怒

表达方式及特质对情绪恢复期自主神经均有影响"前者影响更为广泛&郁怒对自主神经的影响更为持久!

关键词$愤怒&表达方式&特质&自主神经恢复

:GG.BDJ 0G :?IC.JJ=0- *<OJ <-U )C<=DJ 0G V-H.C :;0D=0- 0- V,D0-0;=B 3.CK. =- D@. :;0D=0- F.

#

B0K.CO RD<H.

$

WEV3 X=<-H

#

@0-H

#

"

Y(VZ +=-H

#

[=

!

"

WEV3Q E,=

#

O,-

!

"

\(] R@.-H

#

1=

#

"

^V3Q X,.

#

"

<-U X] *.=

#

_.=

#

$

# 4<J=B `=JB=I1=-. 0G (-D.HC<D=K. +.U=B=-.

"

4<J=B +.U=B<1 RB@001

"

E.-<- &011.H. 0G

)C<U=D=0-<1 &@=-.J. +.U=B=-.

"

W@.-H>@0,

$

65"""7

%"

&@=-<

&

! L<B,1DO 0G 4<J=B )@.0CO 0G )C<U=D=0-<1 &@=

#

-.J. +.U=B=-.

"

4<J=B +.U=B<1 RB@001

"

R@<-U0-H ]-=K.CJ=DO 0G )C<U=D=0-<1 &@=-.J. +.U=B=-.

"

'=-<-

$

!5"$55

%"

&@=-<

V4R)FV&)

#

ZNa.BD=K.

#

)0 .?I10C. D@. .GG.BDJ 0G .?IC.JJ=0- _<OJ <-U DC<=DJ 0G <-H.C .;0D=0- 0-

<,D0-0;=B -.CK. =- D@. .;0D=0- C.B0K.CO JD<H.2 +.D@0UJ

#

)@. 67 @.<1D@O ,-U.CHC<U,<D. JD,U.-DJ _.C.

C.BC,=D.U <J J,Na.BDJ

"

_@0 _.C. <JJ=H-.U D0 G0,C HC0,IJ

"

=2.2

"

<-H.C

#

0,D 0G @=H@ DC<=D HC0,I

"

<-H.C

#

=- 0G @=H@

DC<=D HC0,I

"

<-H.C

#

0,D 0G 10_ DC<=D HC0,I

"

<-H.C

#

=- 0G 10_ DC<=D HC0,I

"

#! =- .<B@ HC0,I2 )@. B@<-H.J 0G <,D0

#

-0;=B -.CK. =- .;0D=0- C.B0K.CO JD<H.

'

;<=-1O =-B1,U=-H @.<CD C<D.

$

EF

%"

G=-H.C I,1J. K01,;.

$

LM/

%"

@.<CD C<D. K<C=<N=1=DO

$

EF/

%"

<-U H<1K<-=B JP=- C.JI0-J.

$

QRF

%(

_.C. 0NJ.CK.U =- <- .?I.C=;.-D<1 I<C<

#

U=H; IC0B.JJ.U UO-<;=B<11O NO .;0D=0- =-U,BD=0-

$

NO _<DB@=-H ;0K=. B1=IJ

%

<-U .;0D=0- C.H,1<D=0-

$

NO

I@C<J.010HO B1._=-H <-U C.H,1<D=-H N0UO C.<BD=0- D0 <-H.C

%

2 F.J,1DJ

#

(- D@. .;0D=0- C.B0K.CO JD<H. <11 =-

#

BC.<J.U U<D< 0G K.H.D<D=K. C.<BD=0-J U.BC.<J.U =- D@. G0,C HC0,IJ2 )@. U.BC.<J. .?D.-D 0G EF

"

LM/

"

<-U

QRF _<J 10_.C =- D@. <-H.C

#

=- HC0,IJ D@<- D@<D =- D@. <-H.C

#

0,D HC0,IJ

$

M S"

$

"5

%

2 )@. EF/ J@0_.U < U.

#

BC.<J=-H DC.-U

"

N,D _=D@ -0 JD<D=JD=B<1 J=H-=G=B<-B.

$

M T"

$

"5

%

2 )@. U.BC.<J. .?D.-D 0G EF _<J 10_.C =- D@.

10_

#

<-H.C HC0,IJ D@<- =- D@. @=H@

#

<-H.C HC0,I

$

M S"

$

"5

%

2 &0-B1,J=0-J

#

40D@ .?IC.JJ=0- _<OJ <-U DC<=DJ

0G <-H.C .?.CD.U =-G1,.-B. 0- D@. <,D0-0;=B -.CK. =- D@. .;0D=0- C.B0K.CO JD<H.2 )@. G0C;.C =-G1,.-B.U

;0C. NC0<U1O2 )@. =-G1,.-B. 0G <-H.C

#

=- 0- D@. <,D0-0;=B -.CK. _0,1U N. ;0C. J,JD<=-<N1.2

b:^*ZF`R

#

<-H.C

&

.?IC.JJ=0-

&

DC<=D

&

<,D0-0;=B -.CK. C.B0K.CO

$$近年"由情绪调节不良所致的心身疾病在疾病谱 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重) 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在志

为怒"是情志$中医对情绪的特有称谓%调节的核心)

肝之疏泄失常有太过和不及"在情志表达上常呈现较

为明显的生理倾向"体现了肝疏泄功能的个体差异)

笔者前期研究'

#

(显示#发怒$怒而发泄指向他人或他

物%时对自主神经的激活程度高于郁怒$怒而不发郁

结于心指向自我%) 这是否意味着郁怒对机体的负面

影响小于发怒* 此类中医文献鲜见) 现代医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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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神经系统$

<,D0;<D=B -.CK0CJ JOJD.;

"

V3R

%

在情绪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

(

) 本文以愤怒情志为切

入点"探讨情志表达方式和特质对恢复期自主神经的

影响"为肝主疏泄内涵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试验自
!""7

年
6

月
! !""9

年
%

月在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进行) 山东大

学医学院
!""5 ! !""8

级
%""

名健康在校本科生参

加了本研究量表施测"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试验并签

署知情同意协议) 被试填写利手测量量表'

$

(

"

#$ c#8

分为右利手"并且填写状态 "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6

(

$

D@. JD<D.

#

DC<=D <-H.C .?IC.JJ=0- =-K.-D0CO

#

!

"

R)VX(

#

!

%"研究者计算其
?

%

J

"将得分
T ? d# J

列入高特质怒组"得分
S ?

"

# J

列入低特质怒组)

收回有效量表
57"

份) 右利手且符合高或低特质怒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预约"最终完成全部试验者
67

名"年龄
#9 c!6

岁"平均$

!#

!

6%

%

#

!

"$

%岁"其中男

性
!!

名"女性
!%

名)

!

$试验设计与分组$本试验采用
!

&

!

析因设

计方法) 以愤怒特质+表达方式为自变量) 愤怒特质

分为高特质怒和低特质怒"表达方式分为宣泄$发怒%

和抑制$郁怒%"即被试分为高特质发怒+高特质郁怒+

低特质发怒+低特质郁怒共
6

组"每组
#!

名) 以指导

语调节自变量"即在情绪诱发状态下让被试根据自己

的表达趋势"有意识地宣泄或抑制情绪)

$

$问卷

$

!

#

$

R)VX(

#

!

$用于判断怒的状态+怒的特质以

及怒的表达与控制)

$

!

!

$情绪报告表$被试填写由平静+快乐+愤

怒+悲伤+恐惧+惊奇+厌恶
8

个情绪形容词组成的形容

词检核表$

<Ua.BD=K. B@.BP 1=JD

"

V&\

%"用
" c5

可视

化标尺$

"

#表示完全没有&

#

#表示有一点点&

!

#表示程

度中等&

$

#表示程度比较高&

6

#表示程度相当高&

5

#表

示程度最高%"测查被试即时存在和体验的情绪及其

强度)

$

!

$

$指导语执行程度检查表$

%

点等级$

"

#完

全没有执行&

#

#执行程度很低&

!

#执行程度比较低&

$

#

执行程度中等&

6

#执行程度比较高&

5

#完全执行%"用

来评定被试在观看愤怒材料时对含有调节指导语的执

行程度)

6

$情绪诱发材料$以诱发强度+击中率和显著性

差异为评估指标"经情志诱发材料选取的试验研究"最

终选定,渔舟唱晚-+,罪恶与审判-影片片段作为中

性+愤怒情绪诱发材料'

5

(

)

5

$试验设备与检测指标$试验室被屏风分为被

试室和主试监控室) 被试室放置一个舒适的座椅"座

椅正前方
#

!

" ;

处电脑桌上放置
#6

英寸的笔记本电

脑"主试监控室放置
/4L4

型生物反馈诊疗系统$南

京伟思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诊疗系统紧临被

试座椅右侧"其信号探测器与被试连接) 被试坐在座

椅上通过电脑显示屏观看情绪诱发影片"生物反馈仪

记录被试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包括#心率$

@.<CD C<D.

"

EF

%+手指脉搏血容$

G=-H.C I,1J. K01,;.

"

LM/

%+心

率变异性$

@.<CD C<D. K<C=<N=1=DO

"

EF/

%+皮肤电反应

$

H<1K<-=B JP=- C.JI0-J.

"

QRF

%) 主试在监控室操

纵生物反馈诊疗系统)

%

$试验程序

准备阶段#试验材料及程序$指导被试进行试验

的有一定顺序的语音材料%在试验前已经录制好) 每

次试验只有
#

名被试) 被试进入试验室"主试详细介

绍试验过程及要求) 将生物反馈仪的信号探测器连接

在被试的右手上"之后离开被试到屏风另一侧的主试

监控室)

试验阶段#被试坐在座椅上通过电脑显示屏观看

情绪诱发影片) 每个被试经历以下
!

个
N10BP

)

N10BP#

#指导语
#

!

# ;=-

白屏$记录基线%

!

指

导语
!

!

观看中性影片片段$约
#! ;=-

"记录生理反

应%

!

# ;=-

白屏$记录恢复情况%)

N10BP!

#指导语
#

!

# ;=-

白屏$记录基线%

!

不

同的情绪调节指导语
$

!

观看愤怒影片片段 $约

#! ;=-

"记录生理反应%

!

白屏
#" ;=-

$记录恢复情

况%

!

指导语
6

!

填写情绪报告表及指导语执行程度

检查表)

注#指导语
#

#以下时间屏幕上将出现一段空白"

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使自己静下心来"以清除心中所

有的思绪) 指导语
!

#以下将播放
#

段影片片段"请您

留意观看) 不同的情绪调节指导语
$

$每
#

名被试接

受以下两种指导语中的
#

种%#$

#

%情绪宣泄#请留意

观看以下影片片段"充分地表达您所感受到的情绪"在

表情上尽量夸张或宣泄您的感受&$

!

%情绪抑制#请留

意观看以下影片片段"在感受情绪的同时"不要将您的

感受表露出来"尽量地掩盖您的表情"不要让别人看出

您的情绪感受) 指导语
6

#现在请您填写情绪报告表"

回忆并报告刚才观看
!

段影片期间的情绪状态) 最后

填写指导语执行程度检查表)

记录自主神经反应"愤怒刺激结束后
#" ;=-

内

的均值减去观看愤怒影片时的均值"其差值为愤怒情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0

!

%

绪的恢复情况)

8

$统计学方法$应用
RMRR #$

!

"

统计软件包

处理"数值变量采用
?

%

J

进行统计描述) 正态性和

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
!

&

!

析因方差分析"

M S"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EF

恢复情况比较

$表
#

%$

EF

恢复情况在不同表达方式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M S"

!

"5

%#抑制小于宣泄"即郁怒组
EF

降幅

小于发怒组&

EF

恢复情况在不同特质间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

M S"

!

"5

%#低特质怒组
EF

降幅小于高特

质怒组)

表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EF

恢复情况比较$$次
e;=-

"

?

%

J

%

特质怒
调节$表达方式%

宣泄$发怒% 抑制$郁怒%

平均

高特质怒$

#!

名% "

6

'

86

%

!

'

95

"

#

'

59

%

"

'

7%

"

$

'

#%

%

!

'

%%

低特质怒$

#!

名% "

!

'

%9

%

#

'

69

"

#

'

$9

%

#

'

!8

"

!

'

"6

%

#

'

5#

平均 "

$

'

8#

%

!

'

5#

"

#

'

69

%

#

'

"%

"

!

'

%"

%

!

'

!#

$$注#采用
!

&

!

析因方差分析法"对高特质怒组与低特质怒组的变化进行比

较"

L f6

'

5$$

"

M f"

'

"$9

&对发怒组与郁怒组的变化进行比较"

L f#8

'

798

"

M f

"

'

"""

&二者交互作用的
L f$

'

#"7

"

M f"

'

"75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LM/

恢复情况比较

$表
!

%$

LM/

恢复情况在不同表达方式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M S "

!

"5

%#抑制小于宣泄"即郁怒组
LM/

降幅小于发怒组)

表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LM/

恢复情况比较$$

F.1

"

?

%

J

%

特质怒
调节$表达方式%

宣泄$发怒% 抑制$郁怒%

平均

高特质怒$

#!

名% "

!

'

5"

%

"

'

9$

"

#

'

9%

%

"

'

%6

"

!

'

!$

%

"

'

7$

低特质怒$

#!

名% "

!

'

6$

%

#

'

$#

"

#

'

7"

%

"

'

89

"

!

'

##

%

#

'

#"

平均 "

!

'

68

%

#

'

##

"

#

'

77

%

"

'

8#

"

!

'

#8

%

"

'

98

$$注#采用
!

&

!

析因方差分析法"对高特质怒组与低特质怒组的变化进行比

较"

L f"

'

#9!

"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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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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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交互作用的
L f"

'

"!9

"

M f"

'

7%5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EF/

恢复情况比

较$表
$

%$

EF/

恢复情况在不同表达方式间差异有

一定的趋势#郁怒组降幅小于发怒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M T"

!

"5

%)

6

$各组观看愤怒影片后
QRF

恢复情况比较$表

6

%$

QRF

恢复情况在不同表达方式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M S"

!

"5

%#抑制小于宣泄"即郁怒组
QRF

降幅

小于发怒组)

表
$

#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EF/

恢复情况比较$$

?

%

J

%

特质怒
调节$表达方式%

宣泄$发怒% 抑制$郁怒%

平均

高特质怒$

#!

名% "

8

'

!7

%

5

'

5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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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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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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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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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6

%

6

'

%!

"

6

'

99

%

6

'

#$

"

8

'

"#

%

6

'

8%

平均 "

7

'

#%

%

5

'

#"

"

5

'

77

%

6

'

#7

"

8

'

"!

%

6

'

85

$$注#采用
!

&

!

析因方差分析法"对高特质怒组与低特质怒组的变化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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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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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观看诱发愤怒影片后
QRF

恢复情况比较$$

!V

"

?

%

J

%

特质怒
调节$表达方式%

宣泄$发怒% 抑制$郁怒%

平均

高特质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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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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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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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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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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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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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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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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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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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因方差分析法"对高特质怒组与低特质怒组的差异进行比

较"

L f"

'

"6!

"

M f"

'

7$9

&对发怒组与郁怒组的差异进行比较"

L f#6

'

576

"

M f

"

'

"""

&二者交互作用的
L f!

'

!89

"

M f"

'

#$7

讨$$论

一般认为"

V3R

控制着人类心血管+内外分泌系

统+皮肤电和呼吸系统的活动"其在情绪活动中起重要

作用)

#

$对心血管恢复情况的影响$

EF

是情绪反应

的良好指标之一"紧张+恐惧或暴怒状态时"心跳加速&

情绪恢复平静时"心跳逐渐减缓"直至正常) 血管容积

的变化是
V3R

控制动脉壁平滑肌收缩和舒张所引

起) 交感神经生理激活时"血管容积增加"交感神经恢

复平静时"血容振幅下降)

EF/

分析是一种研究植物

神经对心血管系统影响的简单无创的方法'

%

(

)

EF/

反映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张力的平衡"近年国内对

EF/

的研究趋热'

8

"

7

(

) 本研究发现#在情绪恢复期"

升高的
EF

+

LM/

恢复幅度均呈现郁怒组显著小于发

怒组"

EF/

恢复幅度有小于发怒组的趋势&低特质怒

组
EF

恢复幅度显著小于高特质怒组)

!

$对
QRF

恢复情况的影响$情绪变化会引起

QRF

的急剧变化"这是由于
V3R

活动可引起皮肤内

血管的收缩或舒张以及受交感神经节前纤维支配的汗

腺活动变化所引起) 觉醒水平是影响
QRF

水平的主

要因素之一"随着
V3R

的恢复"

QRF

也逐渐恢复正

常) 本研究显示"在愤怒情绪的恢复期"郁怒组
QRF

的降幅明显小于发怒组"这一研究结果与上述愤怒对

心血管恢复情况的影响相似)

上述
EF

+

ML/

+

EF/

+

QFR

在情绪期间的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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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结果均提示#较之愤怒特质"愤怒表达方式对情绪

恢复期自主神经的影响更为广泛$高+低特质怒仅在

EF

这一指标上有差异%&郁怒时造成的交感神经生理

唤醒水平虽没有发怒时增幅大"但恢复期复原缓慢"对

机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 因而"既要预防过度宣泄对

交感神经高水平激活带来的危害"又要避免过度压抑

对机体更为持久的后续损伤)

个体的愤怒特质和表达方式具有较稳固的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愤怒特质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决

定了肝疏泄功能的状态"不仅影响肝疏泄太过或不及

的倾向"还关系情志对机体生理的唤醒及恢复水平)

本文研究愤怒特质和表达方式对自主神经恢复情况的

影响"旨在从不同侧面探讨肝疏泄生理功能的影响因

素"并为藏象个体化差异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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