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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心理生理实验法和问卷法检验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结果 :高外倾的正情绪增强型调节多 ,

正情绪也多 ;高神经质的负情绪增强型调节多 ,负情绪也多。厌恶情绪过程中 ,外倾的 R - R 间期增加大 ,躯

体活动变化弱 ,快乐增加大 ,兴趣增加少 ;神经质的 FT 增加大 ,恐惧增强多。调节过程中 ,高外倾的 FT 增加

大 ;神经质的 FT 增加弱 ,表情行为强度增强大。结论 :外倾和神经质对厌恶情绪及其调节过程的情绪成分变

化起复杂作用 ,配合其调节方式习惯 ,使各特质具有特别的情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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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许多人格理论 ,如特质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现

象学理论等 ,都强调情绪在人格中的重要作用 ,可

是 ,它们并没有对人格与情绪的确切关系给予明确

说明[1 ] 。Izard 等人认为情绪是人格系统的核心动

力组织者 , 每种情绪具有其独特的动力组织特

性[2 ] 。Plutchik 等人指出情绪和特质都是生物进化

的产物 ,遗传着物种适应的模式 ,在功能上组织和调

节着人际关系。每一个即时动态的情绪经历了长期

的物种进化 ,不断渗入并积淀成特质[3 ] 。

在特质中 ,外倾和神经质与情绪的关系最密切。

Watson & Clark 发现神经质与负情绪 ,如恐惧、悲

伤、内疚、敌意等 ,有较强的相关 ;外倾与正情绪 ,如

快乐、自我肯定等有较强的相关[4 ] 。Larsen &

Ketelaar 发现 ,在正情绪诱发过程中 ,外倾与正情绪

维度存在高相关 ;在负情绪诱发过程中 ,神经质与负

情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高相关[5 ] 。Emmons & Di2
ener 测量 EPQ 特质与具体情境下的情绪感受的关

系 ,发现外倾组报告较多快乐[6 ] 。Gross 等人的实

验研究发现 ,神经质可以预测基线阶段更多的悲伤

以及正片阶段更多的悲伤增加[7 ] 。可见 ,高外倾容

易引起较多的正情绪 ,而高神经质容易引起较多的

负情绪。

情绪调节是在一定调节方式作用下情绪在主观

感受、表情行为和生理反应等发生一定变化的过程。

情绪调节可分类为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8 ] 。原因调

节着重调整情绪过程中的评价过程 ,基本方式有减弱

评价 (忽视)和增强评价 (重视) 。反应调节着重调整

情绪成分本身 ,基本方式如减弱表情行为 (表情抑制)

和增强表情行为 (表情宣泄) 。作为原因调节的忽视

(或重视)可以有效地减弱 (或增强)情绪 ,而作为反应

调节的抑制 (或宣泄)对情绪的调节结果比较复杂 ,抑

制不可以减弱情绪体验却增强情绪生理激活 ,宣泄增

强了情绪感受却相对减弱了生理激活[8 - 9 ]。可是 ,外

倾和神经质等特质对情绪调节特点及调节过程中情

绪多成分变化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

本研究开始于问卷调查 ,探讨外倾和神经质等

特质对情绪和情绪调节特点的影响。然后 ,以心理

生理实验法探讨外倾和神经质等特质对自然情绪过

程 (无调节努力的) 和情绪被调节过程的主观感受、

表情行为、生理反应等成分变化的影响。研究假设 ,

外倾和神经质有效地影响着调节方式习惯 ,影响着

情绪过程及情绪调节过程的情绪变化 ,这些影响可

能是特质影响情绪的实质来源。

2 　研究一 　外倾和神经质对情绪和情绪调

节方式的影响

2. 1 　方法

2. 1. 1 　程序及被试

170 名大学生填写了具体情绪量表、情绪调节

方式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 EPQ

- RSC) ,被试平均年龄为 20. 2 岁 ,标准差为 1. 23。

女生 127 人 ,男生 44 人。其中 90 名被试参加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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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的测试 (只填写具体情绪量表和情绪调节方

式问卷) ,以收集问卷的重测数据。

2. 1. 2 　问卷

具体情绪量表 (DES - IV) [2 ] 。测量日常生活中

12 种情绪的感受程度 (每种情绪 3 个测量条目 ,共

36 个条目 ,4 点评定等级) 。总量表的 Alpha 系数为

0. 7786 ( n = 96 ,items = 36) 。总量表重测信度为 .

658 ( n = 82) 。正情绪的重测相关为 0. 510 ( n =

87) ,负情绪的重测相关为 0. 670 ( n = 85) 。

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自编问卷) 。问卷共 24 个

项目 ,以 4 点等级评定个体日常生活中对 6 种基本

情绪 (兴趣、快乐、厌恶、愤怒、悲伤、恐惧) 进行减弱

型调节 (忽视、抑制)和增强型调节 (重视 ,宣泄)的程

度。总问卷内部一致 Alpha 系数为 0. 7292 ( n =

96) ,重测相关为 0. 350 ( n = 86) 。正情绪增强型调

节和减弱型调节的重测相关分别为 0. 512 ( n = 89)

和 0. 429 ( n = 87) ,负情绪增强型调节和减弱型调节

的重测相关分别为 0. 398 ( n = 88) 和 0. 585 ( n =

88) 。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 EPQ -

RSC) 。该量表是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在中国

的修订版 (由北京大学心理系钱铭怡教授 1998 年修

订) ,经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鉴定 (附

全国常模) ,用于测量外倾和神经质。研究取总体分

布中高、低各 27 %将特质分成高分组低分组。

2. 2 　结果

2. 2. 1 　外倾和神经质对 12 种情绪的影响

结果显示 (见表 1) ,外倾组有较多的快乐和兴

趣 ,内倾组有较多的悲伤、内疚、羞愧、羞涩和自我敌

意。高神经质组有较多的负情绪 ,如悲伤、恐惧、愤

怒、厌恶、内疚、羞愧、羞涩、自我敌意等 ,感受较少的

正情绪快乐和兴趣。
表 1 　外倾和神经质对 12 种情绪的影响 ( M、SD 及 t 检验结果)

外倾 神经质

高分组 ( n = 26) 低分组 ( n = 21) t 高分组 ( n = 30) 低分组 ( n = 28) t

快乐 8. 54 ±1. 17 5. 90 ±1. 17 　7. 580 3 3 6. 28 ±1. 33 7. 79 ±1. 62 - 3. 850 3 3

兴趣 7. 77 ±1. 61 6. 19 ±2. 06 2. 949 3 3 6. 20 ±1. 81 7. 18 ±1. 49 - 2. 239 3

惊奇 5. 08 ±1. 13 4. 71 ±1. 19 1. 069 5. 03 ±1. 33 4. 18 ±1. 12 2. 639 3 3

悲伤 4. 35 ±1. 16 6. 14 ±1. 96 - 3. 711 3 3 6. 23 ±1. 55 3. 96 ±0. 96 6. 757 3 3

愤怒 4. 27 ±1. 25 5. 10 ±1. 79 - 1. 880 5. 33 ±1. 79 3. 57 ±0. 79 4. 909 3 3

厌恶 3. 85 ±0. 92 4. 00 ±1. 14 - 1. 511 4. 31 ±1. 04 3. 50 ±0. 88 3. 170 3 3

蔑视他人 4. 73 ±1. 19 4. 52 ±1. 75 0. 482 4. 33 ±1. 24 4. 32 ±1. 02 0. 040

恐惧 4. 35 ±1. 29 4. 43 ±1. 33 - 0. 215 4. 60 ±1. 25 3. 18 ±. 48 5. 801 3 3

内疚 4. 69 ±1. 12 5. 67 ±1. 85 - 2. 116 3 5. 77 ±1. 61 4. 57 ±1. 07 3. 303 3 3

羞愧 5. 76 ±1. 64 7. 05 ±2. 09 - 2. 344 3 7. 00 ±1. 76 4. 68 ±1. 33 5. 626 3 3

羞涩 4. 77 ±1. 88 6. 29 ±1. 98 - 2. 684 3 3 5. 97 ±1. 87 3. 96 ±1. 00 5. 141 3 3

自我敌意 4. 23 ±1. 21 5. 30 ±1. 75 - 2. 336 3 5. 45 ±1. 64 3. 64 ±0. 83 5. 279 3 3

　　　　注 : 3 3 表示 p < . 01 , 3 3 代表 p < . 05

2. 2. 2 　外倾和神经质对四种调节方式的影响

结果显示 (见表 2) ,外倾组对正情绪有较多重

视、宣泄 ,较少抑制 ;而对负情绪有较少重视。神经

质组对负情绪较多重视和宣泄 ,对正情绪较少重视。
表 2 　特质对情绪调节方式的显著影响 (M、SD 及 t 检验结果)

特质 调节方式 特质高分组 ( n) 特质低分组 ( n) t

外倾

P - 抑制 2. 88 ±1. 24 (25) 3. 76 ±1. 45 (21) - 2. 23 3

P - 重视 6. 44 ±1. 16 (25) 5. 52 ±1. 50 (21) 2. 33 3

P - 宣泄 6. 16 ±1. 25 (25) 5. 05 ±1. 50 (21) 2. 75 3 3

N - 重视 6. 44 ±1. 85 (25) 7. 90 ±2. 14 (21) - 2. 49 3

神经质

P - 重视 5. 60 ±1. 25 (30) 6. 64 ±. 99 (28) - 3. 51 3 3

N - 重视 7. 60 ±2. 11 (30) 5. 39 ±1. 20 (28) 4. 85 3 3

N - 宣泄 6. 77 ±2. 19 (30) 5. 36 ±1. 52 (28) 2. 83 3 3

　　注 : 3 3 表示 p < . 01 , 3 3 代表 p < . 05 ; P 代表正情绪 ,N 代

表负情绪 ,“P - 抑制”表示对正情绪的抑制 ,“N - 重视”表示对负情

绪的重视。

3 　研究二 　外倾和神经质对情绪过程和情

绪调节过程的影响

3. 1 　方法

3. 1. 1 　被试

　　186 名大学本科女生参加了本实验 ,她们分别

来源于政管、中文、历史、地理、生物、心理等 5 个系

的一、二、三年级 ,平均年龄为 19. 87 岁 ,标准差为

0. 88。实验前告知被试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对人类情

绪有更多的认识。

3. 1. 2 　实验仪器

一台 21  SON Y 纯频彩色电视机 ( K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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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21T90)与主试监控室的录像机 ( Panasonic F55) 相

连 ,用于呈现实验录像材料。16 导生理多导仪

(BIOPAC MP100wsw)记录生理反应。隐藏在被试正

前方书柜中的摄像机 ( TOPICA 1/ 3”COLOR CAM2
ERA)记录被试上半身 (包括双手)的表情行为。

3. 1. 3 　情绪诱发材料

本实验一共使用了 3 份情绪诱发录像片段 (经

过诱发效果的检验) 。第一份为中性材料 (120 秒 ,

无配音) ,内容是自然风景录像片段 ,诱发很少量的

情绪 ,并使被试感受中等程度的轻松。第二份为厌

恶材料 A :“火烈鸟”录像片段 (53 秒 ,无配音) ,在诱

发较多的厌恶情绪的同时 ,也诱发少量蔑视。第三

份是厌恶材料 B :“截肢手术”录像片段 (63 秒 ,无配

音) ,诱发比较强的厌恶、恐惧 ,及少量的紧张、痛苦、

悲伤。

3. 1. 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组间设计方法。实验之前 ,所有被试填

写了一份 EPQ 问卷。以随机方法将被试分成五个实

验组 ,评价忽视组 (35 人) 、情绪抑制组 (44 人) 、评价

重视组 (38 人) 、情绪宣泄组 (32 人) 、简单观看组 (控

制组 ,37 人) 。实验中 ,被试首先在简单观看条件下

观看一段中性材料 ,以适应实验室环境。然后 ,在简

单观看指导语条件下观看厌恶材料 A ,这部分数据用

于探讨特质对自然情绪过程 (没有调节努力的情绪过

程)的影响 ,并检验五个实验组之间是否等组。最后 ,

五组被试分别在忽视、抑制、重视、宣泄及简单观看指

导语条件下观看厌恶材料 B ,这部分数据用于探讨调

节方式和特质对情绪调节过程的影响。

3. 1. 5 　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是 EPQ 特质测量和厌恶材料 A

和厌恶材料 B 实验过程中情绪成分 (主观感受、表

情行为、生理反应)的变化值。表情行为和生理反应

数据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基线 ———指导语 ———正片

———后续白场 ,后面三个阶段的数据减去基线数据

为各阶段数据变化值。情绪主观报告后测减前测 ,

为情绪主观报告变化值。

生理反应记录 在自主神经系统所支配的躯体

和内脏反应中 ,本研究选取了手指脉搏血容振幅

(Finger pulse amplitude) 、R - R 间期 ( R - R inter2
val , 或 Inter - beat interval) 、手指皮肤温度等三个

被多数情绪和情绪调节研究者采用的生理指标

( Gross , 1998 ;Cacioppo , 1993 ; Porges , et al. 1994 ;

徐景波 ,孟昭兰等 ,1995) [8 ,10 ,11 ,12 ]。

3 手指脉搏血容振幅 ( FPV , Finger Pulse Vol2

ume) 。一 个 光 电 血 容 体 积 描 记 器 ( photo2
plethysmograph ,PPG)缠在左手食指顶端 ,以记录手

指的血容幅度变化。放大比例 ( - 10) : (20) , (10) :

(250) ,采样率 :200Hz。

3 R - R 间期 (interbeat interval) :通过心电记

录 ( R - 波) 计算得来。采用标准 I 导联方法 ,将双

电极分别放置左 ( - ) 右 ( + ) 手腕上 ,地线连在右脚

的脚腕上。放大比例 10 :10 , ( - 10) : ( - 10) ,采样

率 :200Hz。以记录心跳与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 (单

位为秒) 。

3 手指皮肤温度 ( FT , Finger temperature) 。

温度感应器安置于左手第四个手指末端和中间关节

之间 ,以测量手指温度的变化。放大比例 ,0 :90 ,1 :

95。采样率 :200Hz。

表情行为编码 被试实验室里隐蔽的摄像头记

录被试脸部的表情和大部分身体的动作 (包括双手

动作) 。表情行为的编码工作采用 Gross (1996) 的

“情绪行为编码系统 ( EEB - CS)”。通过该编码系

统 ,得到本研究所关注的几种表情 :厌恶、情绪强度

及躯体整体活动性 ,躯体整体活动性包括躯体运动、

脸的接触、脸部整体运动、嘴的运动等四个方面。2

名心理系研究生参加了表情行为编码工作。他们都

经过一定时间的理论学习和评分训练。在评分过程

中 ,评分者不了解每一个录像材料的实验意图。厌

恶表情的评分者相关为 0. 801 ( n = 110) ,情绪强度

评分相关为 0. 823 ( n = 110) ,整体活动性评分相关

为 0. 809 ( n = 110) 。

情绪主观报告 被试在实验材料呈现之前和呈

现结束之后分别填写一份“情绪报告表”以评定被试

的主观体验 ,以记录厌恶、恐惧、悲伤、紧张、痛苦等

情绪感受 ,评价方式为 6 点 Likert 量表 ,从 0 (没有)

到 5 (非常多) 。

特质测量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 EPQ - RSC) 。

3. 2 　结果

3. 2. 1 　外倾和神经质对情绪过程的影响

实验中 ,所有被试 (186 人) 在简单观看指导语

条件下观看厌恶材料 A ,这部分数据用于探讨特质

对自然情绪 (无调节努力)过程的研究。取总体分布

中高、低各 27 %将特质分成高分组与低分组。

高外倾组 (正片阶段) : R - R 间期增加较多 (高

分组 :0. 07 ±0. 05 , n = 45 ;低分组 :0. 05 ±0. 04 , n =

65 ; t = 2. 129 , p < 0. 05) ,整体活动性增加较少 (高

分组 :0. 66 ±3. 29 , n = 46 ;低分组 :2. 13 ±3. 48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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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t = 2. 23 , p < 0. 05) ;快乐增加较大 (高分组 :1.

22 ±1. 30 , n = 46 ;低分组 : - 0. 04 ±1. 31 , n = 65 ; t

= 3. 253 , p < 0. 01) ,兴趣增加较少 (高分组 : - 1. 65

±1. 34 , n = 46 ;低分组 : - 0. 98 ±1. 47 , n = 65 ; t =

2. 442 , p < 0. 05) 。

高神经质组 (正片阶段) : FT 增加较多 (高分

组 :0. 46 ±0. 37 , n = 58 ;低分组 : 0. 33 ±0. 31 , n =

54 ; t = 1. 110 , p < 0. 05) ,恐惧增强较大 (高分组 :0.

90 ±1. 35 , n = 62 ;低分组 :0. 37 ±0. 92 , n = 54 ; t =

2. 511 , p < 0. 05) 。

3. 2. 2 　外倾和神经质对情绪调节过程的影响

特质高/ 低组 : 高分组含高于或等于标准分

60 %点者 ,低分组含低于或等于标准分 40 %点者。

对特质 (2)与调节方式 (5)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本

文只探讨特质对调节过程中情绪成分的变化) ,结果

如下。

外倾影响了 FT 变化 (正片阶段 , F = 7. 814 , p

< 0. 01 ;后续白场 , F = 7. 194 , p < 0. 01) ,高外倾组

的 FT 变化更大 (高分组 :0. 254 ±0. 322 ,正片阶段 ;

0. 309 ±0. 430 ,后续白场。低分组 :0. 089 ±0. 363 ,

正片阶段 ;0. 092 ±0. 508 ,后续白场) 。另外 ,外倾程

度与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的对厌恶感受变化的影响

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 2. 407 , p < 0. 05) ,高外倾组

在抑制条件下厌恶感有更大的增强 ,而高内倾组在

重视和宣泄条件下厌恶感有更大的增强。

神经质影响了情绪调节过程中 FT 的变化 (正

片阶段 , F = 9. 455 , p < 0. 01 ;后续白场阶段 , F =

10. 042 , p < 0. 01) 。高神经质组在各种情绪调节过

程中手指 FT 变化较小 (高分组 :0. 111 ±0. 340 ,正

片阶段 ;0. 127 ±0. 459 ,后续白场。低分组 :0. 244 ±

0. 314 ,正片阶段 ;0. 326 ±0. 464 ,后续白场) 。神经

质高低程度与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影响了正片阶段

的 FPV 变化 ( F = 2. 562 , p < 0. 05) ,神经质高分组

在宣泄和自然条件下 FPV 变化值较小。神经质与

调节方式的交互作用影响了悲伤主观体验的变化值

( F = 2. 596 , p < 0. 05) ,神经质高分组在宣泄和自

然条件下悲伤感增强较多。

4 　讨论

　　问卷研究表明 ,外倾和神经质与日常情绪存在

密切关系。高外倾组报告较多的正情绪 ,如快乐和

兴趣 ,高内倾组报告较多的负情绪 ,如悲伤、内疚、羞

涩、羞愧和自我敌意。高神经质报告较少的正情绪 ,

如愉快和兴趣 ,较多的负情绪 ,如悲伤、恐惧、愤怒、

厌恶、内疚、羞愧、羞涩、自我敌意等。这个结果与西

方国家多数研究一致[4 - 5 ] 。

外倾和神经质如何影响情绪 ? 首先 ,本研究表

明特质影响了调节方式。在问卷研究结果中 ,高外

倾者对正情绪情境较多重视 ,对正情绪较多宣泄、较

少抑制 ;而且 ,他们较少重视可能引起负情绪的情

境。这样 ,高外倾者有较大可能增强正情绪 ,减弱负

情绪。高神经质组较多地重视 (专注)容易引起负情

绪的情境 ,而较少重视可能引起正情绪的情境 ,较多

地宣泄负情绪。这样 ,高神经质者有较大可能增强

负情绪 ,减弱正情绪。

更重要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外倾和神经质影响

着自然情绪过程和情绪被调节过程的生理反应、表

情行为和主观报告的变化 ,这样就使特质具有不同

的情绪特点及身心健康意义。自然的厌恶过程中 ,

高外倾者的副交感神经激活较强 ( R - R 间期的增

加) ,交感激活较弱 (躯体活动性减弱) ,同时快乐增

加较多 ,兴趣增加较少。可是 ,在厌恶被调节过程

中 ,高外倾者的交感神经生理激活上升 ( FT 增加) ,

而且 ,外倾者在表情抑制时厌恶感有更大的增强 ,内

倾者在重视和宣泄条件下厌恶感也有较大的增加。

可见 ,外倾更善于减弱负情绪。高神经质使负情绪

(以厌恶为主)过程的交感神经生理激活 ( FT 增加)

上升 ,并感受较多的恐惧。在厌恶被调节过程中 ,高

神经质使交感神经生理激活 ( FT 增加) 减弱 ;而且 ,

高神经质在抑制过程中交感神经生理激活 ( FPV 增

加) 上升 ,在宣泄过程中的交感神经生理激活 ( FPV

增加)减弱。另外 ,在表情行为方面 ,高神经质个体

调节过程中情绪强度也出现较大的增强。可见 ,高

神经质不善于调节负情绪 ,可能更容易增强负情绪。

总之 ,外倾和神经质影响着情绪调节方式的使

用习惯 ,影响了情绪过程和情绪调节过程中情绪成

分的变化 ,这些具体的作用方式可能是特质与情绪

关系的重要实质。

5 　结论

　　外倾对正情绪有较多重视、宣泄及较少抑制 ,对

负情绪较少重视 ;更重要的 ,外倾厌恶情绪过程交感

和躯体激活都较弱 ,快乐较多 ;调节过程中 ,交感激

活增强。神经质对负情绪较多重视和宣泄 ,对正情

绪较少重视 ;高神经质在厌恶情绪过程中较强的交

感激活 ,调节过程中交感激活减弱 ,表情强度增强 ;

而且 ,神经质在抑制将引起较大的交感激活 ,宣泄时

较弱的交感激活。结果表明 ,外倾和神经质对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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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及其调节过程的情绪成分变化起复杂作用 ,配

合其调节方式习惯 ,使各特质具有特别的情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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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on Emotions

Huang M in’e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Sun Yat2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 510275)

Guo Deju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089)

Abstract 　The study tested the effects of EPQ traits on emotions by methods of survey and psycho2physiological

experiments. Our results : the greater the positive2emotion2enhancing regulation of higher extraversion , the

more positive emotions ;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2emotion2enhancing regulation of higher neuroticism , the more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course of disgust , the longer the R2R interval of extraversion , the weaker the change

of bodily movements ; the greater the enjoyment , the less the increase of interest ; the greater the FT of neuroti2
cism , the greater the fear. During a regulation , the FT of higher extraversion greatly went up , the FT of neu2
roticism weakly increased , and the intensity of expressional behaviors became stronger. Our conclusion : ex2
t 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play a complicated role in the emotion of disgust and its regulation.

Key words : extraversion , neuroticism , emotions ,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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