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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应激对不同特质焦虑者注意稳定性的影响

姜　宏，王志红，严　进，刘涛生
（第二军医大学护理系心理学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探讨考试应激对不同特质焦虑者注意稳定性的影响。方法：利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对参加大学生英语四

级考试（ＣＥＴ４）的某大学４００名大学生进行初筛，从中随机抽取１０名高特质焦虑学生和１０名非高特质焦虑学生，分别进入高

特质焦虑组和非高特质焦虑组。应用数字划消实验和事件相关电位测量其对照期（学期开始２周后，后３个月内无考试）和应

激期（ＣＥＴ４前２周至前１ｄ）的注意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１）非高特质焦虑组的划对数高于高特质焦虑组（Ｆ＝８．１７８，

Ｐ＝０．００７）。（２）对照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波幅及潜伏期与非高特质焦虑组均无差异（Ｆ分别为０．１２５和０．１２７，Ｐ 分别为

０．７２８和０．７２６）；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波幅明显低于非高特质焦虑组（Ｆ＝１２．９１３，Ｐ＝０．００２），Ｐ３００潜伏期明显长于

非高特质焦虑组（Ｆ＝１６．９５２，Ｐ＝０．００１）。应激期非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潜伏期短于对照期（Ｆ＝６．５１４，Ｐ＝０．０２０）。结论：

考试应激对不同特质焦虑者注意稳定性的影响不同。高特质焦虑者是应激管理的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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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质焦虑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高特质

焦虑者具有较高的焦虑倾向，容易注意环境中具有

威胁性的信息［１，２］。但很少有研究报道考试应激下

高特质焦虑者的注意稳定性是否有别于非高特质焦

虑者。注意的稳定性对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

研究以参加大学生英语四级（ＣＥＴ４）考试的学生为

研究对象，尝试以人格特质为切入点，结合传统的量

表和先进的事件相关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ＲＰ）技术探讨慢性心理应激对不同焦虑人格特质

学生注意稳定性的影响，以期为制定应激干预方案

提供生物学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利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对某大学

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的４００名学生进行初筛，将学生

按照特质焦虑分值分为：（１）高特质焦虑学生：特质

焦虑分值高于均数加１个标准差；（２）非高特质焦虑

学生：特质焦虑分值等于或小于均数加１个标准差。

在愿意参加本实验的两组学生中各随机抽１０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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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列条件的学生分别进入高特质焦虑组（Ｈ）和非

高特质焦虑组（ＮＨ）：（１）自我报告为右利手；（２）不

吸烟；（３）无精神性疾病或脑损伤史；（４）自我报告视

力正常或矫正后视力正常；（５）自我报告听力正常。

两组被试的一般情况见表１。经χ
２检验，两组被试

在性别、专业上无差异（Ｐ 分别为０．６５和１）。经ｔ
检验，两组被试在年龄上无差异（Ｐ＝０．７８），但在特

质焦虑分值上有差异（Ｐ＜０．０１）。

表１　两组被试的一般情况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２ｇｒｏｕｐｓ
（ｎ＝１０）

Ｇｒｏｕｐ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ｇｅ（ｙｅａｒ）

Ｍａｊｏｒ
Ａ Ｂ Ｃ Ｄ Ｅ

Ｓｃｏｒｅｏｆ
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

Ｈ ５ ５ ２０．６０±１．５８ ５ １ １ １ ２ ５７．７０±３．３４

ＮＨ ６ ４ ２０．３０±１．７０ ５ １ １ １ ２ ３７．４０±４．８６

　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

ｇｒｏｕｐ；ＮＨ：Ｎｏｎ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ｖｓＮＨｇｒｏｕｐ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名被试均参加两个阶段的测

试：（１）对照期：学期开始２周后，且后３个月内无考

试时；（２）应激期：英语四级考试前２周后至考试前

１ｄ。有文献报道，该时期学生已发生了应激反

应［３］。在这两个阶段中，均利用数字划消实验和

ＥＲＰ测量其注意力。为了防止实验顺序的影响，高

特质焦虑组和非高特质焦虑组均有５名学生先进行

对照期测试，后进行应激期测试，另外５名先进行应

激期测试，后进行对照期测试。

１．３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采用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ＣＤ

１９８０年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ＩＦｏｒｍ

Ｙ）。由被试根据自己的体验及问卷规定的指导语，

逐题自评，回收后统一处理。

１．４　数字划消实验　实验所用表格由（３５行×２５
个／行）两位数组成，要求被试在４ｍｉｎ内用斜线划

出个位数和十位数相加，得数的尾数是８的两位数，

尽量划得准、划得快。

１．５　事件相关电位检测

１．５．１　脑电记录　实验仪器为美国 ＮｅｕｒｏＳｃａｎ公

司生产的３２导ＥＲＰ工作站。ＥＥＧ记录用其电极

帽。皮肤表面电极采用盘状熔结式乏极化电极。参

考电极置于乳突，接地点为ＡＦＺ。在双眼外眦和眶

上缘分别记录垂直眼电与水平眼电。滤波带通

０．１～４０Ｈｚ，电极阻抗小于５ｋΩ，分析时间８００ｍｓ
（含基线２００ｍｓ）。连续记录ＥＥＧ，离线式叠加处

理。

１．５．２　实验任务　采用“跨通路延迟反应”实验模

式，多次视觉刺激与多次听觉刺激混合、分时呈现，

通路间刺激顺序按随机排列，组成刺激序列。视觉

刺激与听觉刺激各包括３种：偏差刺激、标准刺激和

反应命令信号。视觉偏差刺激为一幅彩色风景图片

（视角４．３×２．８°），标准刺激为对比度减小的同一幅

图片，反应命令信号为小红十字，图片呈现时间皆为

２８ｍｓ；听觉偏差刺激为１０００Ｈｚ的柔滑短纯音，标

准刺激为８００Ｈｚ的柔滑短纯音，声音呈现时程皆为

２０ｍｓ，强度为８０ｄＢ，反应命令信号则为２ｍｓ、２４

ｄＢ的咔声。两通路偏差刺激均呈现６５次，呈现概

率为１７．５％；标准刺激均呈现３０６次，呈现概率为

８２．５％。每一受注意的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之后皆

跟随１次反应命令信号。在刺激信号与命令信号之

间随机插入０～２个非注意通路的刺激信号。实验

时被试双耳插入耳塞，眼睛与屏幕距离１ｍ。令被

试者注意屏幕图片，不注意耳机声音。当标准图片

出现时，准备用右手拇指按键；当偏差图片出现时，

准备用左手拇指按键。待反应命令信号出现后，尽

快按键。以 ＨＥＯＧ监视被试者眼睛是否注视屏幕。

被试正式记录前进行若干次训练，以学会操作。

１．５．３　结果处理　采用ＮｅｕｒｏＳｃａｎ软件自动校正

ＥＯＧ伪迹并充分排除其他各种伪迹。对视觉刺激

诱发的ＥＥＧ进行叠加。根据文献［４］和总平均图确

定Ｐ３００潜伏期范围为２００～５５０ｍｓ，上述范围内的

波峰顶点为该成分的潜伏期测量点，波幅测基线－
波峰值。

１．６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析因设计的

方差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数字划消实验　结果见表２。统计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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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划对数而言，特质焦虑和应激之间不存在交互

作用（Ｆ＝２．４５１，Ｐ＝０．１２６），应激（Ｆ＝０．５３４，Ｐ＝

０．４７０）不存在主效应，特质焦虑（Ｆ＝８．１７８，Ｐ＝

０．００７）存在主效应，即应激期的划对数（均值为

４５．４０±９．５６）与对照期（均值为４３．６５±７．０３）无差

别，非高特质焦虑组的划对数（均值为４７．９５±

９．３４）高于高特质焦虑组（均值为４１．１０±５．５１）。

对划对率而言，特质焦虑和应激之间不存在交互作

用（Ｆ＝０．４２５，Ｐ＝０．５１８），应激（Ｆ＝０．０２４，Ｐ＝

０．８７９）不存在主效应，特质焦虑（Ｆ＝０．３５６，Ｐ＝

０．５５４）不存在主效应，即应激期的划对率［均值为

（７４．５１±１０．６７）％］与对照期［均值为（７５．０８±

１２．５６）％］无差别，高特质焦虑组的划对率［均值为

（７３．６８±１１．６２）％］与非高特质焦虑组 ［均值为

（７５．９１±１２．０２）％］无差别。

表２　不同时期高特质焦虑组与非高特质焦虑组的划对数与划对率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
（ｎ＝１０，珚ｘ±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Ｍｅａ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Ｍｅａｎ
Ｈ ４２．１０±５．９３ ４０．１０±５．１７ ４１．１０±５．５１ ７５．１９±１２．１０ ７２．１７±１０．５６ ７３．６８±１１．６２
ＮＨ ４５．２０±７．９８ ５０．７０±１０．１８ ４７．９５±９．３４ ７４．９８±１３．６６ ７６．８５±１０．８０ ７５．９１±１２．０２
Ｍｅａｎ ４３．６５±７．０３ ４５．４０±９．５６  ７５．０８±１２．５６ ７４．５１±１０．６７ 

　Ｈ：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ｇｒｏｕｐ；ＮＨ：Ｎｏｎ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ｖｓＮＨｇｒｏｕｐ

２．２　Ｐ３００波幅与潜伏期　见表３。统计学分析表

明，对Ｐ３００波幅而言，特质焦虑与应激间存在交互

作用（Ｆ＝５．１３８，Ｐ＝０．０３０）。对照期，高特质焦虑

组的Ｐ３００波幅与非高特质焦虑组无差异（Ｆ＝

０．１２５，Ｐ＝０．７２８）。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
波幅明显低于 非 高特质焦虑组 （Ｆ＝１２．９１３，

Ｐ＝０．００２）。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波幅与对

照期无差异（Ｆ＝１．３９６，Ｐ＝０．２５３）；应激期非高特

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波幅与对照期无差异（Ｆ＝３．７７１，

Ｐ＝０．０６８）。对Ｐ３００潜伏期而言，特质焦虑与应激

间存在交互作用（Ｆ＝５．３２５，Ｐ＝０．０２７）。对照期，

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潜伏期与非高特质焦虑组无

差异（Ｆ＝０．１２７，Ｐ＝０．７２６）；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

的Ｐ３００潜伏期明显长于非高特质焦虑组（Ｆ＝

１６．９５２，Ｐ＝０．００１）。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
潜伏期与对照期无差异（Ｆ＝０．８８３，Ｐ＝０．３６０）；应

激期非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潜伏期短于对照期

（Ｆ＝６．５１４，Ｐ＝０．０２０）。

表３　不同时期高特质焦虑组与非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

Ｔａｂ３　Ｐ３００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
（ｎ＝１０，珚ｘ±ｓ）

Ｉｎｄｅｘ
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Ｎ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φ／μＶ） ７．９３±２．９５ ６．７３±１．２１ ８．４９±４．０５ １２．３３±４．７７

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ｍｓ） ４７３．９０±５３．２１ ４９２．４０±４４．０５ ４６５．４０±２８．７０ ４２７．００±３７．９５△

　Ｈ：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ｇｒｏｕｐ；ＮＨ：Ｎｏｎｈｉｇｈ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ｖｓＮＨｇｒｏｕｐ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ｐｈａｓｅ；△Ｐ＜０．０５ｖｓＮＨ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

３　讨　论

　　考试是学生生活事件中最常见的应激源［５］。适

度的考试应激可以提高个体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

利于考试的发挥。但是，持久而强烈的应激则会给

机体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注意力下降便是其中之

一［６］。应激会影响注意力，但很少有研究报道同一

应激源对不同特质焦虑者注意稳定性的影响是否相

同。本实验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结果数字划消

实验显示特质焦虑和应激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高

特质焦虑组的划对数低于非高特质焦虑组，正确率

与非高特质焦虑组无差别，提示高特质焦虑者注意

的稳定性低于非高特质焦虑者。应激时非高特质焦

虑组的划对数呈上升趋势，而高特质焦虑组的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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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呈下降趋势，特质焦虑和应激之间之所以不存在

交互作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过小造成的。

　　事件相关电位也称为认知电位，是观察大脑功

能的窗口，其晚成分Ｐ３００的潜伏期反映了对刺激的

评价时间，而Ｐ３００波幅代表了投入心理资源量的多

少。Ｐ３００潜伏期与注意的稳定性相关［７］。本实验

显示，对照期，高特质焦虑组的Ｐ３００波幅和潜伏期

与非高特质焦虑组无差异，而应激期，高特质焦虑组

的Ｐ３００波幅明显低于非高特质焦虑组，Ｐ３００潜伏

期明显长于非高特质焦虑组，这提示无应激时高特

质焦虑者的注意的稳定性与非高特质焦虑者无差

异。应激时，与非高特质焦虑者相比，高特质焦虑者

的对刺激的评价时间较长，在进行作业时投入的心

理资源量较少，注意的稳定性较差。综合考虑数字

划消实验和ＥＲＰ结果，研究者认为同一应激源对不

同特质焦虑者注意稳定性的影响不同。

　　注意的稳定性是注意的重要品质之一，指的是

注意长时间地保持在感受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

上，对学习具有重要意义。特质焦虑人格是应激情

况下个体注意稳定性改变的影响因素之一，这可以

作为我们对高特质焦虑个体进行心理应激干预的一

个参考依据。也就是说，在考试应激下，我们更应该

关注高特质焦虑者，对其进行适当的应激管理。从

评价工具的角度分析，该结果也提示 ＥＲＰ中的

Ｐ３００潜伏期和数字划消试验在衡量注意力的稳定

性上有一定的平行关系，但与数字划消试验相比，

ＥＲＰ中的Ｐ３００潜伏期更为敏感。

　　由于人力、财力、时间问题，本实验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之处。例如：样本量稍小，没有追踪应激源消
失后高特质焦虑者注意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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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科技部公布《“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

　　国家科技部于１２月３日公布了《“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根据这一实施纲要，“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际科技合

作将紧密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与要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中心，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外交工作两个大局，努力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和提高合作成效三个方面取得新的

突破。

　　在拓展合作领域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的范围，除涉及国家安全或特殊要求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

院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等都应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扩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科技合作，扩大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对外合作与交

流。

　　在创新合作方式方面，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合作研发，将重点任务纳入双边、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中，合理分

享知识产权及研发成果；重点扶持中外合作研发机构的建立，包括共建企业研发机构，创建一批国际科技合作研发基地和产业

化基地；扩大技术输出和技术转移，通过合作研究、联合调查、技术培训、科技援助等多种形式，促进技术及产品的出口，推动科

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启动并组织实施由我国主导的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

极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鼓励我国科技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扩大我国科技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在提高合作成效方面，要取得一批创新成果，并自主拥有或合理分享知识产权，大幅度提高我国科研在国际学术界、科技

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

培育和壮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和促进科技型企业“走出去”方面取得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