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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包括

孤独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期瓦解性障碍以及非特定

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等[1]。ASD儿童核心症状表现为社会交

往障碍、语言交流障碍以及重复刻板行为等。而面部表情

识别能力（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FER）对有效社会交

往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探讨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能

力，特别是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对于

ASD成因及治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 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认知行为研究

1.1 ASD儿童面部表情反应与匹配能力研究 相对于正常

儿童，ASD儿童快速面部表情反应能力、面部表情的知觉

匹配能力较差。快速面部表情反应（rapid facial reaction，
RFR）是指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面部表情极短时间内（一般

在1000 ms内）的认知加工能力，是一种情绪反应，也是个体

共情能力的重要体现。BEALL等[2]研究表明，正常儿童在愤

怒、快乐情绪状态下具有快速面部表情反应现象，并且倾向

于一种情感反应；而ASD儿童中没有发现快速面部表情反

应，且既没有机械的模仿，也没有情感反应。有研究采用

情绪知觉任务评估ASD患者面部表情的知觉匹配能力，如

在屏幕顶部和底部分别呈现5个任意排列静态面部的上半

部分和下半部分，被试把上半部分面部与下半部分面部按

照表情强度正确匹配，结果发现，ASD患者在面部表情的

情绪知觉匹配任务中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表明

ASD患者面部表情的知觉匹配能力低于对照组 [3-4]。在快

速面部表情反应、面部表情的知觉匹配能力等方面，ASD

儿童低于正常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ASD儿童面部表情

认知加工能力较低。但也有研究认为ASD儿童在面部表

情的认知加工能力某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如ASD儿童对

高兴、悲伤的表情识别能力较强，对愤怒和恐惧的识别能

力较差[5]。

1.2 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受面部表情呈现方式影响的

研究 ASD儿童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可能还与面部表情的

呈现方式有关。完整或部分面部表情的呈现方式可能会

影响ASD儿童对面部表情识别。郭嘉等 [6]选取 22例ASD
儿童和 20名性别、年龄等相匹配的正常儿童，比较两组对

面部表情识别的正确率与反应时，面部表情采取不同呈现

方式，包括整体面孔、上半面孔、下半面孔。结果表明，

ASD儿童对整体面部表情识别的正确率仅优于下半面孔，

上半与下半面孔的识别正确率无明显差异，且三者反应时

没有显著差异；而正常儿童对整体面部表情识别的正确率

优于上半和下半面孔，反应时也较短。也就是说，正常儿

童表现出明显的整体面部表情识别优势，而ASD儿童不具

有这种优势。

静止或动态的面部表情呈现方式可能也会影响ASD
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研究发现ASD儿童对面部表情

的动态变化不敏感[7]。该研究比较ASD儿童与正常儿童在

面部表情不同动态变化速度（260 ms、520 ms、1040 ms、
2080 ms）下，对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喜情绪图

片的识别，结果表明，不同变化速度条件下ASD儿童对情绪

图片识别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而正常儿童有显著差异[7]。

表征动量（representation momentum，RM）是指个体对运动

刺激最终位置的记忆会沿着刺激运动方向发生向前偏移

的现象。个体在感知动态面部表情时，会夸大最终停止时

的面部表情强度，以便能迅速感知他人面部表情的细微变

化，这是个体情绪知觉能力的重要体现。UONO等 [8]选取

11例ASD成人患者，以及智商、年龄、性别与之相匹配的

正常对照，结果发现，ASD组感知动态面部表情时的表征

动量显著少于对照组。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情感交流主要

是基于动态面部表情，而面部表情变化细微，需要人们通

过表征动量放大而被感知。而ASD患者对动态面部表情

表征动量降低，说明其检测他人面部表情细微变化的能力

降低。也就是说，ASD患者对呈现方式为动态的面部表情

认知加工能力较差。

1.3 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干预研究 面部表情识别能

力低下，使ASD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情绪信息认知能

力下降或缺失，严重阻碍社会交往的有效信息获取。那

么，能否通过干预训练提高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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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改善其社会交往障碍的症状呢？MATSUDA等 [9]研究

纳入 2名ASD儿童（年龄分别为 4岁和 8.5岁）完成计算机

面部表情图片匹配（静态）、电影面部表情匹配（动态）任

务，每周训练 15~20 min，连续 1个月，结果表明，ASD儿童

通过训练能提高在社会情绪情景中对快乐、惊讶、生气和

悲伤 4种情绪与面部表情匹配的能力，但依然比正常儿童

差。CHEN等 [10]使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

对 3例ASD儿童（年龄 10~13岁）进行干预训练，促进其面

部表情认知加工能力，干预训练通过呈现 3 min短故事让

被试选择相应的情绪面具，并且在治疗师指导下正确选

择，训练 60 min/d。结果表明，通过连续 1.5 个月干预训

练，3名ASD儿童在情景任务中的面部表情反应和识别的

正确率均显著提高，并且在 2周后的跟踪测试仍然保持较

高的正确率。上述研究说明，对早期ASD儿童进行适当干

预，能够提升其面部表情认知加工能力，从而改善社会交

往障碍。

2 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神经机制研究

2.1 ASD儿童目光接触减少 现有的认知神经研究表明

ASD病因尚不明确 [11]，但ASD患者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较差

可能与杏仁核损伤有关 [12]。而杏仁核主要参与面孔加工、

情绪识别等，杏仁核损伤会减少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目

光接触的时间，从而降低儿童基本情绪和社会性情绪的识

别能力 [13]。VIDA等 [14]比较 17例成年的高功能ASD患者面

孔方向（直立的、倒置的）与面部表情（愤怒、恐惧、中性）对

目光接触灵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功能ASD患者在倒

置面孔上目光接触的灵敏度显著降低，高功能ASD患者对

直立面孔与倒置面孔的视域没有显著差异，而对照组对直

立面孔的视域大于倒置面孔。AKECHIA等 [15]运用事件相

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方法比较 ASD 儿童

（10~17岁）与正常儿童（9~16岁）面部表情加工注视方向

时的脑电活动，被试面对不同面部表情图片（愤怒与恐惧）

可选择目光接触或目光回避，结果表明，ASD儿童在一致

性刺激（目光接触愤怒面部表情、目光回避恐惧面部表情）

时 N170（衡量目光接触时间的脑电指标，目光接触时间

长，N170就会增多，即振幅大）振幅比非一致性刺激时要

小，而正常儿童恰恰相反。ASD儿童脑电活动N170振幅

减小，反映其目光接触减少，目光接触的灵敏度降低，从而

阻碍ASD儿童对面部表情的认知加工。所以，从认知神经

视角来看，ASD儿童目光接触减少可能是ASD儿童面部表

情识别障碍的成因之一。

2.2 ASD儿童梭状回脑区激活受损 大脑梭状回面部区

（fusiform face area，FFA）位于视觉联合皮层中底面，是专

门加工面孔信息的脑区。与正常人相比，ASD患者在面部

表情识别任务中梭状回激活水平较低。MIYAMOTO等 [16]

运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 MRI，fMRI）技术，比较面部

表情识别任务中ASD患者与正常对照脑激活的区别。对

照组在识别所有表情时，右侧梭状回呈现激活状态，而

ASD组只在识别生气表情时才激活；在中立和悲伤表情任

务中，ASD 组与对照组相比梭状回激活水平显著下降。

RAHKO等 [17]运用 fMRI技术考察 25例ASD儿童与 27名正

常儿童对动态面部表情的脑激活情况，结果表明，ASD儿

童右侧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STG）和左侧躯体感

觉区比对照组激活水平更高，而相对于对照组，视觉皮层

V1、梭状回等脑区未被激活。梭状回等脑区激活受损在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修复的。有研究对 39名正常成人

（23名男性，16名女性，年龄 20~35岁）进行为期 8 d的面孔

知觉训练，fMRI结果表明，训练前左侧梭状回面部区的灰

质厚度可以预测个体训练成绩，训练可以提高该脑区神经

活动空间模式的稳定性，并且这种稳定性与训练成绩高度

相关 [18]。这些研究揭示，梭状回等脑区活动是面部表情识

别认知加工的关键，并且梭状回等脑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塑的，这对于治疗ASD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3 其他机制 关于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神经机制研

究，还有研究者认为，ASD儿童面部表情可能与弱的中央

统合理论（weak central coherence）[19]、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损伤 [20]、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MNS）未显著激活 [21]以及前额叶皮层活动减

弱[21]等有关。

3 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的未来方向

对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能为ASD儿童面部表情识别

能力行为层面的训练、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未来研

究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探索可引起ASD
儿童脑电成分和梭状回面部区等脑区功能改善的药物治

疗；其次，目前关于干预训练后梭状回面部区激活发生改

变的研究，主要是以正常成人为对象，未来可以ASD儿童

为对象展开研究，探讨对于ASD儿童是否也有同样的干预

效果。在干预训练研究中发现越早实施干预效果越好，那

么在认知神经科学层面，较早的干预对ASD儿童脑电成分

N170、梭状回面部区影响如何？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

题，并对于ASD患者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有着重要科学意义

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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