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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情绪研究提供一套本土量化的声音刺激材料 ,在大量收集各种声音刺激的基础上精选出 453 个声音 ,并征集 50 名大

学生对声音的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进行了自我报告的 9 点量表评分。结果表明男女生对部分声音的情绪感受有所不同 ;聚

类分析可将声音聚为 6 类 ,大致可引发愉快、悲伤、恐惧、厌恶等情绪 ,提示可以同时从情绪维度和情绪类型两种途径研究情绪问

题 ,两者结果也有相互比较的可能性 ;本情绪声音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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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 ,情绪已成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由于人类情绪微妙复杂 ,变化多端 ,凡是情绪研究都面临着

刺激材料的标准化问题。美国 N IMH (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情绪与注意研究中心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编制

过一系列经过量化评定的刺激材料系统 ,种类包括图片、声

音 ( IADS)和英语单词等。它们的编制是从情绪研究的维度

观点出发 ,根据 Osgood 等的理论 ,从愉悦度 (Valence) 、唤醒

度 (Arousal)和优势度 (Dominance) 三个方面[1 - 3 ]用自我报告

的方法对材料进行评分 ,从而建立起相对规范化的情绪刺激

系统。这一系统自问世以来 ,尤其是图片系统 ,在国外被广

泛地运用在有关情绪问题的研究中 ,比如情绪处理过程的脑

机制[4 - 6 ] 、情绪调节[7 ] 、情绪与注意、记忆等认知活动的关

系[8 ]等等。但利用其声音系统进行的研究极少 ,在 PUBMED

中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 ,其原因可能与利用声音研究情绪问

题相对困难有关。并且 ,声音系统本身也存有不足 ,一是数

目偏少 ,仅 116 个 ,二是声音持续时间偏长 ,平均为 6. 08 秒 ,

使其利用受到限制。另外 ,中国作为一个在经济、政治、文

化、历史、种族、地理等方面都与美国差异甚大的国家 ,应具

有一套自己本土化的声音刺激系统。

2 　研究方法

2. 1 　声音文件的编制

声音采集 :素材来源于网上音素 ,音效材料库 CD ,VCD

或 DVD 影片等 ;利用 WaveCN 1. 8 声音处理软件编辑声音文

件 ,控制的参数包括音质频率 44100Hz、双声道、采样位数 16

位、平均声强 22dB、声音长短分 2、3、4 或 5 秒四种类型。共

采集 850 个各种声音文件。

声音筛选 :请本课题组成员 (约 20 人) 依据 ①音质是否

较好 ? ②意义是否明确 ? 对所采集的声音进行筛选 ,最终筛

选出 453 个声音 ,内容包括人语哭笑、动物鸣叫、乐器曲调、

自然声响、怪异声及机械声、暴力恐怖音、日常生活声息等。

2. 2 　声音文件的评定

被试对象 :北京高校大学生共 50 名 ,男女各半 ,年龄 18

～25 岁 ,平均 20. 96 ±1. 65 岁 ,身体健康 ,无明显精神疾病 ,

分别来自对外经贸、生物工程、信息电子、经济管理、食品卫

生、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文、理、工学科。实验前告知实验内

容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实验后付少量被试报酬。

声音材料 :参考 N IMH[9 ]估计评分信度时的做法及抽取

比例 ,从这 453 个声音中随机抽出 42 个 ,复制后混入声音中

以估计被试评分的一致性。

评价维度 :与 N IMH 相同 ,分别在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

度三个维度上进行 9 点量表评分。愉悦度 :听这个声音时觉

得愉快或不愉快 ,愉快程度越高 ,评分越接近 9 ,越不愉快 ,评

分越接近 1。唤醒度 :听这个声音时觉得兴奋或提不起精神 ,

兴奋程度越高 ,评分越接近 9 ,越不兴奋 ,评分越接近 1。优势

度 :听这个声音时觉得自己居于支配或被支配的地位 ,越具

有支配能力 ,评分越接近 9 ,越感觉处于劣势 ,评分越接近 1。

实验程序[10 ] :用 E - Prime 软件随机呈现声音 ,每个声音

的持续时间与其固有长短相匹配 ,正式实验前调整好耳机音

量大小。声音呈现时被试只需认真听 ,声音结束后令被试针

对某一维度用计算机小键盘数字 1 - 9 打分。打分时间由被

试自己掌握 ,原则上根据即时感受打分 ,不做长时间思考。

每 51 个声音休息一次。这一维度评价完毕后 ,再次随机呈

现所有声音 ,针对下一维度打分 ,这样所有声音共呈现 3 轮。

三个维度的评价顺序在被试间做了平衡。正式评价前有举

例讲解 ,并安排练习。练习声音共 14 个 ,内容为螺旋桨声、

笑声、喊叫声、打球声、汽笛声等 ,其中有 IADS 中的 10 个 ,其

评分具代表性。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12. 0 进行相关分析、t 检验、方差分

析和聚类分析等。

3 　结果

3. 1 　评分一致性

42 个声音在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上的评分前后两次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994、0. 983 和 0. 974 , p < 0. 01 , 说明被试

在此次实验中态度认真 ,评分一致性较高 ,结果可信。

3. 2 　男女相关性及差异

由表 1 可知 ,男女生对大多数声音情绪感受相近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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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高 ,但在唤醒度和优势度上仍然存在性别差异。
表 1 　男女生评定结果相关性及差异

维度 组别 n r M ±SD 　 t

愉悦度
男 453

0. 937 3 3 4. 68 ±1. 31
　1. 53

女 453 4. 65 ±1. 35

唤醒度
男 453

0. 913 3 3 5. 17 ±1. 10
- 7. 63 3 3

女 453 5. 33 ±1. 06

优势度
男 453

0. 850 3 3 5. 20 ±0. 88
5. 10 3 3

女 453 5. 07 ±1. 06

　　3 3 : p < 0. 01

3. 3 　聚类分析

表 2 所列为综合三个维度的评分将 453 个声音聚为 6 类

时 ,各类别所包含的例数以及在各维度上的中心位置。6 个

类别在情绪维度上得分的组合各有特点 ,部分对应了愉快、

悲伤、恐惧、厌恶等基本情绪类型。
表 2 　综合三维度对声音聚类结果

类别 n 愉悦度 M 唤醒度 M 优势度 M

1 惊喜 38 6. 90 6. 25 6. 47

2 中性 100 4. 58 4. 13 5. 46

3 激活 58 4. 94 5. 82 5. 41

4 愉快 58 6. 64 4. 15 6. 06

5 厌恶 129 3. 87 5. 33 4. 71

6 悲恐 70 3. 16 6. 62 3. 75

3. 4 　各维度对聚类的贡献

各维度均数随类别变化情况见图 1 ,各均数在不同类别

间具有区分性。根据方差分析发现 : FV (5 , 447) = 522. 23 ,

FA (5 ,447) = 287. 61 , FD (5 ,447) = 252. 33 , p 均小于0 . 01 ,

三个维度在类别间均差异显著 ,对分类均有贡献 ,采用这三

个指标进行聚类是恰当的。(注 : FV 、FA 和 FD 分别代表愉

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的方差值)

图 1 　各维度均数随类别变化情况

3. 5 　各维度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 ,当声音愉悦度较低时 ( < 4) ,其愉悦度与

唤醒度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 0. 627 , p < 0. 01 ;而愉悦度较

高 ( > 6) 的声音 ,唤醒度有高有低 ,分布较宽 ,二者相关系数

为 0. 126 , p > 0. 05 ,无明显相关趋势 ;对于中性声音 (愉悦度

在 5 附近) ,唤醒度偏向于中低分数段。这些分布情况与正、

负、中性情绪的固有特征吻合 ,也与 N IM H 的图片研究结

果[11 ]相类似。同理分析可知 ,令人不愉快的声音通常也使人

感受到较低的优势度 ,相关系数 0. 658 , p < 0 . 01 ;愉悦度达到

中高程度时 ,优势度也高 ,相关系数 0. 720 , p < 0 . 01。

4 　讨论

　　本研究力求编制一个数量大、种类多样的声音材料刺激

库 ,并在保证声音内容明确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声音所持续的

时间。根据这一设想最终筛选出 453 个声音 ,持续时间分为

2、3、4 或 5 秒 ,从而提高了声音刺激材料的实用性。

一般从情绪类型观点出发 ,将情绪分为愉快、悲伤、愤

怒、恐惧等基本情绪类型 [11 - 13 ] 。情绪维度观点与这种研究

取向是有联系的 ,比如 ,罗素 [14 ]提出的环形模式 ,根据强度和

愉快度两个维度来划分情绪 ,然后根据两个维度不同程度的

组合又可得到惊奇、激活、悲痛、厌烦、安逸、疲乏等情绪类

型。本实验将声音聚为 6 类 ,参照图 1 ,各维度各分数段上均

有一定数量声音分布 ,有利于以后实验刺激材料的选取 ,也

提示了可以同时从情绪维度和情绪类型两种途径研究情绪

问题。根据各类别的维度特征并结合具体声音内容来分析 ,

类 1 和类 4 主要引起愉快情绪 ,类 6 中有些接近恐惧 ,有些对

应着悲痛 ,类 3 的声音多给人急促感 ,使人情绪处于激活状

态 ,类 5 接近于厌恶情绪 ,类 2 主要是一些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声音和单调音等 ,引起的是“中性”情绪 ,其中类 1 和类 3 还

包含一些惊奇的情绪成分。

分析男女被试评分差异较大的声音时发现 ,原因可能主

要是由于个性以及传统上男女的社会认定角色不同等原因

造成的。比如在对一内容为性爱高潮的声音评定时 ,男生的

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明显高于女生 ,这可能与女生个性

比较被动 ,受传统的文化教育观念影响较大有关。另外男女

在评价内容危急或惊恐如撞车、暴力、惊叫的声音时 ,女生唤

醒度相对较高 ,优势度相对较低 ,这可能与从小的家庭教育

和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期待不同有关 ,如男生被认为应该勇

敢 ,善于处理问题 ,而女生被视为相对柔弱和顺从。故挑选

刺激材料时应考虑到男女差异。

尽管在收集和挑选声音时力图填满整个情绪空间 ,但目

前所编制的声音库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如果按 6 种

基本情绪的观点来看 ,声音内容上尚缺乏愤怒。其二感情色

彩非常突出如让人十分兴奋愉快或悲痛惊恐的声音数量偏

少。造成上述不足的原因 ,一方面与这些声音相对不易收集

有关 ,另一方面与这三个情绪维度本身也无法区分某些情绪

类型有关 ,比如恐惧和敢怒不敢言的情况 ,二者都是不愉快 ,

较兴奋 ,自身优势度较低 ,同属类型 6。由此可见情绪维度的

组合可以部分地拟合出一些情绪类型 ,但并不具备一一对应

的精确性 ,根据现有的几个维度还不能实现两种情绪研究观

点的自由转化。如果能在下一步工作中补充上这些声音 ,将

使这一情绪声音刺激系统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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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Assessment of a Native Affective Sound System
L i u Taosheng1 ,2 , L uo Y uejia1 ,3 , M a Hui2 , Huang Y uxia1

(1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433)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Abstract 　 To provide a set of native and standardized vocal stimuli materials for emotional study , 453 sounds were selected from lots

of collected diversiform sounds. Then , 50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rated the valence , arousal and dominance of the sounds by self2
reporting on the basis of a 92point rating scal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male and female feelings to some sounds were

different . The sounds could be divided in six classifications through K2Means Clustering , which included joy , sadness , fear and dis2
gust . The results might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imension view and category view of emotion research. A further

study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native affective sound system.

Key words : emotion , sound system ,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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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Burnout Measure
Mei M i nj un1 , L i Yongxi n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Taizhou University , Taizhou , 317000)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He′nam University , Kaifeng ,475004)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BM in China , 363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 and high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Exploring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2factor model of the Burnout Measure

is the most suitable model in China. The three factors are named emotional exhaustion , depersonalization , and reduced personal ac2
complishment .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nventory is between 0. 7999 and 0. 8768 , and the discrimination validity and cohesion validity is

between 0. 259 - 0. 762 , both of which meet the standard of the psychometrics.

Key words : burnout measure (BM) , construction research

408　　 心　理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