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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罗跃嘉 ， 古若雷 陈 华 黄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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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会认知现象的交叉学科，目前已经形成认知 

神经科学与心理生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该丈回顾了近年来有关情绪、情绪障碍、自我意识、经济决策、道 

德等方面的脑机制研究，临床研究和脑成像研究表明，恐惧、厌恶、愤怒、惊讶、快乐、悲伤等基本情绪在 

表达和识别上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孤独症与“男性脑”的特征相关，抗抑郁药百忧解对抑郁症儿童的治疗作 

用；在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自我概念产生的脑区定位、灵长类的自我意象、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概念变化 

等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决策的研究最近成为亮点之一，主要包括强互惠合作、风险决策、跨期选择以及品 

牌决策等方面；在道德的脑机制研究中，重点涉及 了道德判断与捐赠行为的神经基础。文章最后展望了社会 

认知神经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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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Social cognitive neuro． 

science，SCN)是一门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 

会认知现象的交叉学科。通过整合认知神经科学和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旨在从社会、认知和神 

经三个水平研究纷繁复杂的社会情绪现象 】。认知 

神经科学技术主要指功能性脑成像 (fMRI，EEG／ 

ERE MEG,PET)、神经心理学病人的临床分析：社 

会认知现象包括情绪调控、态度改变、刻板印象、 

决策、道德、自我意识，以及情感障碍和各种社会 

认知障碍等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各国研究者的 

重视。2006年初创刊了Social Cognitive andAffective 

Neuroscience杂志：2007年 1O月在美国召开的心理 

生理学年会的 17个专题研讨中，就有 1O个是社会 

认知的内容；在美国MIT、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 

学、NIMH、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 

学、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伦敦大学学院 (ULC) 

等国际知名院校都相继成立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 

所、系、实验室或研究中心。 

国内也在近年开始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 

究，并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势头：①开展研究的单位 

越表越多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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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开展了情绪与认知、情绪调控及其情绪 

障碍干预、人格、社会认知与行为的发展、青少年 

的异常社会行为等研究，建立了中国情感材料库， 

近 3年来发表了2O多篇相关国际论文；北京大学心 

理系在 自我意识、共情、归因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 

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经济决策行 

为、国民心理和谐指数的构建等方面也在进行研究； 

其他，例如西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一些医 

学院校也开始进行此类研究。②国家投入增加 目 

前，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在 863 

项目、国家支撑项目、重点项 目方面，针对情绪疾 

病、社会认知开始安排了一些项目。③人才队伍建 

设和培养 目前，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建立 

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向，开设了相应的课 

程，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1O余位教授和研究人 

员，建立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中科院心 

理所也有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室；西南大学建立了 

以认知与人格为研究核心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在 Science．Nature，Nature Neurosci， 

Neuron，PNAS等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了有关 

情绪、情绪障碍、自我意识、经济决策、道德等方 

面的脑机制研究报告以及部分综述，反映了社会认 

知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 

1情绪与情绪调控的神经基础 

恐惧、厌恶、愤怒、惊讶、快乐、悲伤等六种 

基本情绪在表达和识别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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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绪识别的神经基础及其部分分离的临床研究 

和脑成像研究逐渐增 。恐惧：当个体产生恐惧 

体验时，海马 (外显记忆功能区)，杏仁核 (情绪唤 

醒区)，前额皮层 (工作记忆区)这三个脑区在起作 

用；很可能是即时呈现的恐惧刺激，激活了海马和 

杏仁核，然后在前额皮层中同时表征、相互整合后 

而产生的，其中杏仁核是恐惧情绪体验中～个相当 

关键的结构。厌恶：通过脑损毁和flVIRI等手段发现， 

厌恶情绪激活的脑区有脑岛，基底神经节，纹状体。 

惊奇：惊奇根据刺激的不同，其激活的脑区有所区 

别：如果刺激物是负性的，那么激活的脑区为杏仁 

核右腹侧；如果刺激物是正性的，那么激活的脑区 

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悲伤：被试在悲伤的情绪中， 

前额叶皮层中部，额下回，颞上回，楔前叶 

(precuneus)，杏仁核，丘脑等活动都有所增强。愉 

快 ：在愉快的情绪下参与活动的脑区有 ：下丘脑 

(hypothalamus)前额叶皮层 (PFC)，杏仁核，腹 

侧纹状体 (ventral striatum)。额前回，前额叶背外 

侧 ，后扣带回，颞叶，海马，丘脑，尾状核 (caudate)。 

愤怒：对于愤怒的研究表明愤怒与杏仁核有密切的 

关系，但是 目前更多的是把愤怒和恐惧联系在一起 

研究，单纯研究愤怒脑机制的很少，也不成熟，有 

人认为与额叶、扣带前回有关。 

2情绪障碍 

2．1有关孤独症的研究 

孤独症患者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人际交往的巨 

大障碍，他们往往存在语言问题，不会撒谎，语言 

单调；言行举止像低龄化，60％智力落后、20％的 

智商低于 35，能感知细节和理解事实，但不能感知 

整体和理解概念，不能知觉面部表情 。Hans Asperger 

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关于孤独症的一个理论—— 

极端男性脑 (Extreme Male Brain，EMB)理论，认 

为孤独症患者的脑是典型的男性脑。fMRI研究证 

实，孤独症儿童的大脑皮层较正常儿童大，而且其 

扩张部分是由于灰质、而不是灰质的增多，他们的 

杏仁核也增长较快，提供了支持 EMB 的证据。出 

生前如置于雄激素的环境，女性脑也会呈现男性化 

的倾向，而男性和女性在脑结构上的区别和出生前 

雄激素的多少有 。EMB是否和出生前的雄激素 

异常有关?目前还在研究中。孤独症患者的脑区中， 

支持高级认知功能的连接较少；在尸检和脑扫描中 

发现，孤独症患者脑部的杏仁核、海马区域较小， 

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双生子研究已经证实孤 

独症与遗传明显有关，估计有 5到 20个基因与孤独 

症有关，现已重复得到的结果是第 7对染色体上的 

基因与孤独症相连 (有趣的是，这个区域已经被公 

认和语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4J。 

2、2有关抑郁症的研究 

Couzin通 过 个 案探 讨 了抗 抑 郁 药 百 忧解 

(Pazoc)对抑郁症儿童的治疗作用和副作用【5】。抗 

抑郁药通常仅能帮助70％的服用者，这些药物是通 

过增加神经递质5．羟色胺或去 甲肾上腺素的量来实 

现其疗效的。这些年对抑郁症的病因依然还处于探 

索中，临床上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尝试。 

2．3脑损伤的性别差异 

两性之间在精神障碍上存在不争的差异：女性 

易患抑郁症，男性易患精神分裂症；女性有更多的 

焦虑，男性表现 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男性易成嗜 

酒和吸毒，女性有更多的进食障碍；甚至在自杀上 

也存在差异，女性更多地尝试，男性的自杀成功率 

高。这些差异和两性脑的差异有关。女性更容易产 

生焦虑和抑郁。研究表明，应激反应和性激素有关， 

其中，一定水平的睾丸素对于应激反应有重要的作 

用，用动物和人所做的实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脑成 

像研究发现，当呈现恐惧面孔时，女性比男性激活 

了更多的杏仁核；在处于应激状态时，女性的前额 

叶皮层区有更强烈的反应，而该区域是产生焦虑、 

抑郁的一个关键。此外，性激素和攻击性有关，在 

认知方面两性脑也存在着差别。脑的性别差异所导 

致的两性情绪障碍的差异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这对于了解不同情绪障碍的脑区域定位、神经递质 

等有重要的帮助【6J。 

3自我意识 

在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指的是个人认知中与 自己本身有关的内容，是 自我 

知觉的组织系统和个人看待 自身的方式。一般认为， 

自我概念包括了自我体验、 自我评价、自我意象、 

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内容。近年的热点包括以下几个 

方向：自我概念产生的脑区定位；灵长类的自我意 

象：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概念变化。 

Lou 】使用PET与TMS技术，在与自我评价有 

关的脑区研究中，呈现一系列形容词，要求被试判 

断这些词是否适于形容被试自己、被试好友或公众 

人物。结果发现，做出的判断与被试 自身密切程度 

越高，在回忆时，顶叶皮层内侧的激活程度就越高。 

类似的tMRI实验发现与自我评价相关的主要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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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侧额回 域腹内侧前额叶【 。Ffiedefich等人【 。] 

向年轻女性被试呈现杂志上的模特儿照片，要求被 

试比较 自己与照片人物的体形。fiVIRI扫描发现，被 

试在作体形比较时，显著激活了梭状回外侧、右项 

叶内侧、内侧额回以及扣带前回。 

A 

图1自我意象的动物实验 

2岁以上的人类或猿类 (包括黑猩猩和大猩猩) 

在面对镜子时，未经训练就能意识到镜中的是 自己， 

即具有 自我意象 (self-image)。在一项动物实验中 
【1”

， 要求猴必须通过实时视频观察自己的动作，以 

取得食物 (图1)。他们在狐猴脑部植入电极，监测 

到了顶叶内侧脑区的体觉和视觉神经元的激活。这 

些神经元对应于特定感受野，与狐猴直接观察自己 

的手时激活的神经元是一致的。 

对精神病患者调查发现，病人的自我概念与医 

护人员对病人的印象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病人 

的自我评价越高，医护人员对他的合作性和情绪稳 

定性的评价越差，表明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概念是扭 

曲的。让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评价。结果发现，其 

中40％的病人高估了自己，24％低估 自己。低估者 

的抑郁程度普遍较高，而他们的认知能力受损程度 

反比高估者小【I2】。 

4经济决策的脑成像研究 

近年来，经济决策的脑成像研究成为大家关注 

的亮点，主要集中在强互惠合作、风险决策、跨期 

选择以及品牌决策等方面。常用实验范式包括信任 

游戏、最后通牒游戏、讨价还价、赌博游戏、公共 

产品、免费搭便车等。 

在 “强互惠合作”研究中，在信任游戏中， 

King．Casas~[ ]发现尾状核活动的峰值时间会随着 

游戏的进程发生改变，当决策双方在游戏初期彼此 

没有任何了解时，尾核活动的峰值出现于当对家做 

出信任决策时；而当对家逐渐建立声望，尾核活动 

的峰值提前到预期对家会给出信任决策时；实验结 

果拓展了社会偏好理论。 

在风险决策研究中，决策者在概率型决策和不 

定型决策情境下的神经元活动结果的研究结果支持 

了在风险条件和模糊条件下的决策，其神经机制不 

同[14]。Hsu等[15]的研究对经典的决策理论提出了挑 

战，认为在 “模糊”条件下，不确定程度与杏仁核 

和眶额叶皮层正相关，与纹体系统呈负相关；且纹 

状体活动与期望的奖赏正相关。多个实验证明ERP 

的FN(Frontal Negativity)成分与评价[16,17]、预蝌鹕】 

有关。Adolphs 】用深度电极记录前额的EEG的0【 

节律，反映了在评价决策中，期望的结果和实际的 

结果不一致。Coricelli对决策结果所引发的情绪进行 

研究【2 ，发现后悔情绪与内侧眶额、扣带前回、海 

马的活动有关；对后悔的厌恶情绪与内侧眶额、杏 

仁核的活动有关。而且从时间上来看，与对后悔的 

厌恶情绪有关的神经活动发生在决策前，表明这种 

厌恶情绪会影响决策后的后悔体验和对结果的预 

期。在 “框架效应”研究中，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的 

决策会受框架解释的影响，损失更激活杏仁核；收 

益与ACC有 ”。Tom等人【 发现当可能的收益值 

增加时，大部分的脑区活动会增强；而当可能的损 

失值增加时，部分脑区的活动会下降，例如纹体、 

腹内侧前额叶、扣带前回腹侧。而且神经信号的强 

弱可以预测对损失回避的个体行为差异。对备择方 

案做出风险选择，Kuhnen【 3j的研究中划分了不确定 

条件下的两种非理性投资策略——风险选择错误和 

风 险规 避 错误 ，并发 现 阿肯 伯 氏核 (nucleus 

accumbens)的活动伴随在风险选择之后，前脑岛的 

活动伴随在无风险选择之后。这说明与情感有关的 

脑区活动会影响投资方式，而且这些脑区的过量活 

动会导致投资失误。Ke彻erlev的实验( l中发现ACC 

损伤的猴子，错误后的即时表现没有问题，但是在 

强化指引的选择任务中不能维持能获得奖赏的反 

应，不能整合风险和赔偿，进一步证明了ACC在理 

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在跨期选择的研究中，Kalenscher用新古典经济 

学和行为经济学验证了跨期选择的理论模型I 。 

Rudebeck的贡献【2 6]在于发现ACC损伤影响为奖赏 

投资的努力程度，OFC损伤影响对奖赏的等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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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延迟和努力会对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品牌决策研究中，Schaefer等[27]发现内侧前额 

叶在品牌识别中起重要作用；Deppe等人模拟消费者 

选择产品的情境，发现只有被试偏好的品牌才能激 

发明显的决策模式。当目标刺激为被试喜欢的品牌 

时，腹内侧前额的活动增强[28]：Knutson等人[29】采用 

IMRI扫描被试在模拟购买实验中做决策时的神经 

活动，发现当被试面对喜欢的商品时激活了ACC； 

当商品价格太贵时脑岛激活，同时腹内侧前额叶的 

活动水平下降。 

5道德的脑机制 

道德判断究竟是一个理性过程还是一个情感性 

的直觉过程?一直存在争议。有个例研究发现幼年 

时期前额叶损伤的被试在社会行为和道德行为上表 

现异常，并且他们对社会信息的情绪反应也受到损 

害，提示情绪信息的加工过程可能会对道德判断过 

程产生影响。但这只是一个脑损伤研究，只有两个 

病人，所以说服力尚嫌不够。在另外的研究中以正 

常人为被试，利用道德两难任务，在道德判断的过 

程中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这个主要负责情绪加工的 

区域，说明理性的道德判断很有可能依赖相应的情 

绪加工过程。最近一个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损伤 

被试在一个道德两难任务中倾向于选择具有功利主 

义倾向的决策。这个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腹内侧前额 

叶的情绪信息加工过程可以影响具体的道德判断过 

程[30]。 

利他主义就是某个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以牺 

牲自己的适应性来增加、促进和提高另一个个体适 

应性的表现。Tankersley考察了利他主义 的神经机 

制，发现右半球颞上回后部的激活程度可以预测被 

试的利他主义倾 向}3”。先前的研究表明这个区域也 

负责对他人意图的认知和推理。因此研究结果表明 

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理过程对利他主义的产生非常 

关键。de Quervain等}3 】发现尾核在利他惩罚中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尾核的激活强度与惩罚意愿呈正相 

关，激活的程度反映了惩罚背叛者的预期满意程度； 

尾核也参与了在预期收益激励下的决策和行为。捐 

赠是一种利他行为。也有研究}3 】考察了捐赠行为的 

神经机制，发现捐赠行为与人类的奖赏系统有密切 

关系。捐赠行为与人们对社会的依恋程度有关，而 

拒绝捐赠行为则与对捐赠对象的社会排斥和厌恶有 

关。产生利他主义的原因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6结语与展望 

随着 “社会脑”的概念在 20世纪末的提出，社 

会认知神经科学已经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分支 

领域，也是最近 1~2年以来，在Science，Nature等 

顶级刊物报道最多的领域。在我国社会、经济、文 

化和国际交流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认知神经科 

学也将伴随认知科学而高速发展，脑与认知科学已 

被列为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 

八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国家对该领域加大投入，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参与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单 

位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某些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 

国际影响力。 

我国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有 

如下的愿景：(1)社会行为与社会认知的生物学基础 

研究可望成为脑与认知科学的重点发展的分支领 

域：(2)形成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精干研究队伍，在 

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专业中开设社会认知神经科 

学课程，不但涌现出一批国际水平的研究人才，也 

会出现一大批教学和应用人才；(3)社会认知神经科 

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学校的情绪问题、社会异常行 

为的干预，与医院的情绪疾病防治等实际应用紧密 

联系，为构建 “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 

致谢：朱湘茹、孙世月、顾媛媛、余芬、吴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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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Research 0n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LUo Yue—Jia ，GU Ruo—Lei ，CHEN Hua ．HUANG M i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Cognitive Neurosciences and Learn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KeylaboratoryofMentalHealth，Institute ofPsych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ring100101，China) 

Abstract：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us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echnology to 
research social cogn itive phenomena．and it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the fields of cogn i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physiology ．This article reviewed studies on the brain mechanism concerning some relative aspects in recent 

years as follows：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ex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basic emotions like 

fear，disgust，angry，surprise，happiness and sadness，which the clinical research and brain imaging studies had 

revealed．The diagn ostic relevance of autism and the“male brain”，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azoc in chiId 

depression．The research on self-concept is focusing on the 1ocation of the self-concept in the brain
． the self-image 

of the primates，and the variance of the self-concept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The studies o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ttracted many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s in the field，which consis~ of strong reciprocity，risk 

decision—making，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brand preference．Th e research of brain mechanism of morality is mainly 

on the neural basis of moral judgment and donation behavior．The end of the article was a vista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 itive neuro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social cogn itive neuroscience，emotion regulation，emotional disorder,self-awareness，economic 

decision-making，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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