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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睡眠剥夺对个体情绪图片主观评估的影响。方法　选取某高校４３名本科生，随机分为睡

眠剥夺组（狀＝２３）和正常睡眠组（狀＝２０），因正常睡眠组有２人未参加后测任务，１人前测数据丢失，故正常睡眠组最终

纳入被试１７人。睡眠剥夺组在前测结束后进行睡眠剥夺（２２：００～次日０８：００）。正常睡眠组不做干预。从国际情绪图

片系统中选取正、中、负性图片共２１６张（前测１０８张，后测１０８张；每类图片３６张），通过正负性情绪量表（ＰＡＮＡＳ）考

察两组被试在前后２次测试中主观情绪的变化以及整晚睡眠剥夺对情绪图片主观评估的影响。结果　睡眠剥夺对正

性和负性情绪图片的评分没有明显影响，但对中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存在负性偏倚，睡眠剥夺组对中性图片的愉悦度

评分前、后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正常睡眠组前、后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１２）；控制协变量主观情绪

后，睡眠剥夺造成的对中性图片愉悦度评分上的负性偏倚依然存在；睡眠剥夺组被试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评分大于正

常睡眠组（犘＜０．０５）。结论　睡眠在情绪评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睡眠剥夺可导致个体对中性刺激的评估发生负

性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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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往研究表明睡眠剥夺对个体的神经认知加工

具有损伤作用［１］。一晚的睡眠剥夺即可降低个体在

注意力、工作记忆、决策、任务切换等神经心理任务

中的成绩［２４］，这些任务都与大脑前额叶皮质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ＰＦＣ）功能有关。神经影像学研

究表明，ＰＦＣ较易受到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剥夺可

导致该区代谢活动的显著减少，进而导致相关任务

表现受损［５７］。

ＰＦＣ不仅掌管个体的高级认知加工，同样也负

责情绪的反应和行为抑制。研究表明，随着睡眠剥

夺时间的延长，被试在自我报告中可感受到的抑郁、

愤怒、沮丧、紧张和焦虑情绪不断增加［５７］。一项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睡眠剥夺对情绪的影响甚至要

比认知表现更明显［８］。

在睡眠和情绪的相关研究中，早期研究侧重于

描述睡眠剥夺后个体主观情绪状态的变化。近年

来，睡眠剥夺后个体情绪反应的变化逐渐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发现睡眠不足时个体对负性事

件的消极反应增大，对正性事件的积极反应则受到

抑制，睡眠不足会放大住院医师在白天工作中对负

性事件的情绪反应［９］；在慢性睡眠剥夺状态下，个体

预测灾难性事件发生而产生的焦虑感以及预测灾难

性事件发生率大大增加［１０］。Ｙｏｏ等
［６］研究发现睡

眠剥夺可导致被试在观看情绪图片过程中大脑

ＰＦＣ杏仁核通路的功能紊乱；一项脑电研究也显

示，睡眠剥夺可导致被试对情绪图片，尤其是对负性

情绪图片的注意力增强［１１］，这些研究都提示睡眠剥

夺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

在对情绪图片的主观评估方面，目前研究较少

且研究结果并不一致，Ｐｉｌｃｈｅｒ等
［１２］称睡眠剥夺导致

被试对正性图片的评分显著下降，而Ｃｏｔｅ等
［１３］则

没有发现睡眠剥夺组和对照组在主观评估中的差

异。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

造成：第一，实验选取的图片种类不统一；例如，

Ｐｉｌｃｈｅｒ 等 只 选 取 了 国 际 情 绪 图 片 系 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ＡＰＳ）中

的正性和负性２类图片；第二，实验设计不同，

Ｐｉｌｃｈｅｒ等的研究是典型的组内重复测量设计，而

Ｃｏｔｅ等的研究则是组间设计；第三，测量方法不同，

Ｃｏｔｅ等采用了分类的方式（非常积极、积极、消极和

非常消极），而非常用的１～９连续性评分的方式。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实验从ＩＡＰＳ中选取正、中

和负性３类图片，并通过连续性评分的方式考察整

晚睡眠剥夺对个体情绪图片评估的影响。实验假设

睡眠剥夺组和正常睡眠组被试在图片评估任务中的

反应是不同的。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被试　实验共招募某高校在校大学生４３名，

随机分为睡眠剥夺组［狀＝２３，平均年龄（２０．６２±

２．５８）岁］和正常睡眠组［狀＝２０，平均年龄（２０．３４±

２．８６）岁］，其中正常睡眠组有２人未参加后测任务，

１人前测数据丢失，故本研究共纳入正常睡眠组被

试１７人。所有被试均通过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筛选（＜

６分），睡眠周期规律、睡眠质量良好，无自杀意念，

无特质焦虑或抑郁症状，无躯体、心理或精神疾病。

被试在实验前７２ｈ及实验过程中禁止吸烟、饮酒、

茶、咖啡及剧烈运动，禁止服用各种中枢抑制剂或兴

奋剂。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在正式

实验开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本实验报本校伦理委

员会备案。实验过程中被试可随时离开，退出研究，

实验结束后被试可获得一定报酬。

１．２　实验材料　从ＩＡＰＳ
［１４］选取正、中、负性情绪

图片２１６张，其中正、中、负性图片各７２张，每类图

片根据愉悦度和唤醒度匹配，平均分为两等份，分别

用于前测和后测（前、后测各１０８张，其中正、中、负

性图片各３６张）。图片呈现和反应收集通过

Ｅｐｒｉｍｅ２．０实现。

１．３　实验任务与流程　正常睡眠组被试在正常睡

眠前、后分别进行２次测试，睡眠剥夺组需要在前测

结束后，在实验室中进行一整晚（２２：００～次日

０８：００）睡眠剥夺，而后进行后测；睡眠剥夺期间，被

试可以自由走动、阅读、看电影、上网或听音乐，但不

能进行剧烈运动，实验过程中被试可获得适量的水

和少量食物，实验全程有２名主试监督和陪同。

在每次测试前，被试需要填写１份正负性情绪量

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ｌｅ，ＰＡＮＡＳ），该量

表包含２个分量表，分别考察被试正性和负性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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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越高表明被试该类情绪的量越高［１５１６］。

实验正式开始时，屏幕将首先呈现注视点“＋”

２ｓ，然后屏幕正中间呈现情绪图片５ｓ，随后出现１ｓ

的黑屏掩蔽，掩蔽消失后需要被试对图片的愉悦度和

唤醒度进行１～９分的评价，３类图片（正、中、负性）随

机呈现。图片像素１０２４×７６８，占比屏幕大小的

６５％。后测任务除图片不同外，操作流程同前测任务。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数据均以珔狓±狊表示，对两组被试的ＰＡＮＡＳ

的２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组别（睡眠剥夺组、正常睡

眠组）为组间变量，以阶段（前测、后测）为组内变量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图片的评分以组别（睡眠

剥夺组、正常睡眠组）为组间因素，以图片类型（正

性、中性和负性）以及阶段（前测、后测）为组内因素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符合球形检验的数据采

用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ｅｉｓｓｅｒ校正检验。对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中所有达到显著水平的结果，均采用Ｆｉｓｈｅｒ事

后比较或狋检验。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睡眠剥夺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影响　以

被试的ＰＡＮＡＳ积极情绪总分和消极情绪总分为因

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积极情绪总分

上分组的主效应显著（犉＝６．１９，犘＜０．０５），睡眠剥夺

组被试的积极情绪总分低于正常睡眠组（犘＜０．０１）；

前、后测的主效应显著（犉＝３３．４３，犘＜０．０１），对两组

被试而言后测总分低于前测，分组与前后测的交互作

用显著（犉＝１９．５１，犘＜０．０１）；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两

组被试在前测时积极情绪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在后测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此外，两组

被试前、后测的积极情绪得分进行配对狋检验发现，睡

眠剥夺组在后测中的积极情绪得分减少（狋＝６．８１６，

犘＜０．０１），而正常睡眠组前、后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狋＝１．２０，犘＞０．０５），见图１。在消极情绪总分上，前、

后测的主效应显著（犉＝６．６８，犘＜０．０５），其他主效应

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图１　被试前、后测时积极情绪总分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狅犳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犪犳犳犲犮狋狅犳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犪狊

犪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犪狀犱狉犲狋犲狊狋狊犲狊狊犻狅狀狊

犘＜０．０１ｖｓｔｅ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犘＜０．０１ｖｓｓｌｅ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珔狓±狊

２．２　睡眠剥夺对情绪图片愉悦度评分的影响　以

被试对图片的愉悦度评分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发现，图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犉＝４０２．９０，犘＜

０．０１），前、后测的主效应显著（犉＝７．７６，犘＜０．０１），

前、后测与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犉＝６０．８８，

犘＜０．０１）；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前测时正性和中性

图片愉悦度评分高于后测（犘＜０．０１），负性情绪图

片的愉悦度评分则低于后测（犘＜０．０１）。分组、前

后测和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犉＝４．５５，犘＜

０．０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所有被试而言，无论是

在前测还是后测阶段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

（６．４８±０．６２）都高于中性图片（５．０３±０．１９），中性

图片的愉悦度评分高于负性图片（２．４１±０．４１）。此

外，简单效应分析还发现，两组被试后测时对正性图

片的愉悦度评分低于前测（犘＜０．０１），对负性图片

的愉悦度评分高于前测（犘＜０．０１）。睡眠剥夺组对

中性图片的愉悦度后测评分低于前测（犘＜０．０１）；

正常睡眠组被试的前、后测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１２）。见图２。

图２　被试前、后测对３种情绪图片的愉悦度评分

犉犻犵２　犜犺犲狏犪犾犲狀犮犲狉犪狋犻狀犵狊狅犳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犳狅狉狋犺狉犲犲犪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犪狊犪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犪狀犱狉犲狋犲狊狋狊犲狊狊犻狅狀狊

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Ｎｅｕｔｒ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犘＜０．０１ｖｓｔｅ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犘＜０．０１ｖｓｓｌｅ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ｒｅｔｅ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珔狓±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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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正性和负性图片评估时

前、后测变化趋势一致，而在中性图片的评估上存在

差异。对被试主观情绪状态的结果显示，被试在睡

眠剥夺后正性情绪显著减少，这有可能影响被试对

中性图片的评估。为排除这种影响，本研究将被试

对中性图片的评分作为因变量，以组别为组间因素，

以阶段（前测、后测）为组内因素，以前、后测被试积

极情绪总分的差值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发现，

组别的主效应边缘性显著（犉＝３．５０，犘＝０．０６９），阶

段的主效应显著（犉＝１８．３３，犘＜０．０１），分组和阶段

的交互作用显著（犉＝６．５０，犘＜０．０５）；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睡眠剥夺组对中性图片的后测评分仍低于

前测（犘＜０．０１），而正常睡眠组前、后测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２．３　睡眠剥夺对情绪图片唤醒度评分的影响　以

被试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评分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发现，图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犉＝１６８．５９，

犘＜０．０１），前、后测的主效应显著（犉＝２７．５９，犘＜

０．０１），分组和前、后测的交互作用显著（犉＝６．４８，

犘＜０．０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前测阶段两组被试

对图片唤醒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后测阶段睡

眠剥夺组的唤醒度评分大于正常睡眠组（犘＜０．０５，图

３）。前、后测和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犉＝３１．１１，

犘＜０．０１），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对负性图片的唤

醒度评分前测高于后测（犘＜０．０１）。

图３　被试前、后测对情绪图片唤醒度的评分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犪狉狅狌狊犪犾狉犪狋犻狀犵狊狅犳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犳狅狉犪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犪狊犪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犪狀犱狉犲狋犲狊狋狊犲狊狊犻狅狀狊

犘＜０．０５ｖｓｓｌｅｅ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ｒｅｔｅ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珔狓±狊

３　讨　论

本实验考察睡眠剥夺对情绪图片愉悦度和唤醒

度主观评估的影响，并通过观测睡眠剥夺组以及正

常睡眠组被试在情绪评估愉悦度以及唤醒度维度上

的不同表现对比发现，相较于正常睡眠组，睡眠剥夺

组被试对中性图片的评估存在负性偏倚，而两组被

试对正性和负性图片的愉悦度评估并无明显不同。

在情绪评估的愉悦度维度，相较于前测，两组被

试在后测任务中对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下降，而

对负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升高，但两组对正性和负

性情绪图片前、后测评分变化趋势相同，这提示两组

被试在后测中都呈现出对情绪图片的习惯化倾向，

都对情绪图片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反应“钝化”，睡眠

剥夺并不影响被试对正性和负性图片的愉悦度评

估。这一结果也解释了Ｐｉｌｃｈｅｒ等
［１２］和Ｃｏｔｅ等

［１３］

研究结果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实验设计不同。本研

究最主要的发现是睡眠剥夺组被试对中性图片评估

的负性偏倚，这提示睡眠剥夺对情绪评估仍然是有

影响的，这种变化有着一定适应意义，可以用进化心

理学中的“宁可错报不可漏报（ｂｅｔｔｅｒｓａｆｅｔｈａｎ

ｓｏｒｒｙ）”这一适应性原则来解释
［１７］，即个体通过将情

绪色彩模糊的刺激归结于威胁刺激并加以规避，从

而使自体在最大程度上得以保全。睡眠剥夺后个体

将情绪色彩不明的中性刺激归纳或理解为偏负性的

刺激，从而代偿警觉性下降所带来的威胁。换言之，

睡眠剥夺导致个体采用这一适应性原则的倾向大大

增加。

在情绪评估的唤醒度维度上，实验结果表明两

组被试后测唤醒度降低，同样可以用对情绪图片的

习惯化来解释，但总体而言睡眠剥夺仍导致被试对

３类图片的唤醒度维持在高于正常睡眠组的水平。

个体对情绪刺激的解读也反映出他们彼时的情

绪状态，相比在高兴的情绪状态下，个体在悲伤情绪

状态下，更容易对事件做负性的解读［１８１９］。本实验

中，通过ＰＡＮＡＳ可以看出，被试在睡眠剥夺后正性

情绪显著减少，那是否是由于被试的正性情绪减少

造成被试对中性刺激评估的负性偏倚呢？协方差分

析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这意味着睡眠剥夺后对

中性图片评估的负性偏倚和积极情绪的减少可能没

有直接关系。睡眠剥夺后情绪状态变化和情绪反应

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实验的结果也在脑电研究和功能影像学研究

中得到证实。Ａｌｆａｒｒａ等
［１１］通过监测睡眠剥夺后被

试脑电的晚期正成分（ｌａ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ＰＰ），

发现睡眠剥夺后被试在观看中性图片时ＬＰＰ的波

幅显著增大，出现类似于观看情绪图片时的波幅。

另一项功能影像学研究则进一步证明，睡眠剥夺后

被试无法忽视中性分心刺激的存在，并在加工过程

中出现类似于加工负性刺激时的脑区激活，进而导

致其不能有效地区分这两种刺激［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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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睡眠剥夺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方式，

导致个体对中性刺激的评估过程中发生负性偏倚，

这可能与睡眠剥夺后负责情绪评估和反应的大脑系

统（ＰＦＣ、边缘系统等）功能受损有关
［２１］，这一现象也

从侧面反映出睡眠在校准个体对情绪刺激的评估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也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应用价值，尤其是对出于职业需要而伴随睡

眠不足或剥夺的人员，如医护人员、军人等［２２］，睡眠

剥夺后个体倾向于“宁可错报不可漏报”，会造成他

们对事态威胁性和严重性的误判或误报。如何规避

睡眠剥夺引发的负面影响是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重

点，同时睡眠对情绪调节的作用、相关脑机制也值得

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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