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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面孔熟悉度是否影响自闭症儿童的面孔知觉能力和面部表情加工方式，采用眼动仪对１４名

３～６岁的自闭症儿童进行实验。实验结果发现，在语义背景不一致情况下，自闭症儿童更容易发现熟悉面

孔，并对其有较高的注视率；而在乱序背景下，自闭症儿童对消极表情照片发现的时间要显著少于对平静表

情照片所用的时间。

关键词：自闭症儿童；面孔觉察；面部表情识别；面部表情加工；眼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４２－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８

Ｔｈｅ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ＡＮＪｉｊｕｎ，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ＦＡＮＪｉａｘ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７１００６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ａ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１４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ｇｅｄ３ｔｏ６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４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８ｉｎｌｏｗｓｐｅｅ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ｆｉｎｄ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ｆａｃｅ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ｈｉｇｈｅｒｒａｔｅ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ｉ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ｕｃｈ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ａｎｃａｌｍ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ａ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一、自闭症与面部表情识别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它的三个典型

特征是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同时还伴有刻板或

重复的兴趣和行为［１］。自闭症的核心症状是社会

交往障碍，由于自闭症儿童在生活中很少与他人的

目光接触，也不会注意他人的面孔和面部表情，因此

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情绪，社交障碍随之产生。

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将面孔从环

境中快速觉察出来，其中面部表情会给观察者传达

重要的、专门的社会信息，如内部情绪状态［２－３］。能

否准确地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并作出恰当的反应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状况［４］。

自闭症儿童面孔加工的困难，可能与其面孔觉察困

难有关。Ｒｉｂｙ研究发现，在语义背景不一致的情况
下，自闭症儿童对风景的注视率高于人脸。［５］但陈

顺森和金丽的研究却发现，自闭症儿童觉察到面孔

的时间与正常儿童相近［６］，其中，不同表情的面孔

会影响自闭症儿童的视觉注意［７］。本研究将使用

镶嵌表情范式［８］探讨语义不一致背景下，自闭症儿



童对不同面孔的知觉能力。

面部表情识别是心理理论中最早发展的能力，

并且在３～５岁的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中获得很大
发展［４］，而这一时期也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高峰

期，这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心理理论

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与他人的互动，因此儿童与他

人交往的机会越多，获得心理理论方面的知识也就

越多，而语言的中介作用至关重要。［９］Ｔａｇｅｒ－Ｆｌｕｓ
ｂｅｒｇ和Ｓｕｌｌｉｖａｎ通过研究基本表情如高兴和愤怒发
现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言语能力没有显著相关［１０］，

但隋晓爽等的研究在增加了悲哀、恐惧这些较复杂

的表情后发现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言语能力呈显著

相关［１１］。苏彦捷等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幼儿言语能

力与以表情为线索的社会知觉任务有显著相关，这

可能是由于语言能力强的儿童有更多的机会或更愿

意与人接触，因而其对面部表情的社会知觉能力也

更强。［１２］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时，教师往

往将儿童按照其能力进行分组，其中言语能力就是

分组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这种分组方式是否合适，

言语能力较高的儿童是否会表现出更高的面部表情

识别能力，目前还没有定论［１３］。

对于熟悉的事物，人们倾向于整体性的加工方

式，以减少认知资源；而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则倾向

于抓住某一突出特征，以此作为再认的线索，所以熟

悉度会影响个体对面部表情的加工。自闭症儿童由

不熟悉和熟悉面孔所诱发的 Ｐ４００和 Ｎｃ的振幅没
有差异，所以王丽娟等认为，这种由于自闭症个体的

Ｐ４００和Ｎｃ成分异常，导致了他们不能区分熟悉和
陌生面孔。［１４］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自

闭症儿童对熟悉的教师和家长较为依恋，对陌生人

则十分抵触，因而我们的研究加入熟悉度这一变量

以考察自闭症儿童的面孔知觉能力和面部表情加工

方式。

二、研究对象与实验仪器

（一）被试

　　选取某自闭症康复中心由医院确诊的３岁至６
岁自闭症儿童１４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
使用丹佛发育筛查量表对所有符合实验条件的儿童

进行测查，将在言语能力上通过２３个月龄的儿童划

分入高言语水平组，不能通过者归入低言语水平组，

其中高言语水平组６名，低言语水平组８名。［１３］

（二）实验仪器与程序

使用的仪器是完全非接触式的青研 ＥｙｅＬａｂ眼

动测试系统（ｖ１７２），采样率为１００Ｈｚ，精度为０５
度，与之配套的台式电脑安装有眼动软件可用于调

控眼动仪及记录被试的眼动数据，显示器为戴尔１７
英寸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１０２４×７６８。实验选在
康复中心独立安静的房间内进行，实验前由家长将

被试带到该房间熟悉环境和眼动仪，避免儿童在实

验过程中对其过分好奇或抵触而影响实验。被试眼

睛与屏幕中心齐平，距离约６０ｃｍ。每次实验前进
行５点校准法，校准成功后方能进行实验。实验结
束后给予被试一定的物质奖励。［１３］

（三）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ｙｅＬａｂ眼动测试系统（ｖ１７２）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处理，对每一张照片划分出情绪照
片所在的九宫格并作为兴趣区，分析每个兴趣区的

眼动指标，导出数据之后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进一
步的统计分析。

三、实验一　语义不一致背景下
自闭症儿童的面部表情加工

（一）实验设计

　　实验一采用２（被试类型：高言语水平组、低言

语水平组）×３（表情性质：平静、消极、积极）×２（面
孔熟悉度：陌生、熟悉）三因素混合设计。被试类型

为组间变量，表情性质和面孔熟悉度为组内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５］及本研究实验仪器的特点，选取首

次进入时间和注视率为因变量指标。本实验目的是

考察自闭症儿童在面孔加工模式上是否有言语能力

上的区别。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陌生面孔和熟悉面孔，上述面孔

均包括积极（高兴）、消极（悲伤、愤怒）、中性（平

静）三类表情性质，以及风景图片。实验材料中的

陌生情绪图片是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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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ＦＡＰＳ）［１５］中选取的
积极、平静、消极表情照片各三张（由于所选教师均

为女性，所以在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库中选择女性

情绪图片以消除性别差异的影响）；熟悉者面部表

情由研究者使用三洋Ｔ７００数码相机进行拍摄，拍摄
对象为康复中心两名负责大课３个月以上、每天４
课时的女性教师。拍摄前向教师呈现了四种基本表

情，并向教师解释不同表情的特质特点。随后进行

预拍摄，完成后与教师讨论照片表情，最后进行正式

拍摄，共拍摄表情照片１３４张。排除不属于四种基
本表情的照片后，将５７张可用照片分别呈现给１５
名研究生进行评定，评定选项包括高兴、愉悦、害怕、

愤怒、悲伤、平静、不知道共 ７个，将一致性达到
７５％以上的表情图片保留下来，供实验使用。最后
共获得表情照片２３张，构成熟悉面孔图片库。然
后，从该图片库中选择积极、平静、消极三种类型的

表情照片各３张。［１３］将大小为１０２４×７６８像素的风
景图片按九宫格分为 ９份，把情绪图片处理成为
１３６×１６０像素大小的图片后置于风景图片九宫格
中的一个（保证每种情绪图片在横纵３行／列中各
出现一次），由此构成语义背景不一致的图片共１８
张。加上３张实验前练习用的纯风景图片共２２张
图片，整合后统一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５０处理成黑白图
片，通过眼动仪随机呈现给被试。

（三）实验结果

１不同言语水平组自闭症儿童在不同面部表
情上的首次进入时间

高语言水平组和低言语水平组自闭症儿童在不

同熟悉度、表情性质图片上的首次进入时间见表１。

表１　不同言语水平组儿童在不同面部表情上

的首次进入时间的描述性统计 ｓ

情绪维度
　　有言语（６人）　　 　　无言语（８人）　　

熟悉 陌生 熟悉 陌生

积极 ３０８±２１４ ３７２±１７３ ２８４±１４４ ４１１±１６０

平静 ２３２±１６９ ２６１±２１２ ３２９±１４１ ３６０±１６１

消极 ２６８±２１５ ２６８±２１５ ３５５±１１６ ３５４±１６３

　　注：表中数据均为（Ｍ±ＳＤ），以下表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言语能力、表情性

质的主效应不显著（ｐ＞００５）；熟悉度的主效应显
著，Ｆ（１，１２）＝４８９，ｐ＜００５，对其进行事后检验发

现，自闭症儿童在熟悉面孔上的首次进入时间显著

少于在陌生面孔上的首次进入时间（ｐ＜００５）。面
孔熟悉度与情绪性质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Ｆ（２，
２４）＝３０１，ｐ＝００６８，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对于熟悉面孔，情绪性质效应显著，Ｆ（３，１０）＝
４７１，ｐ＜００５，自闭症儿童更容易注意到熟悉面孔
的积极情绪；对于陌生面孔，情绪性质效应也显著，

Ｆ（３，１０）＝３８３，ｐ＜００５，但自闭症儿童进入积极
表情图片所用的时间显著多于其他两类。

２不同言语水平组自闭症儿童对不同面部表
情的注视率

高语言水平组和低言语水平组自闭症儿童对不

同熟悉度、表情性质图片的注视率见表２。

表２　不同言语水平组自闭症儿童对不同

面部表情注视率的描述性统计 ％

情绪维度
　　有言语（６人）　　 　　无言语（８人）　　

熟悉 陌生 熟悉 陌生

积极 ０３９±０２３ ０２３±０１９ ０２８±０３０ ０２１±０２７

平静 ０３９±０２６ ０３３±０２５ ０３７±０２７ ０２８±０２１

消极 ０２８±０１７ ０３３±０１８ ０２５±０１７ ０２９±０２４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言语能力、情绪性

质的主效应不显著；熟悉度的主效应显著，Ｆ（１，１２）
＝７５９，ｐ＜００５，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自闭症儿童
对熟悉面孔的注视率显著高于陌生面孔（ｐ＜
００５），说明自闭症儿童更容易发现熟悉面孔，并对
其有较高的注视率。

四、实验二　乱序背景下自闭症儿童的
情绪面孔加工特点

（一）实验设计

　　实验二采用２（被试类型：有言语自闭症儿童、

无言语自闭症儿童）×３（面孔情绪类型：平静、消
极、积极）二因素混合设计。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

面孔情绪类型为组内变量。本实验目的是考察在背

景信息遭到破坏后不同言语组自闭症儿童在面孔识

别能力上是否有差异。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中的情绪图片选用研究者自行采集的

教师的上半身照片（包括积极、平静和消极三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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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把情绪图片处理成７６８×１０２４像素大小的图片
后使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５０处理成黑白图片。然后，将其
分成九宫格并随机打乱顺序（保证三种情绪图片的

头像部分在每个九宫格里都出现一次），共制作出

２７张图片。

（三）实验结果

对不同言语能力儿童在首次进入时间上的结果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言语主效应不显著。情绪维度

的主效应显著，Ｆ（２，１０）＝４４７，ｐ＝００４３＜００５，
对其进行事后检验可以看到，自闭症儿童在进入到

消极表情照片所用的时间（Ｍ＝２９１）显著少于进入
平静表情照片所用的时间，（Ｍ＝３６２），ｐ＝００２５＜
００５，其余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自闭症儿童对消极
表情照片发现的时间要显著少于对平静表情照片所

用的时间（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儿童在不同情绪维度上的首次进入时间 ｓ

情绪维度 有言语 无言语

积极 ３４９±１５８ ２９６±１０６

平静 ３５２±１３９ ３７２±０８５

消极 ２８６±１９０ ３０２±１０５

五、讨论

（一）自闭症儿童存在熟悉者效应

　　在正常发展状态下的婴儿，本身就有对于人面
孔注意偏好的社会动机，这种对人面孔的注视可以

为婴儿提供了解外部世界与自身内部状态的机会，

这种偏好在婴儿期是不分熟悉者、陌生者的，即使在

婴儿６个月出现认生以后，其对人面孔的兴趣依然
大于其他事物。通常，人们对熟悉的物体使用的是

一种整体的轮廓式的加工以减少认知资源的参与，

这种加工是符合经济性原则的；对于不熟悉的物体，

则倾向于抓住某一突出特征，以此作为再认的线索。

所以，熟悉度会影响对面孔的加工识别。以往对普

通人通过倒置的研究范式发现，熟悉和陌生面孔的

加工过程可能存在着质的区别。对于熟悉面孔的加

工可能是通过构形加工来实现的。此外，来自神经

科学的证据认为，相对于识别陌生面孔，个体在识别

熟悉面孔时会激活更多的脑区，包括前额叶、颞叶、

海马等［１６］。自闭症儿童在注视熟悉者时其梭状回

会激发出其正常活动，但对陌生者则不会出现这种

现象［１７］。

在本研究中，自闭症儿童在不同实验中的多个

眼动指标上都呈现出了熟悉者效应，即对于熟悉者

的面孔识别能力会优于对陌生者的面孔识别能力。

但是由于没有普通对照组，所以不能说他们在熟悉

者上表现出来了正常的面孔加工能力，而相对于陌

生者，他们则有了更好的表现。这就说明，自闭症儿

童并非完全缺失面孔加工能力。虽然还不能确定具

体原因是由于对熟悉者存在着练习效应还是因为对

陌生人兴趣的缺乏，但都可以排除自闭症儿童的面

孔加工能力较差是由于先天的缺陷而导致的。

从执行功能的角度来看，自闭症儿童存在执行

功能障碍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执行功能是指为

完成特定目标而维持适当的问题解决能力［１８］，有一

个重要的方面———心理灵活性，即灵活快速地从一

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时所需要的心理能力。大

多数的自闭症儿童都存在着刻板性行为，即强迫性

地喜好某种动作、事物或重复性的坚持做某种动作。

与存在刻板性相对应的是，他们在从事几乎所有活

动中都缺乏灵活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闭症儿童

在面孔识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熟悉者和陌生人的

显著差异可能是其缺少心理灵活性导致的。自闭症

对于熟悉者可能有较高的注视动机，因为从熟悉者

身上尤其是带有表情的面孔上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情

感体验，这种体验作为一种正强化可以帮助自闭症

儿童成为识别熟悉者的“专家”，但由于缺少灵活

性，他们不能灵活地将这种能力从熟悉者身上迁移

到陌生者身上。

这种结果和实际中观察到的现象较为一致：并

不是所有的自闭症儿童都是情感淡漠，对谁都没有

感情联接，没有交往欲望。相反，许多自闭症儿童对

自己非常熟悉的个别人（如家长、长期的康复训练

老师）都有着近乎变态的依恋。比如，当熟悉者（通

常是长期照料者）忽然不在身边时，儿童可能会长

时间的哭闹不止，直到这个熟悉者回来为止。邓

红珠等［１９］的研究就认为自闭症儿童不仅存在依恋

行为，并且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安全型依恋，只是安

全的指标要少于普通儿童。核心障碍解释理论［２０］

认为，自闭症儿童的社交功能损害是其核心障碍，

这种障碍会导致自闭症儿童在面对不同对象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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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达不同的依恋行为。所以，自闭症儿童对于

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接触一个陌生人都有着

强烈的抵触感，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就存在着某种

先天缺陷，而本文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适

应的功能性不足。

（二）自闭症儿童存在情绪效应

之前的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在积极表情图片

上的注视点显著多于平静表情和消极表情，其中对

于熟悉者是积极表情的注视点多于消极和平静表

情，对于陌生者是积极和消极表情多于平静表情。

自闭症儿童在注视率上也表现出对于消极和积极表

情的关注多于平静表情。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语

意与背景不一致情况下，自闭症儿童在首次进入时

间上识别积极表情所用的时间显著少于消极表情

（不管在陌生者上还是在熟悉者身上）。而在乱序

背景下，自闭症儿童在首次进入时间上则表现出识

别消极表情要显著快于识别平静表情。可见，自闭

症儿童整体上表现出对消极表情和积极表情的识别

要优于对平静表情的识别。

害怕等负性情绪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之一，在

出现危机时可帮助个体迅速逃离威胁。出于对环境

的适应功能，普通儿童也会有对消极表情优先识别

的效应，但自闭症儿童在结构打乱的图片中依然表

现出对消极表情的优先效应，这可能同他们的杏仁

核异常激活有关。这与前人的许多研究都比较一

致。此外，自闭症儿童通常有感觉异常和恐惧发作

的特点，包括对目光回避、声音敏感和不合常理的焦

虑恐惧感等［２１］。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会有更多的负

性情绪体验，这也会影响自闭症儿童对负性情绪面

孔的敏感度。

此外，自闭症儿童在积极情绪（高兴的照片）的

识别上表现也较好，高兴这种基本情绪是自闭症儿

童与正常儿童都最容易识别的情绪表情，因为高兴

是婴儿最早学会区分的情绪表情。

自闭症儿童在面部表情识别上，不管是对积极

表情还是消极表情的识别都是整体显著好于对平静

表情的识别。从强度上来说，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

消极情绪都比平静情绪强度大，而一些自闭症儿童

有感觉迟钝或敏感等感统失调表现，可能需要较高

程度的刺激才能引起其注意进而达到其唤醒的阈

值。这可能也是自闭症儿童对积极和消极情绪识别

好于平静情绪的一方面原因。

（三）研究结果支持了自闭症儿童面孔加工的

特殊策略假说

面孔加工缺陷说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们对自
闭症认知研究时提出的，其要求被试对人脸进行分

类时，自闭症儿童会倾向于通过非情绪维度进行分

类（比如有没有戴帽子等）。此外，他们较少会自主

性注意他人的面部表情，尤其在涉及复杂情绪如惊

奇、赞赏等识别时会出现困难。神经生理学的研究

也显示出正常人在识别情绪时左侧前额叶激活水平

较高，自闭症者并没有相应的激活水平。这些研究

都支持了面孔加工缺陷说，认为自闭症儿童在面孔

加工上存在先天解剖性的缺陷。

相对于面孔加工缺陷说，面孔加工特殊策略

说认为，自闭症儿童面孔加工能力并没有真正受

损，只是表现出与正常人不同的加工方式。这方

面的研究也有很多，比如将自闭症组与对照组在

言语智商上匹配以后，会发现自闭症儿童与对照

组儿童在面孔识别能力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

异。如 ＦｕｌｖｉａＣａｓｔｅｉｌｉ在其所做的一个关于自闭症
儿童和正常发育的儿童对６种基本表情的识别理
解中发现，自闭症儿童能正确地识别包括不同强

度的表情，错误类型也与正常儿童一致。此外，本

研究中显示出来的熟悉者效应也支持了面孔加工

的特殊策略说，即自闭症儿童并非有先天的面孔

加工的缺损。

根据研究结果来看，３～６岁的自闭症儿童的
面孔识别能力可能受限于实验条件而被低估。他

们本身具有一定的面孔识别和加工能力，但缺少

灵活迁移的能力。这也可以用自闭症儿童的刻板

性行为来解释。总之，本研究支持了面孔加工特

殊策略假说。

六、结论

（一）自闭症儿童对熟悉者的面孔表现出较高

的觉察能力。

（二）自闭症儿童具有一定的面孔识别和加工

能力，但缺少灵活迁移的能力，研究结果支持了面孔

加工特殊策略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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