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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刺激存在注意偏向，即海洛因依赖者具有把注意力优

先定向到药物以及药物相关的线索上面的一种认知加工趋势。这种对药物相关刺激

的异常认知加工是海洛因依赖的核心特征之一。先前的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在

成瘾Stroop任务中，对药物相关线索具有更长的反应时。而在电生理层面上，相比

中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药物相关图片时，会诱发更为显著的正慢波(LPP)，

而且也有研究表明相比中性线索和情绪线索, 海洛因相关图片诱发了海洛因依赖者

更高的P300 振幅,而对照组却没有这样的效应出现。研究者认为这种海洛因依赖者

由药物相关线索诱发的增强的LPP和P300可能暗示了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刺激

的动机性注意。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早

期加工究竟如何。因此，本研究选取了15名海洛因戒断者和15例在受教育程度和年

龄等方面均和海洛因戒断者相匹配的控制组，在他们完成修改版的情绪stroop任务

时，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活动。在该任务中呈现的图片包括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

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这些图片的中央均叠加有不同颜色(红，黄，绿，蓝)

的正方形方块(1×1 cm)。被试需要在忽略背景图片内容的同时，对图片中央的正方

形方块的颜色进行快速准确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海洛因戒断者对药物相关线索

表现出增加的EPN成分，然而这种效应在控制组并没有出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药物相关线索对海洛因依赖者所具有动机突显性，所以即使注意力被转移到与

药物相关线索无关的任务中，与药物相关的线索仍然能内隐地攫取海洛因依赖者的

注意力，并且这种注意捕获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仍然存在。海洛因依赖者由海洛

因相关线索诱发的EPN作为一种电生理指标，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它可以在



 

 

临床戒毒工作中用于预测海洛因依赖者的复吸风险和评估脱毒治疗效果或干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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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normal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drug cues is a core characteristic of drug 

dependenc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the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of 

heroin users is increased by heroin-related stimuli because of the attention-grabbing 

nature of such stimuli for persons with heroin dependence.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d the 

emotional Stroop (eStroop) task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was an 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 (EPN) modulation to heroin cues compared with emotional or neutral stimuli 

in heroin dependent subjects. Fifteen former heroin users and 15 matched controls 

performed the eStroop task, which was composed of pict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heroin-related and neutral pictures with superimposed color squares. 

Participants responded to the color of the square and not to the picture while behavioral 

data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were recorde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EPN amplitudes to emotional and neutral stimuli between the heroin users and 

controls. However, heroin users displayed increased EPN modulation for heroin cues, and 

this modulation was not present in the controls. Our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an early attentional bias to drug-related pictures in 

heroin users. The reward mechanism for drug-related cues in heroin addicts is presumed 

to last a long time due to the addiction memory. 

 

Keywords: Heroin dependence, Attentional bias, ERP, EPN, 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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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毒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业已泛滥成灾，成为人类建设文明社会的公敌。从第

二十世纪70年代初，毒品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公害，并且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这一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毒品可以对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

其危害主要包括：消磨人的意志力、扭曲和摧残人性、摧毁人的生命、引发各种

各样的犯罪活动等。毒品问题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同时它也会阻碍我国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危害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

利益。在我国滥用阿片类物质尤为突出，而海洛因是一种常见的阿片类药物，已

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医疗问题和社会难题。根据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的《国家药

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对20.3万例药物滥用人群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

药物滥用的人群在总体上表现出如下特点：(1) 在新发生的药物滥用者中新型合

成毒品的滥用者比例增长迅猛，甚至占到其中的80.5%。(2) 海洛因滥用者所占

的比例在近五年内降低了22.7%，为66.8%，该数据说明虽然海洛因滥用者所占

比例有所下降，但它仍是我国药物滥用者人群的主要滥用物质。(3) 新型合成毒

品的滥用形势非常严峻，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升高了17.1%，而其中冰毒已成为新

型合成毒品滥用者的主要滥用物质。(4) 药物滥用者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

势，具体表现为在这20.3万例药物滥用者当中，小于35岁的药物滥用者占50.7%，

年龄低于35岁的新型合成毒品的滥用者占70.1%。(5) 用于医疗的药品滥用情况

仍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虽然目前就我国的毒品滥用情况来讲，相比其他新型合成毒品，海洛因的滥

用程度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其极强的成瘾性和极高的复吸率，导致治疗海洛因滥

用的需求比例相当之高。海洛因对个体和社会的危害主要涉及下几个方面： (1)

海洛因对个体身心的危害：医学临床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个体持续使用海洛因

3次便会具有药物成瘾的表现。这些吸毒者一旦成瘾，很难完全摆脱毒品对他们

的诱惑，甚至在戒毒治疗三个月后复发率仍高。长期吸食海洛因会对个体的身体

造成直接而巨大的伤害。例如，海洛因对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造

成了巨大的损害。此外，海洛因滥用者通常会表现出学习和记忆能力下降、食欲

不振，睡眠质量下降，免疫功能严重下降等病理表现，更严重者导致死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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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海洛因会引起明显的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情感障碍、人格特征发生变化，

意志力逐渐减退甚至丧失。例如，在情感方面，海洛因吸食者一旦成瘾，通常会

表现出情绪低落、焦虑和不安、对人和对事都较为冷漠、迟钝等特点。而且更可

怕的是，海洛因滥用者一旦成瘾，通常会对毒品以外的所有事物表现出明显的兴

趣丧失。他们对海洛因的欲求程度甚至会超过睡眠，性欲等生理需求。 (2)经济

危害：吸食海洛因不但会给个体造成极大的身心危害，同时也会对我国的经济的

增加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吸毒问题的严重性会造成国家用于防治吸毒及相关问

题的大量开支；同时长期吸食海洛因将使他们的生产力下降，这会影响严重我们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3)社会危害：海洛因滥用不仅耗资昂贵，也会带来一

系列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海洛因滥用造成的盗窃，抢劫等问

题甚至成为了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4)公共卫生危害：海洛因滥用可导致

肝炎、结核病、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传播。 

海洛因滥用问题引起的巨大危害以及其较高的成瘾风险和复吸率也成为了

众多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内外学者通过各种视角对海洛因依赖问题

进行了各种探索。其中，海洛因依赖的心理学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海洛因

依赖的心理机制研究主要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毒品依赖者成瘾以及复吸的心理

学机制，以及毒品依赖者由于毒品吸食导致的各种认知功能损伤与障碍（注意偏

向，抑制功能障碍，快感缺乏等）。首先，对毒品依赖的心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

毒品依赖者认识和理解毒品“心瘾难戒”的本质原因，从而使他们学会如何从心理

学的角度排除和杜绝与毒品依赖或复吸相关的各种因素（对药物相关刺激的认知

偏向，负性情绪等），从而帮助毒品依赖者从心理上戒除毒品。其次，对毒品依

赖的心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构建更合理更细化的药物成瘾相

关理论，帮助相关的临床戒毒工作者制定更有效的针对毒品依赖的戒断与干预方

案，从而使毒品依赖者学会在经过生理脱毒回归社会之后，合理应对各种与复吸

相关的心理因素，学会如何在戒断之后从心理上做到远离毒品，保持戒断状态。

而且，更重要的，对毒品依赖的心理机制研究还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的毒品戒段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大量相关研究表明，药物成瘾个体对药物具有的异常药物线索反应

(cue reactivity)与药物成瘾行为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这种异常的药物线索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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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维持药物成瘾行为与诱发复吸的重要机制(Goldstein & Volkow, 2002; 

Kosten et al., 2006; Marissen et al., 2006)。一般来讲，这种由药物相关线索诱发的

心理生理反应主要包括三种要素：生理成分(例如，皮肤点)， 心理成分(例如，

被试自我报告的药物渴求)，认知成分(例如，记忆偏向等)。其中，注意偏向作为

一种异常药物线索反应的成分，它与药物成瘾行为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Field & 

Cox, 2008)。注意偏向一般被定义为药物成瘾个体具有把注意力无意识或自动分

配到与先前体验的药物或者药物相关的刺激之上的一种认知加工趋势(Franken, 

2003)。大量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因相关刺激存在注意偏向，例如

Franken, Kroon, Wiers 和 Jansen 在 2000 年较早采用成瘾 Stroop 范式对 21 名海洛

因戒断者和 30 名控制组进行对照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中性词汇，

海洛因依赖者在对海洛因相关词汇进行颜色命名任务时，会显著受到其语义的干

扰，反应时显著延长，这说明海洛因戒断者对海洛因相关词汇存在注意偏向

(Franken, Kroon, Wiers & Jansen, 2000)。而随后关于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因相关

线索的注意偏向的实验也支持了 Franken 等人的观点。接下来研究者进一步发现

了大脑内的多巴胺系统(dopamine system)对这种认知方面的注意偏向具有调节

作用(Franken, Hendriks, Stam, & van den Brink, 2004)，而且这种认知偏向可以有

效预测和评估海洛因依赖者在接收脱毒治疗之后的复吸情况(Marissen et al., 

2006)。随着药物成瘾领域该项研究的逐渐深入，很多新的研究技术手段也被引

用到该领域中来。其中在时间分辨率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提供了一种较为直接的研究

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相关的时间进程的方法。ERP 技术可以

从电生理的层面上研究海洛因对药物相关线索进行认知加工时的大脑皮层的电

位活动。研究表明，相比中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的时通

常会诱发更显著的 P300 和 LPP(the late positive potential)，这种增强的 P300 和

LPP 反应被解释为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动机性注意(Franken, Stam, 

Hendriks, & van den Brink, 2003; Lubman, Allen, Peters, & Deakin, 2008)。然而，

很少有研究去考察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早期加工模式 (例如 , 

100-300ms)。即海洛因依赖者这种异常的认知偏向究竟发生在认知加工的哪个阶

段，这种注意偏向在早期的选择性注意加工阶段会不会出现？因此，本文将以海

洛因戒断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ERP 技术对海洛因依赖者加工药物相关线索的时

程问题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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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综述 

1.1. 核心定义 

1.1.1. 毒品依赖 

1974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毒品依赖行为做了如下定义：由于个体对可致成瘾

药物的重复使用所导致的其躯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一系列改变，其最显著的特征

是吸毒者持续或周期地强烈要求用药。毒品依赖主要包括躯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

性。躯体性依赖(physical dependence)主要指吸毒者成瘾后在戒断期间出现的种明

显的戒断症状，例如，阿片类依赖者在停止摄入阿片类药物以后的 5-6 小时后，

会对阿片类药物产生很强的药物渴求感，同时生理上表现出流鼻涕，恶心呕吐、

腹泻、肌肉疼痛、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毒品依赖者只有继续用药，或应用与其

药物作用类似的药物，才能减轻或消除这种戒断症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毒品

依赖者连续多次重复使用某种毒品会很容易对该药物产生耐受性(tolerance)，从

而导致机体对该药物的反应减弱，从而需要增大摄入药物的剂量才可以获得与原

来相同水平的生理反应。而精神依赖性(psychological dependence)主要指毒品依

赖者长期使用某种药物从而导致的对该药物产生的心理依赖。与躯体性依赖不

同，精神依赖性在中断药物使用会主要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对药物的强烈渴

求感，但并没有身体方面的不适感。这种主观的药物渴求感有时甚至会比食欲，

性欲和睡眠等生理需求的动机更为强烈，从而使毒品依赖者为了获得毒品而不择

手段，产生各种危害家庭和社会的后果。一般而言，毒品依赖者在经过急性脱毒

治疗后，其躯体性依赖症状就会得到改善或消除，但是其精神依赖性却会持久存

在，这也是毒品依赖者发生复吸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1.1.2. 注意偏向 

在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中，“注意偏向”被定义为药物依赖者对药物或药物相

关线索的一种注意加工优势，具体指药物依赖者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无意识或自动

地分配到与药物或药物相关的刺激上面的一种认知加工倾向。它是一种药物依赖

行为的核心特征(Franken, 2003; Field & Cox, 2008)，而且注意偏向与药物成瘾行

为的形成，维持和复吸都有着重要的联系(Field & Cox, 2008)。国外学者 Franken, 

Kroon, Wiers 和 Jansen(2000)较早对海洛因依赖者的这一异常认知加工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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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发现，海洛因戒断者在对海洛因相关词汇进行颜色命名任务时，其反应

时显著长于其对中性词汇进行颜色命名任务的反应时。这说明海洛因戒断者在对

海洛因相关词汇进行颜色命名任务时，会显著受到海洛因相关词汇的语义的干

扰。这也证明了海洛因戒断者对海洛因相关线索存在注意偏向。近年来，国内外

关于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逐渐增多，来自于其他成瘾药物的研究也同样证

实了药物依赖者的这一核心特质的存在。同时，这也加深了我们关于注意偏向对

海洛因成瘾行为作用方式的认识和理解。 

1.2 注意偏向的理论背景 

药物成瘾领域中许多理论和模型都针对药物依赖者的注意偏向进行了合理

性的假设和阐述。目前，关于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理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共识。例如，很多理论和药物成瘾模型都认为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

意偏向是一种无意识加工，这种注意偏向会通过认知加工的方式影响成瘾个体的

药物寻求行为。同时这种注意偏向与药物依赖者由药物相关线索暴露诱发的药物

渴求感也具有重要的联系(Field, Mogg, & Bradley, 2006)。  

在以上理论中，有两个理论对注意偏向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详尽的探索，那就

是诱因——易感化模型和以注意偏向为核心的认知加工模型 (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0; Franken, 2003)。诱因——易感化模型是 Robinson 和

Berridge 在1993年根据长期的动物模型实验研究得出的对药物成瘾者注意偏向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的一种假设和解释。根据该模型，这种注意偏向主要是由药物

依赖者长期使用成瘾药物导致的大脑某些结构的功能改变引起的。他们认为，长

期的药物使用会造成大脑中与伏隔核(the nucleus accumbens, NAcc)有关的脑结

构功能的变化，导致多巴胺系统的异常奖赏反应。这种被称为“神经敏化”( neural 

sensitization)的改变会使药物依赖者对药物和药物相关的刺激变得异常敏感。这

一过程将会改变药物成瘾个体对药物和药物相关刺激的感知模式，药物相关刺激

对于这些成瘾个体而言将会变成一种突现性诱因，从而最终造成他们无意识的药

物寻求行为。这也是药物依赖者形成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的主要原因

(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0)。该模型对药物依赖者的强迫性用药行为的神

经生物学机制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同时该模型也对一些其他的敏感性因素在成瘾

行为中的作用也给予的足够重视。然而，该模型并没有阐明药物相关线索成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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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工优势的突现性刺激的认知机制。随后 Franken 在2003年提出了以注意偏向

为核心的认知加工理论。与诱因——易感化模型相比，该理论侧重于解释注意偏

向作用于药物依赖行为的认知加工机制。Franken 认为，药物依赖者的注意偏向

主要是由于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奖赏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造成药物依赖者对药

物相关线索具有异常的线索诱发反应，诱发药物依赖者的主观性药物渴求，并最

终造成复吸行为的发生。Franken 在该理论中就注意偏向对药物成瘾行为的作用

方式进行了阐明。首先，强迫性觅药行为与药物依赖者通过增强对药物相关线索

的检索，对获得成瘾药物的预期具有重要联系。其次，这些药物相关线索会得到

自动化的加工，并诱发记忆偏向(memory bias)等较为外显的加工。最后，注意资

源的有限性会使药物相关线索的自动化加工对其他具有竞争性的线索的加工造

成严重的干扰。Franken 认为注意偏向在药物渴求感和复吸行为之间形成的经典

条件反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认知中介作用(Franken, 2003)。                                          

虽然以上理论从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加工的角度对注意偏向做出了充分而合

理的解释, 但目前关于注意偏向依然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Wiers & Stacy, 

2006; Field et al., 2009)。例如, 注意偏向具体发生在认知加工的哪个阶段，它又

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加工(内隐加工，还是外显加工, 亦或是双重加工)？在较

早出现的药物成瘾理论当中, 研究者认为药物相关线索的加工是在药物依赖者

意识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并促使觅药行为产生的 (Tiffany, 1990), 这也说明了注

意偏向可能是一种内隐的具有自动化加工的特性。而在后期的理论中，研究者更

倾向于认为这种注意偏向是可以被药物依赖者所感知到的，带有外显加工的特征

(Franken, 2003)。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注意偏向对药物依赖者成瘾行为的作用

方式可能更为复杂。例如在药物依赖者具有戒断动机的情况下，注意偏向会通过

其与成瘾个体的意识经验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共同造成觅药行为的维持, 如果

药物依赖者没有足够的戒断动机，注意偏向对药物寻求行为的作用可能更多带有

自动化加工的趋势(Field et al., 2009)。 

1.3 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方法 

纵观药物成瘾注意偏向的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该领域所使用的主要研究

范式有成瘾Stroop范式(addiction Stroop task)、视觉探测任务(visual probe test)、视

觉搜索范式(visual search paradigm）、注意瞬脱任务(the attentional blink tas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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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些范式当中，其中又以成瘾Stroop范式和视觉探测范式的应用最为广泛。

因此以下只对这两种范式的操作流程、适用条件、以及其存在问题等进行详细介

绍。 

成瘾Stroop范式是根据经典的色词Stroop任务改编而来。在该任务中，实验

者一般向被试呈现涂以不同颜色的词汇，并要求被试在忽略词汇本身的语义的条

件下对这个词汇的颜色进行快速而精准的反应。该实验任务一般包括两种实验条

件：一种是一致条件，另一种是不一致条件。在一致条件下，给被试呈现的词汇

的语义与其书写的颜色保持一致(例如，红色的“红”字)，而在不一致条件下，给

被试呈现的词汇的语义与其书写的颜色不一致(例如，红色的“绿”字)。因此，在

不一致条件下被试的颜色命名反应会受到被试对词汇语义的自动化加工的影响，

从而对其的颜色命名任务造成一定的干扰，这种干扰效应也被称为Stroop干扰效

应。而在成瘾Stroop任务中，其一般程序为向药物依赖者呈现不同颜色的药物相

关词汇和中性词，并告知被试让其忽略呈现词汇的语义并对呈现的药物相关词汇

和中性词汇的颜色进行按键反应。相关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药物依赖者对于

药物相关词汇语义的自动化加工会显著干扰其对词语的颜色命名反应，从而使药

物依赖者在行为学数据上表现出对药物相关词汇的颜色命名任务的反应时显著

变慢(Cox, Fadardi & Pothos, 2006)。 

视觉探测范式(visual probe test)，也叫点探测范式(dot probe test)。在该范式

中，刺激一般是配对呈现的，其中包括目标刺激和中性刺激。被试需要对呈现的

配对刺激之后随机出现在先前某个刺激(目标刺激或中性刺激)位置上的探测点

的方位或属性进行判断反应。一般情况下，被试对探测点的判断会受到探测点出

现位置的影响。例如，假如探测点出现在被试原来注意过的方位时，被试按键的

反应时会出现加速效应；反之，反应时则较长。而在该范式的变式中，为了更好

的研究注意偏向的具体成分(Cisler & Koster, 2010)，刺激呈现的方式由原来的两

类刺激(目标刺激或中性刺激)同时出现变换为将两类刺激中的一种与空白刺激

同时出现，而被试的任务还是对紧接着出现的探测点进行位置或属性的判断反

应。如果探测点的位置出现在目标刺激的方位，则称之为有效线索，如果探测点

的位置出现在中性刺激的方位，则称之为无效线索。这样就可以通过与中性实验

的对比，检查在四种条件下(有效相关线索刺激、无效相关线索刺激、有效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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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刺激、无效中性线索刺激)的反应时差异，从而确定被试的注意偏向究竟是

属于注意警觉，注意解除困难、还是注意回避。                                                                        

     这两种经典的实验范式在注意偏向的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有研

究者认为从认知机制方面来说，成瘾Stroop范式中的Stroop干扰效应反映了药物

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刺激的注意解除困难；而点探测任务则更倾向于反映了注意的

早期加工过程，例如注意定向等(Wiers & Stacy, 2006)。而且研究表明，相比点探

测范式,成瘾Stroop范式在考察药物依赖者的注意偏向时，其内部一致性信度方面

更具稳定性(Ataya et al., 2012)。而点探测范式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研究者很难保证所有的被试都对呈现的药物相关刺激具有很高的敏感性，

因此，点探测范式的数据会受到被试个人经验和呈现材料敏感度的影响；其次，

“反应时”毕竟是一种敏感度较弱的因变量指标 (Ataya et al., 2012; Field & 

Christiansen, 2012)。而且，目前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者对如何理解药物依赖者的

Stroop干扰效应也未达成普遍共识(Field & Cox, 2008; Field & Christiansen, 

2012)。具体来说，这个问题集中于药物依赖者在Stroop任务中出现的干扰效应是

如何产生的，它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种Stroop干扰效应的产生可能受到多

方面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被试试图回避对物质相关词汇的加工，从而抑制

与使用药物相关的想法，或被试强烈的药物渴求都会产生Stroop干扰效应。很多

该领域的研究都没有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因此目前仍然

无法确定在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研究中观察的Stroop干扰效应究竟是由哪种药

物相关的目标引起的(抑制与使用药物有关的想法或对药物的渴求)，也有可能是

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这种干扰效应(Field & Cox, 2008)。 

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针对研究目的的不同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如

果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考察药物依赖者在空间视觉方面的注意分配，

可能点探测任务就是一种适宜的实验任务，但是研究者对由点探测任务得到的实

验数据的解释和推论仍然需要谨慎处理，尤其是点探测任务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尚

未提高之前(Field & Christiansen, 2012)。 

1.4 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现状 

1.4.1. 海洛因依赖者存在注意偏向的证据 

自从1994年Johnsen通过研究表明酒精戒断者对酒精相关词汇存在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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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关于药物成瘾个体对药物相关刺激存在注意偏向的研究逐年增多。对于海

洛因依赖者而言，Franken等人(2000b)首次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刺激

的注意偏向。实验采用成瘾Stroop任务，对21名处于戒断期的海洛因依赖者和30

名控制组进行了对照研究。实验呈现的刺激包括10个海洛因相关词汇和10个中性

词汇(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其中刺激呈现时间作为另一个自变量(28ms, 3000ms)，

旨在通过刺激呈现时间的操控考察海洛因依赖者在知觉阈上和阈下是否存在注

意偏向。研究结果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存在阈上的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

而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则开始从海洛因依赖者所处的不同戒断时相、戒毒方式的

差异等特征入手深化研究，考察这些因素对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影响。例如

朱海燕等人(2005)考察了处于不同戒断时相的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

注意偏向特征。该实验采用情绪Stroop范式，实验被试包括84名接收药物治疗之

后处于不同戒断时相的海洛因戒断者和20名控制组。实验结果表明处于不同戒断

时相的海洛因依赖者均表现出对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这也就说明对于这些海洛

因依赖者，这种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特质，

它并不随着戒断时间的延长而有显著的改善(朱海燕, 沈模卫, & 殷素梅, 2005)。

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诱因——易感化理论，即药物依赖者重复使用成瘾药

物会造成药物依赖者对药物与药物相关的线索变得越来越敏感(神经敏化)，这一

过程会改变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认知加工方式，从而引发药物依赖者对

药物的病理性欲求，最终造成复吸。而且这种改变可能是不可逆的，这种异常的

认知偏向可能会长期存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注意偏向可能会受到海洛因依赖

者所处临床特征的影响。例如，Gardini，Caffarra，& Venneri(2010)选取了69名

阿片类药物依赖人群，这些阿片类药物依赖人群包括了仍未戒断的阿片依赖者，

正在接受阿片类替代疗法的戒断者，和接受社区性非药物治疗康复计划的戒断者

三种类型，实验另外选取了25名控制组。结果发现注意偏向与药物依赖者所处的

临床状态有关，无论是接受阿片类替代疗法的戒断者，还是接受社区性非药物治

疗康复计划的戒断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都要显著低于那些仍未戒断的

阿片类依赖者。与此同时，Nejati，Nejati, & Mohammadi(2011)的研究也有相似

的发现。他们对16名鸦片类药物依赖者在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45天前后，用

Stroop色词任务和成瘾Stroop任务分别考察了这些被试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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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变化。结果发现，这些被试在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之后，在Stroop色词任务中

的反应时显著缩短，颜色判断任务的准确率显著提高。而这些被试在成瘾Stroop

任务中，对成瘾相关词汇的反应延迟也显著降低了。他们认为这可能说明美沙酮

维持治疗可以提高海洛因依赖者的选择性注意能力，降低他们对药物相关刺激的

注意偏向程度。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断定，海洛因依赖者存在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

向，并且这种注意偏向会持久存在。然而，戒断状态的维持会使海洛因依赖者的

注意偏向得到改善。这种改善可能存在这样的内在机制，即药物治疗可能会通过

降低海洛因依赖者主观性药物渴求的方式，降低其成瘾相关记忆的激活水平，而

这种激活水平的下降会通过生理和心理以及认知因素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改

变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水平。例如，成瘾记忆的激活水平下

降会从认知层面调节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检索强度和加工精细程度，

减少其对药物的记忆偏向，从而减少其对获得药物的预期，降低海洛因依赖者的

注意偏向水平。而且这种认知过程的作用可能还伴随的情绪因素(接收脱毒治疗

之后其由于戒断症状引起的负性情绪得到缓解)，以及生理水平(例如，多巴胺系

统的调节)的参与。 

1.4.2.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的关系 

药物渴求是由于反复使用可致成瘾的药物造成的一种强烈心理欲求，即药物

依赖者通常会在心理上强烈的渴望再一次使用先前使用过的成瘾药物(Franken, 

2003)。而且即使在接收生理脱毒后，这种药物渴求感仍然会经常出现。在药物

成瘾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般采用自陈量表类的问卷对药物依赖者的药物渴

求水平进行测量，其中较为常见的问卷有属于自我报告类型的10点视觉模拟尺

(visual analog craving scale, VAS)和强迫性用药问卷(Obsessive-Compulsive Drug 

Use Scale, OCDUS)等。 

药物成瘾领域的众多研究者都普遍认为，药物渴求作为一种药物相关线索诱

发的心理反应，在药物依赖行为的维持以及复吸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药

物渴求与注意偏向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例如，有研究者认为：长期而反复

的药物使用会使药物依赖者对药物奖赏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这也是药物成瘾个体

形成注意偏向的本质原因。同时这也增加了药物依赖者形成异常的药物相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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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反应的风险，这种异常的药物线索诱发反应会导致药物依赖者药物渴求感的

增加，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并最终诱发复吸行为的

发生(Franken, 2003; Field et al., 2009)。近年来大量来自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也支

持了研究者以上的假设。例如，Franken 等人(2000)分别采用成瘾 Stroop 任务和

VAS 问卷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的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并对两者的相关性问题

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相关,这种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了药物

相关线索的暴露可能会引起海洛因依赖者趋近系统(approach system)的激活，从

而使海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层面上表现出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而在心理层

面上诱发了强烈的药物渴求感。此外，来自相关的 ERP 研究结论也支持了以上

观点。例如，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时诱发的 P300和慢

正波(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的振幅与被试自我报告的药物渴求也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Franken et al., 2003; Lubman et al., 2008)。在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中，

由海洛因相关图片诱发的 P300和 LPP 一般被认为是反映了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

因相关线索的动机性注意(Littel, Euser, Munafò, & Franken, 2012)，因此这些电生

理指标与药物渴求之间的相关也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确实

具有某种联系或相关性。此外，有研究者针对药物成瘾研究中关于注意偏向和药

物渴求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在初步的元分析中注意偏向与

药物渴求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 虽然其相关程度较低(r = 0.19)。而在随后的分层

分析中研究者发现， 相比酒精和烟草这些成瘾物质, 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的相

关程度在非法药物(海洛因，可卡因等)中显著升高，并且相比一般的行为学测量

手段，由眼动技术和 ERP 技术等较为直接的测量手段测量得到的注意偏向与药

物渴求的相关程度显著要高。此外值得一提的，当药物依赖者药物渴求水平较高

时，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的相关程度具有上升的趋势(Field et al., 2009)。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Marissen 等人(2006)在一项追踪考察注意偏向对海洛因依赖者脱毒

治疗之后的复吸情况的预测研究中，并没有观察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但是

Marissen 等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注意偏向和药物渴求不存在相关，而是

可能由于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虽然都是药物线索诱发的反应之一，但是它们可能

处于不同的层面，例如注意偏向属于认知层面，而药物渴求属于心理层面，所以

行为学指标的测量可能对此不敏感(Marissen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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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注意偏向与药物渴求之间存在某种程

度的相关(Field & Cox, 2008; Field et al., 2009)，这种相关可能也是他们之间复杂

交互作用的一种体现，但它们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共同作用于药物

依赖者的成瘾行为与复吸行为等，这些问题目前仍然未达成共识(Wiers & Stacy, 

2006)。今后的相关研究仍需针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注意偏向和药

物渴求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从而了解它们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以及它们对药物成

瘾行为的作用方式等。在当前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者对注意偏向和药物渴求之间

的关系仍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 对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仍然显得

非常重要(Franken et al.,2003)。 

1.4.3. 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脑机制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以及新研究技术的引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

注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神经机制，理解海洛因依赖者由药物相关线索诱发的异

常药物线索反应和注意偏向的神经机制对于理解海洛因依赖行为的内在机制具

有重要的作用。在药物成瘾领域，较为常见的研究手段主要有事件相关电位(ERP)

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ERP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脑电，通常由特

定事件诱发而形成。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常常通过各种实验操控使呈现的刺激

具有了各种特殊的含义，从而采用ERP技术记录大脑在加工这些刺激或进行某种

心理加工时所诱发的事件相关的脑电。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具有精确至毫秒级的时

间分辨率，这种优势使它在研究机体大脑认知加工过程的时程问题时具有其他技

术无可替代的优势。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主要通过检验血流进入脑细胞的

磁场变化而实现脑功能成像，它能显示出受外界刺激时的脑部活化区域。其优势

在于其优良的空间分辨率，便于研究更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在大量药物依赖者加工药物相关刺激的ERP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报告药物

相关线索诱发了海洛因依赖者振幅增强的P300和LPP(Franken, Stam, Hendriks, & 

van den Brink, 2003; Lubman, Allen, Peters, & Deakin, 2008)。P300一般是指在刺激

呈现后300ms左右处可观察到得一个正波，它一般由稀少，或任务相关的新异刺

激诱发。它的诱发一般被理解为高级认知加工过程的参与(Ibanez et al., 2012)。因

此在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中，P300就成为了一种较为直接的考察海洛因依

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进行认知加工时其注意进程的指标。LPP一般被认为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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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有关，反映情绪性动机对个体在信息加工的评价归类的影响(Schupp et 

al., 2006)。在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中，药物依赖者由药物相关线索诱发的增强的

P300和LPP一般被认为是反应了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动机性注意。就海

洛因依赖者而言，Franken 等人(2003)采用ERP技术对男性海洛因依赖者的注意

偏向进行了电生理层面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控制组，海洛因在观看海洛因

相关图片时诱发了振幅更大的LPP成分。他们认为这种增强的LPP成分可能代表

了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因相关线索的持续性注意加工。此后有研究者在海洛因依

赖者被动观看海洛因、积极、消极、中性图片时记录了海洛因依赖者由四种图片

诱发的脑电活动。实验结果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时诱发了更

高的P300振幅，而对照组却没有对海洛因相关图片出现这种增强的P300效应。

这说明海洛因相关线索对海洛因依赖者而言具有动机突显性的特质(Lubman et 

al., 2008)。上述研究虽然较为清晰地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电生理机

制，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简单（通常为被动呈现范式），并

没有行为学数据的佐证，同时研究者没有在上述研究中对被试的注意力进行操

纵。因此，上述研究并不能说明这些研究中观察到的，由海洛因相关图片诱发的

增强的P300和LPP反应究竟是一种外显的受意识控制的注意成分还是一种内隐

的具有自动化加工特点的注意。也有研究者采用oddball范式对该问题进行了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在观看海洛因和中性刺激并进行按键反应时，即使被试需要进

行的按键任务与海洛因相关刺激没有关系，海洛因相关刺激仍然诱发了海洛因依

赖者更为显著的P300成分。这充分说明了即使海洛因依赖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与

药物相关刺激无关的任务当中，海洛因相关刺激对海洛因依赖者仍具有动机突显

性并可以自动攫取海洛因依赖者的注意力(Lubman, Allen, Peters, Deakin, 2007)。 

相比该领域的ERP研究，相关的fMRI侧重于利用它强大的空间分辨率考察药

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进行加工时的脑区定位情况。通常在此类研究中需要采

用线索诱发范式结果fMRI技术来实现其研究目的。大量来自fMRI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非戒断药物依赖者还是药物戒断者在观看药物相关刺激时，杏仁核

(amygdala)，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海马体(hippocampus)均具有显著激活

(Garavan et al., 2000; Childress et al., 1999; Franken, Hendriks, Stam, & van den 

Brink, 2004; Grant et al., 1996; Zijlstra, Veltman, Booij, van den Brink, & Fr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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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这些结果支持了诱因——易感化理论中提到的观点：药物相关线索对药

物依赖者所具有的突显性可能是通过增加对药物相关线索的预期和检索以及增

加药物特征对中脑边缘皮层的奖赏系统的影响从而获得的。这一过程可能涉及伏

隔核，杏仁核，海马体等神经回路的参与(Robinson, Berridge, 2003)。此外，研究

者还对参与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在服用美沙

酮前后进行了对照研究。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和中性图片

的同时接受fMRI扫描。结果显示这些参与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

即使在服用美沙酮以后，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和边缘

系统(extended limbic system)对药物相关线索仍然具有很敏感的反应。这说明即

使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因的这种异常奖赏机制仍不会随着

接收药物治疗处于生理脱毒状态而得到改善(Langleben et al., 2008)。这种由长期

使用药物导致的对药物的异常奖赏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最终造成成瘾记忆的长

期稳定存在(Preller et al., 2012)。 

以上这些研究结论充分说明：长期的海洛因使用会产生伏隔核中的多巴胺能

反应，从而使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变得越来越敏感，从而使海洛因相关

线索获得攫取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力的特性。这种被称之为“神经敏化”的过程也是

导致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产生注意偏向的主要原因(Robinson, Berridge, 

2003)。 

2.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2.1 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启示 

先前的研究表明，相比中性线索，海洛因成瘾者在Stroop任务表现出对药物

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Franken et al., 2000)，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

偏向受到大脑内多巴胺系统的调节(Franken et al., 2004)，同时它也可以预测海洛

因依赖者接受脱毒治疗之后的复吸情况(Marissen et al., 2006)。而在电生理研究方

面的研究表明，相比中性图片，海洛因图片诱发了海洛因依赖者更显著的LPP 

(Franken et al., 2003)。此外，相比控制组，海洛因依赖者由海洛因相关图片诱发

的P300显著大于由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诱发的P300 (Lubman et al., 2008)。这些研

究充分说明，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感线索的认知加工存在异常。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以上这些研究通常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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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动观看的实验范式，不能收集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行为学数据，因此实

验也不能对ERP数据与行为学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同时也不能确定在

这些实验中诱发的ERP成分反映了海洛因对海洛因相关线索进行认知加工时注

意的哪些层面(Littel et al., 201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上ERP研究的关注点

都是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晚期加工模式，更多指向海洛因依赖者对药

物相关线索的维持加工，而很少考虑海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的选择性注意

功能。因此直到现在，对于海洛因依赖者而言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海洛

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是如何加工海洛因相关刺激和情绪刺激的？这一问题

在其他药物依赖性研究中这个问题也较少被考察，而且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达成

一致的结论。例如，Versace等人 (2011)采用被试呈现范式结合ERP技术研究了烟

草依赖者对烟草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动机性注意(Versace et al., 2011)。研究表

明烟草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药物相关线索具有注意加工优势，药物相关线索

和其他具有动机突显性的情绪线索一样，都可以在认知加工早期捕获烟草依赖者

的注意力。此外也有研究者在针对大麻依赖者的研究中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Asmaro, Carolan, & Liotti, 2014)，而在Dunning等人(2011)的研究中，可卡因戒断

者和，卡因非戒断者和控制组被试在观看可卡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

中性图片时，这两类可卡因依赖者较之控制组被试，并没有在认知加工早期对药

物相关线索表现出注意加工优势，并且这两类可卡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可

卡因相关线索的加工模式与其他情绪线索类似。同时，近年来也有研究显示海洛

因依赖者对情绪线索的加工具有类似于快感缺乏的病理性表现(Lubman et al., 

2008，Zijlstra et al., 2009)，有研究者认为海洛因依赖者对情绪线索的异常加工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海洛因依赖者重复长期的海洛因使用以及各种药物替代治疗导

致的，同时也不能排除这是海洛因依赖者由于吸食海洛因导致的各种神经障碍的

一种体现，同时也有可能这种快感缺乏症状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Lubman et al., 2009)。 

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索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异常加工机制，本研

究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加工模式。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积

极，消极，中性图片时的脑电活动。此外，为了克服被动呈现任务不能收集注意



 

- 16 - 

 

偏向行为数据的缺陷(Littel, Euser, Munafò, & Franken, 2012)，我们采用了近期在

药物成瘾领域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情绪Stroop任务的变式(Taake, Jaspers-Fayer, & 

Liotti, 2009; Carolan et al., 2014)。试验开始时，这些图片作为与实验任务无关的

刺激一一呈现，而被试需要忽略图片的含义，并对图片中央叠加的正方形色块的

颜色（红，黄，绿，蓝）进行快速准确的反应。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以及本文研

究的目的，本次研究主要考察了两种ERP成分：EPN和LPP。研究表明，在观看

情绪图片时，相比中性刺激，情绪刺激通常会诱发更大的EPN和LPP，这种现象

一般被解释为EPN和LPP反映了个体对具有动机突显性刺激的注意增强机制

(Schupp et al., 2000, 2003, 2004; Hajcak & Olvet, 2008; Foti et al., 2009)。值得注意

的是，EPN和LPP在情绪加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EPN一般起始于刺激呈现

后150ms并持续至300ms，它主要反映了认知加工早期的选择性注意过程，而LPP

一般起始于刺激呈现后450ms并在600ms达到波峰，它主要反映了认知加工过程

中个体对动机突显性刺激的注意维持加工。在本次研究中，EPN是重点考察的目

标成分，因为它对于鉴别药物成瘾个体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加工异常的加

工时程具有重要的作用(Lubman et al., 2008)。 

药物成瘾相关的诱因-易感化模型认为, 长期使用成瘾药物会改变与伏隔核

相关的脑系统的功能。而这种由于药物使用造成的伏隔核神经结构的长期改变

(可能是永久的)也是药物依赖者产生注意偏向的主要原因(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0)。而注意偏向一旦形成，又会通过各种认知途径作用于成瘾行为

(Franken, 2003)。例如，对使用药物的预期，对药物相关线索的自动检索等。因

此我们认为，相比控制组，海洛因依赖者会在认知加工早期仍会表现出对药物相

关线索的注意加工优势，即注意偏向。首先，在行为数据层面，相比控制组，海

洛因依赖者会对药物相关线索表现出更大的Stroop干扰效应（例如，更长的反应

时和更多的错误率）。其次，在ERP数据层面，海洛因依赖者由药物相关线索诱

发的EPN和LPP会显著大于控制组。  

2.2 研究意义 

2.2.1 现实意义 

海洛因作为一种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常见的毒品，具有毒性较大，成瘾性较强

等特点。更为严重的是，海洛因的复吸率居高不下，很多海洛因依赖者在接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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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治疗后，仍会陷入复吸的泥潭。因此海洛因依赖者在生理脱毒之后的复吸行为

仍然是当前我国戒毒工作中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同样复吸问题也成为了

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者们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药物成瘾领域展开了许

多海洛因依赖者认知特征的研究，研究发现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

偏向是药物成瘾的一个核心特质，它与海洛因吸食行为的维持和复吸都有着重要

的联系(Franken, 2003; Field & Cox,2008)。考察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刺激和

情绪刺激的异常加工模式可以为进一步揭示海洛因依赖者复吸问题的内在机制

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从而为解决海洛因依赖者的复吸问题打下基础，帮助海洛

因依赖者摆脱复吸的困扰。 

2.2.2 理论意义 

如果把注意偏向作为药物依赖的一个治疗目标的话，理解注意偏向背后的神

经机制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而且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行为学方法测量的注意偏向

在作为预测复吸的指标时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他们认为注意偏向的神经激活

可能更能胜任作为预测复吸这一任务。他们呼吁对注意偏向背后的神经机制进行

更深层次的研究，当前研究已经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

存在异常加工机制，其主要表现为海洛因依赖者的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那

么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又是什么？根据诱因——易感化理论

(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3) 、认知加工理论(Franken, 2003)，长期的药物

使用会使药物依赖者伏隔核的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产生多巴胺能反应。从而使药

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变得越来越敏感，这也是海洛因依赖者对海洛因相关线

索产生注意偏向的主要原因。研究已经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晚期对药物

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加工存在异常，然而关于海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

海洛因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加工是否存在异常；如果有，这种异常在大脑皮层

电位上有何种表现；这种认知加工究竟是受到意识控制的还是一种无意识加工；

这些问题在药物成瘾领域目前还不太清楚。因此，本次研究拟对海洛因依赖者在

观看海洛因图片和其他情绪图片时的早期皮层电位进行记录，观察海洛因依赖者

对这两种线索的早期认知加工是否存在异常，从而增进我们对海洛因依赖者注意

偏向的认识和理解，并通过和其他同类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讨论海洛因依赖

者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为药物成瘾领域相关理论的细化和发展提供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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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构想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ERPs技术结合改版的情绪Stroop范式，通过E-prime编写实验程

序，深入考察海洛因戒断者对药物相关刺激和情绪刺激的异常加工机制，进一步

探索毒品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药物相关线索的动机性注意，并考察海洛因依

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是否对情绪刺激加工存在异常模式。 

3.2 研究假设 

药物成瘾相关的诱因-易感化模型认为, 长期使用成瘾药物会改变与伏隔核

相关的脑系统的功能。而这种由于药物使用造成的伏隔核神经结构的长期改变

(可能是永久的)也是药物依赖者产生注意偏向的主要原因(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0)。而注意偏向一旦形成，又会通过各种认知途径作用于成瘾行为

(Franken, 2003)。例如，对使用药物的预期，对药物相关线索的自动检索等。 

因此我们认为，相比控制组，海洛因依赖者会在认知加工早期仍会表现出对

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加工优势，即注意偏向。首先，在行为数据层面，相比控制

组，海洛因依赖者会对药物相关线索表现出更大的Stroop干扰效应（例如，更长

的反应时和更多的错误率）。其次，在ERP数据方面，海洛因相关图片会有诱发

海洛因依赖者更大的EPN和LPP成分。  

3.3 研究流程 

实验首先筛选了来自甘肃省某强戒所的男性海洛因戒断者15名，并通过社会

招募的方式选取了在各方面均与实验组被试匹配的控制组被试15名。当被试来到

实验间时，首先对被试进行实验说明，例如如何准确的进行按键反应以及在ERP

实验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例如，禁止身体和头部出现大幅度的活动，频繁的眨眼

活动，集中注意力等)。正式实验开始时，被试戴好电极帽在单独的实验间进行

eStroop按键任务，首先被试要完成20个trials的练习实验，目的是为了确保被试

已经充分理解了整个实验流程以及被试的脑电记录情况是否正常，正式实验一共

包括320个trials，每个被试在完成160个trials后休息两分钟，接着继续进行实验，

直到实验结束。每个被试完成实验后，取下电极帽，要求填写与实验相关的重要

人口学特征资料，以及贝克抑郁问卷，贝克焦虑问卷，阿片成瘾严重程度量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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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洛因戒断者对药物相关线索与情绪线

索的动机性注意：来自ERPs的证据 

4.1 实验被试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研究。没有海洛因使用史的正常被试在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通过访谈和在线广告等方式招募。而海洛因戒断者选自兰

州市某药物成瘾康复中心。所有参与者提前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一共有 30

人参加本次试验（15 个海洛因戒断者和 15 个匹配的对照组，其具体的人口统计

学特征参见表 1）。所有的被试其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纳入标准中排除当前

或过去具有各种认知障碍，学习障碍，或其他精神障碍等。这 15 个海洛因戒断

者均符合 1994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 DSM-IV 诊断标准。诊断由该药物成瘾康

复中心进行核实并确认。戒断标准为过去的两周没有使用海洛因和其他具有依赖

性的药物。 这 15 名海洛因戒断者最近一次戒断的时间为 0.75±0.33 年，首次开

始使用海洛因的平均年龄为 31.67±8.20 岁, 使用海洛因的平均年限为 9.4±5.98

年。 在这些被试当中，有两名被试接收过美沙酮维持治疗，其使用剂量为

20-50mg，有四个被试使用过去痛片，曲马多等药物。 这些被试主要使用的成瘾

药物均为海洛因，但是其中的 5 例被试偶尔也使用过其他成瘾药物，比如冰毒和

K 粉。 对照组为 15 名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均与海洛因戒断组匹配的健康

志愿者。 

4.3 实验材料 

实验中所需的三类情绪图片选自国际标准化感情图片系统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s System) (IAPS; Lang, Bradley, & Cuthbert, 2005)，其中积极（例

如优美的风景，极限运动，家庭场景，微笑的脸孔等）、中性（例如生活用具，

中性的情绪表达等）、消极（例如具有威胁性的动物，车祸现场，暴力场景等）

三种图片各20张, 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的唤醒度均为中等水平。本次实验还选取

了来自互联网和视频、电影剪辑的海洛因相关图片20张（例如，吸食海洛因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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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吸食海洛因的场景等）。这80张图片尺寸统一为12 × 8 cm，图片分辨率均为

72像素/英寸，每张图片中央叠加有1 × 1 cm的正方形色块（红，黄，绿，蓝）。

最后，选取30名在校大学生对所选用图片进行SAM（Self-Assessment Manikin） 自

我评定（Bradley & Lang, 1994）。具体方法为使用电脑幻灯片的方式把所有图片

逐一呈现给被试让其对图片的唤醒度和愉悦度进行9级量表的主观评定。每个被

试都是针对所有图片在某一维度上进行评价结束后, 再对另一个一维度进行评

价。两个维度的评价顺序在所有被试之间做了平衡。在评定过程中针对两个维度

对被试进行了如果的解释说明：愉悦度代表看到这张图片时内心觉得愉快或不愉

快，愉快的程度越高, 评分越接近9, 越不愉快,评分越接近1。愉悦表示看到这张

图片的时候觉得快乐、高兴、喜悦、内心充满希望; 不愉悦表示看到这张图片的

时候觉得心情不高兴或难受、令人厌恶、悲伤、害怕或愤怒等。在唤醒度的评价

过程中对被试做如下的解释说明: 唤醒度代表看到这张图片时觉得很兴奋或提

不起精神。兴奋的程度越高, 评分越接近9, 越不兴奋, 评分越接近1。唤醒表示

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觉得兴奋或激动、令人振奋、很刺激代表唤醒; 不唤醒表示

看到这张图片时觉得内心很平静、有放松的感觉、或是没精神、迟钝、昏昏欲睡

等。评定结果为四类情绪图片的效价分别为积极图片7.35±0.49; 消极图片

2.38±0.33; 中性图片5.17±0.19；海洛因相关图片4.29±0.44。同时四类图片的唤醒

度分别为积极图片5.69±0.78; 消极图片6.13±1.02; 中性图片4.13±1.10；海洛因相

关图片5.70±1.25 (参见表2)。 

4.4 实验程序 

被试在进入实验室后，戴好电极帽, 坐在距离显示器80cm的椅子上并注视屏

幕中央。屏幕上呈现实验指导语, 告知被试实验中需要的注意的事项以及需要进

行的相关操作。每个trail的开始信号为屏幕中央出现的“+” 呈现时间500-1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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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呈现一个时间为200-400 ms的随机空屏; 然后随机呈现四类情绪图片中的任

意一张, 呈现时间为500ms，最后呈现一个时间为1000ms的空屏。实验中要求被

试在刺激呈现时，忽视背景图片的内容，只对图片中央的正方形色块进行快速准

确的按键反应(参见图1)。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用左手和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对

图片中叠加正方形色块在ERP设备的反应盒上进行按键反应(红，黄，绿，蓝四

种颜色分别对应反应盒按键的1，2，3，4)。实验过程中，每张情绪图片分别呈

现四次，不过该图片每次呈现时其叠加的色块颜色不同。每种情绪类型图片共80

个trials，每个被试总共完成320个trials，被试在完成160个trials后休息两分钟，然

后直至实验结束。每个被试在正式实验之前先要进行20 次的练习实验，使被试

充分了解实验过程以及避免练习效应对实验数据的干扰。 

实验结束后，这些被试还需要填写如下的问卷：贝克抑郁量表(BDI–II; Beck, 

Steer, & Brown, 1996)，贝克焦虑量表(Beck, Epstein, Brown, & Steer, 1988)。海洛

因依赖者还需额外填写阿片成瘾严重程度量表 (连智, 刘志民, 2003)。其中，贝

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主要用于考察被试的最近一周的情绪状态，用于筛选

和排除情绪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阿片成瘾严重程度量表用于对海洛因戒断者

的成瘾程度进行考察。 

4.5 EEG 记录与统计分析 

本本次实验中脑电的记录采用由美国的EGI公司生产的256导的EEG采集系

统来完成。在线滤波时的带通为0.1-100HZ。脑电信号的采样率为500HZ。ERP

脑电数据的记录采用Cz点作为参考电极。并且按照EGI系统的使用指南里面的要

求，本次实验中所有电极的阻值均低于50kΩ (Ferree, Luu, & Tucker, 2001)。 

本次实验EEG数据的离线处理采用EGI公司提供的Net Station数据分析软件

来完成。其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对采集到的EEG数据进行离线滤波，其中，高通

滤波为0.01HZ，低通滤波为30HZ。EEG数据的分析时程为刺激呈现前200ms，刺

激呈现后1000ms。坏导检测的标准为假如某一个导联的电位变化超过150μV则将

该导联标记为坏导。假如某一个trial中有超过10导联被标记为伪迹, 则剔除这个

trial的数据。同时假如某一个trial内其水平眼电的电位变化超过140μV，或者其垂

直眼电的电位变化超过55μV, 则剔除这个trial的数据。坏导替换则采用内插值算

法使用相邻导联道的值替代。然后对四种情绪类型的ERPs分段数据分别进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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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平均。并对每个trial的数据进行平均参考和基线校正，基线校正采用平均波幅

为200ms的基线间隔。选取代表性的电极采集点: 其中EPN的参考电极为(TP7，

P7，PO7，TP8，P8，PO8), LPP的参考电极为(C1, Cz, C2, CP1, CPz, CP2), 对脑

电数据分别进行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三因素分别为图片类型(4水平: 积

极、中性、消极、海洛因)、组别(2 水平: 海洛因戒断组、控制组), 参考电极(EPN

为TP7，P7，PO7，TP8，P8，PO8；LPP为C1, Cz, C2, CP1, CPz, CP2)。其中，

图片类型和参考点电极为组内因素，组别为组间因素。实验中所有的方差分析的

结果都采用Greenhouse-Geisser的校正p值，事后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统

计显著性水平定义为p<0.05。 

 

表 1. 实验所选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海洛因戒断者 

(n = 15) 

控制组 

(n = 15) 

男/女 15/0 15/0 

受教育程度 (年) 10.20 (1.90) 10.40 (3.68) 

年龄 (年) 38.40 (8.81) 38.14 (7.06) 

贝克抑郁问卷得分 19.07 (12.71) 17.33 (9.97) 

贝克焦虑问卷得分 9.60 (9.42) 6.80 (4.63) 

尼古丁依赖 (%) 100.00 66.67 

开始使用海洛因的年龄 (年) 31.67 (8.20) _ 

平均使用海洛因的时间 (年) 9.4 (5.98) _ 

最近一次戒断维持的时间 (年) 0.75(0.33)  

药物渴求水平 4.47 (3.94)  _ 

戒断之前每天使用海洛因的量 (克) 1.29 (0.7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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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所选图片和海洛因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  

图片 

类型 
效价 唤醒度  

M (SD) M (SD) 

海洛因图片 4.29 (0.44) 5.70 (1.25) 

积极图片 7.22 (0.45) 5.76 (0.89) 

消极图片 2.84 (0.82) 5.75 (0.7) 

中性图片 5.14 (0.55) 3.18 (0.75) 

 

 

 

                   

                                        

 

                               

                                                       

 

                                           

                                                                                

                                                                                                      

 

 

 

图 1：本次实验中 eStroop任务的流程图。 

 

5.实验结果 

5.1 人口统计学资料统计结果 

对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组间差异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海洛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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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和控制组在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p > .05)。同时，两组被

试在贝克抑郁问卷上面的总得分也没有显著差异，t(28)= 0.42, p> .05，两组被试

在贝克焦虑问卷上面的总得分也没有显著差，t(28)= 1.03, p>.05. 然而，两组被试

在是否具有烟草依赖特征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χ² = 6.00, p< .05。 

5.2 行为结果 

首先剔除所有被试反应错误的试次，其次根据三标准差法则，剔除所有被试

正确反应时的极端数据，整理结果如表 3 和表 4。我们可以看到，海洛因依赖者

在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四种条件下的准确率分别为

0.88±0.09ms，0.88±0.08ms，0.87±0.11ms，0.88±0.09ms；控制组在四种图片条件

下的准确率分别为 0.92±0.07ms，0.92±0.07ms，0.90±0.07ms，0.89±0.07ms。海

洛因依赖者在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四种条件下的平

均反应时分别为 617.34±58.95ms，614±60.84ms，620.58±60.52ms，

620.17±58.32ms；控制组被试在四种图片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

593.62±65.85ms，592.60±68.16ms，598.34±59.31ms，605.14±71.70ms。从以上数

据来看，两组被试在平均反应时和准确率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对被试的

准确率和反应时分别进行 2（被试类型：海洛因戒断组和控制组）×4（图片类型：

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

表 3，表 4)。被试反应的准确率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片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3，84) = 2.656，p = .057，ηp2 = .087。而被试类型和被试类型×图片类型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p > .10)。被试反应的反应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片类型的主

效应不显著，F(3，84) = 2.165，p = .106，ηp2 = .072，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28) = .848，p = .655，ηp2 = .018，被试类型与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

著，F(3，84) = .511，p = .106，ηp2 = .072。虽然海洛因依赖者在 eStroop 任务中

对四种图片的反应时都大于控制组，但是，这些差异都没有达到显著性统计水平。 

5.3 ERP 分析 

EPN 

如图 2 所示，相比中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 200-300ms 加工其它三类图片

时的 ERP 波形都出现了明显的负性偏转变化；而相比中性图片，控制组被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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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0ms 加工积极和消极图片时出现了明显的负性偏转变化。对两组被试由四

种图片诱发的 EPN 成分进行 2（被试类型：海洛因戒断组和控制组）×4（图片

类型：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6（参考电极：TP7，P7，

PO7，TP8，P8，PO8）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由于参考电极的主效应和

它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并不是本次实验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并未报告参考

电极的主效应和与之相关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图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84) = 9.579，p < .001，ηp2 = .255。相比中性图片和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

和消极图诱发了更负的 EPN 成分，而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1.000)。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28) = 2.102，p = .158，ηp2 = .07。

图片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3, 84) = 4.396，p < .01，ηp2 = .136。进

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如图 3），相比控制组，海洛因图片诱发了海洛

因依赖者更大的 EPN( p < .05)，而两组被试由其他三种图片诱发的 EPN 并无显

著差异( p > .05)。最后，为了进一步考察两组被试对四类图片的认知加工情况，

分别对两组被试进行 4（图片类型：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

片）×6（参考电极：TP7，P7，PO7，TP8，P8，PO8）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对于海洛因依赖者，海洛因图片和两种情绪图片诱发的 EPN 均

显著大于中性图片诱发的 EPN( p > .05)，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三者

诱发的 EPN 并没有显著差异(p = 1.000)。而对于控制组被试，相比中性图片，只

有积极图片诱发了更显著的 EPN(p < .001)。虽然控制组由消极图片诱发的 EPN

也大于中性图片，但是并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p = .355)。同时，相比海洛因

相关图片，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诱发了更为显著的 EPN 成分(p < .05, p < .01)，

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诱发的 EPN 成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1.00)。海洛因相关

图片和中性图片诱发的 EPN 也没有显著差异( p > .05)。同时为了更直接地观察

两类被试对四种图片的加工时的大脑神经活动，我们采用 Net Station 分析软件绘

制了两类被试在加工四种图片时的 EPN 成分的脑地形图。如图 4 所示，相比中

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 200-300ms 加工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

时在枕颞叶出现了明显的负性能量激活。而相比中性图片，控制组在 200-300ms

加工积极和消极图片时在枕颞叶出现了明显的负性能量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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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被试在行为学数据上的准确率  

图片 

类型 
海洛因组 控制组  

M (SD) M (SD) 

海洛因图片 0.88 (0.09) 0.92 (0.07) 

积极图片 0.88 (0.08) 0.92 (0.07) 

消极图片 0.87 (0.11) 0.90 (0.07) 

中性图片 0.88 (0.09) 0.89 (0.07) 

 

 

表 4. 两组被试在行为学数据上的反应时  

图片 

类型 
海洛因组 控制组 

M (SD) M (SD) 

海洛因图片 617.34(58.95) 593.62 (65.85) 

积极图片 614.79 (60.84) 592.60 (68.16) 

消极图片 620.58 (60.52) 598.34 (59.31) 

中性图片 620.17 (58.83) 605.14(71.70) 

 

LPP 

如图 2 所示，相比中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 450-600ms 加工其它三类图片

时的 ERP 波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正性增强；而相比中性图片，对照组被试在

450-600ms 加工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时其 ERP 波形表现出了明显的正性增强。对

两组被试由四种图片诱发的 LPP 成分进行 2（被试类型：海洛因戒断组和控制组）

×4（图片类型：海洛因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中性图片）×6（参考电极：

C1, Cz, C2, CP1, CPz, CP2）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片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F(3, 84) = 10.304，p < .001，ηp2 = .269。相比中性图片和海洛因图

片，积极图片和消极图诱发了更大的 LPP 成分，而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两者之

间无显著差异(p = 1.000)。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28) = .595，p = .447，

ηp2 = .021。图片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 84) = 1.901，p = .138，

ηp2 = .064。为了更直接地观察两类被试对四种图片的加工时的大脑神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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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 Net Station 分析软件绘制了两类被试在加工四种图片时的 LPP 成分的

脑地形图。如图 5 所示，相比中性图片，海洛因依赖者在 450-600ms 加工积极图

片和消极图片时在大脑中央部，顶叶处出现了明显的正性能量激活。控制组与海

洛因组在 450-600ms 时的脑地形图具有相同的能量激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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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in        Positive        Negative        Neutral 

图 2.两组被试在所选参考电极上由海洛因，积极，消极，中性图片在 eStroop任务中诱发的 ERP 平均波形。

EPN(上面)和 LPP(下面)。 

 

海洛因戒断者 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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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组被试在 eStroop 任务中由海洛因，积极，消极，中性图片诱发的 EPN (± SEM)平均波幅的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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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图:海洛因依赖者与控制组被试在 eStroop任务由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和中性图

片诱发的 EPN 成分的脑地形图（200-300ms）。下图：由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诱发的 EPN

减去中性图片诱发的 EPN的差异波脑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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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图:海洛因依赖者与控制组被试在 eStroop任务由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消极图片和中性图

片诱发的 LPP 成分的脑地形图（450-600ms）。下图：由海洛因相关图片，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诱发的 LPP

减去中性图片诱发的 LPP的差异波脑地形图。   

6. 讨论 

本研究主要采用 eStroop 范式结合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

在认知加工早期对海洛因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加工模式。我们推测，相比控制

组，海洛因依赖者会对药物相关线索表现出更多的 Stroop 干扰效应和电生理反

应激活，实验结果部分支持了我们的预测。与本研究的假设相反，在行为层面并

未发现两组被试有显著的差异。然而，本研究发现在电生理水平两组被试具有显

著的组间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在两组被试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进行认知

加工的早期(200–300ms)，出现了对药物相关线索，情绪线索，中性线索的选择

性加工，尽管在实验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忽视背景图片的含义，只对图片中央小

色块的颜色进行反应。 

6.1 行为学效应 

与我们的实验假设不一致，在行为学实验效应方面，我们并没有在 eStroop

任务中发现显著的 Stroop 干扰效应和组间效应，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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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本次实验 eStroop 任务中行为学层面 Stroop 干扰效应的缺失主要是由

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本次实验中选用的情绪图片都是中等唤醒度的图片，并

没有包括高唤醒度的情绪图片(例如，情色图片，断肢图片，车祸现场等)，这种

高唤醒度的图片通常可以诱发更为显著的情绪反应(Weinberg & Hajcak, 2010)。

其次，本次实验的样本量较小，这也导致统计检验力不足，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

过扩大实验样本量来考察这种 eStroop 的行为学效应。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种 Stroop 干扰效应的缺失可能与实验采用较长的试次间隔(intertrial interval, 

ITI)有重要的联系(例如，500ms 或 1000ms)。有研究表明在 ERP 或是 fMRI 这种

经常采用长 ITI 的情况下，会增加 Stroop 干扰效应缺失的风险(Van Hooff, Dietz, 

Sharma, & Bowman, 2008)。 

6.2 ERP 效应 

本次研究最主要的发现在电生理层面上，在观看海洛因相关图片时，海洛因

戒断者在枕颞叶诱发了显著的早期反应(EPN, 200–300 ms)，而控制组却没有这样

的效应出现。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海洛因戒断者组，相比中性图片，积极图片，

消极图片，海洛因相关图片都诱发了更显著的 EPN 成分，然而，对于控制组，

相比中性图片，只有积极图片诱发了更显著的 EPN 成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控制组，海洛因戒断者对海洛因相关图片诱发了显著的 EPN 成分，然而，

这种组间差异在其他三种图片中都没有出现。这一研究结果与 Versace 等人 2011

的研究结果有一致的部分：烟草戒断者在观看积极，消极，烟草相关图片时，积

极图片和烟草相关图片诱发了更为显著的 EPN 成分。这说明海洛因戒断者可以

像加工具有动机突显性的情绪图片那样，快速自动的加工海洛因相关图片。鉴于

对情绪刺激诱发的 EPN 成分反映了个体对情绪刺激的早期鉴别加工(Schupp, 

Flaisch, Stockburger, & Junghöfer, 2006)。因此，对于本次实验中出现的这一效应

的最合理解释应该是海洛因戒断者在早期的选择性加工中具有将注意力定向到

海洛因相关刺激上面的趋势。这进一步暗示了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异

常加工，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本次实验中出现的这种海洛因戒断者对海洛因相

关图片的优势加工是一种较为内隐的认知加工，因为在实验过程中，被试的注意

力是被指向到与刺激无关的加工任务中的(色块颜色判断任务)。然而，我们的研

究结果也与部分研究具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研究表明相比控制组，烟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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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者和可卡因依赖者并没有对药物相关图片表现出增强的 EPN效应(Littel & 

Franken, 2011; Dunning et al., 2011)。 

本次实验关于EPN的实验结果表明海洛因依赖者即使在戒断之后，他们仍然

对药物相关线索非常敏感，即使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这与来自海洛因依赖者

相关的fMRI研究结果一致：即使接收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海洛因依赖者在观

看海洛因图片时，其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和边缘脑区

(extended limbic system)仍然具有显著的激活。这说明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的异

常奖赏反应并没有在脱毒治疗后得到明显改善(Langleben et al., 2008)。我们认为

这种异常加工主要是由于海洛因依赖者长期的海洛因使用导致的大脑他们对药

物相关线索具有异常的敏感性(Robinson & Berridge, 1993, 2000)。这种海洛因依

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自动注意捕获在药物成瘾行为的维持和复吸行为的发生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自动化将可以弱化海洛因依赖者采用认知策略抵制成瘾

相关的药物渴求或抑制与成瘾相关的自动化行为的能力(Tiffany, 1990 ；Versace 

et al., 2011)。另外，来自于正常个体加工情绪刺激的fMRI研究表明，相比中性图

片，当被试被动观看快速呈现的情绪性图片时被试大脑的枕叶，颞叶和顶叶区域

出现了广泛而显著的激活(Junghöfer et al., 2002; Bradley et al., 2003)。这种在加工

情绪刺激时视觉系统的广范围增强激活可能反映了对具有动机突显性的情绪刺

激的易化加工(Bradley et al., 2003)。这些来自于情绪加工的fMRI研究结果与EPN

成分的溯源分析结果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有研究表明，EPN成分的溯源结果显

示其主要定位于颞叶，枕叶，顶叶三个脑部区域 (Junghöfer, Bradley, Elbert, & 

Lang, 2001). 因此， 本次实验中观察到的海洛因戒断者由药物线索诱发的增强

的EPN反应可能暗示了海洛因戒断者在早期的感知觉加工阶段对药物线索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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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工，同时这种易化加工可能与海洛因依赖者在观看海洛因图片时其视觉系统

的广泛激活有关。这也需要今后的研究通过ERP与fMRI融合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

考察。 

LPP一般被理解为对具有动机突显性刺激的注意维持加工(Schupp et al., 

2000, 2003a, 2004b; Hajcak et al., 2007; Hajcak & Olvet, 2008; Foti et al., 2009)。但

是，与我们的预测相反，本次研究中海洛因使用者由海洛因图片诱发的LPP与控

制组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当前的许多研究结论并不相符：药物依赖戒断

者通常会对药物相关图片表现出增强的LPP反应(Franken et al., 2003, 2004, 2008; 

Dunning et al., 2011)。我们认为这一实验结果然而，Asmaro等人(2014)采用eStroop

考察慢性大麻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研究中，大麻依赖者由药物相

关图片诱发的LPP振幅与控制组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来自于其他临床特殊群

体的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结果。例如来自于肥胖症(Nijs, Franken, & Muris, 2008, 

2010)和巧克力成瘾群体(Asmaro et al., 2012)的研究发现，实验中由引发食欲的刺

激诱发的LPP振幅并不受肥胖特征或渴求状态的影响。所以他们把LPP解释为一

种对具有突显性或实验中的相关刺激进行意识控制加工的阶段(Asmaro et al., 

2012, 2014; Nijs et al., 2010)。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研究中的LPP可能也反映了一

种更多受到意识控制的，对具有高突显性刺激的加工阶段。总之，目前对于LPP

的结果和解释的差异也表明了进一步研究LPP调制机制的本质以及LPP和突显性

刺激之间的真实联系的重要性。 

7.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对于海洛因依赖者而言，海洛因图片和具有动机突显性

的情绪图片一样，具有攫取动机性注意的特质。海洛因戒断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

海洛因相关线索仍然具有敏感的易化加工效应存在。这说明由于吸毒造成大脑相

关结构功能的长期而持久的改变，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的异常奖赏机制也会长期

存在。即使他们处于戒断状态，这种对药物线索的异常敏感性仍然会使他们具有

很高的复吸风险。此外，EPN 作为一种电生理成分，它或许能够成为一种预测

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或成瘾严重程度的良好指标。 

8.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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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总共只有30名被

试。这可能会降低实验的统计检验力，从而不能对实验因素之间和两组被试之间

的真实差异进行精准的检验。本次实验中并未观察在两组被试中观察到显著的

Stroop干扰效应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同时，教小的样本量也会降低本

次研究结论的外推效度。所以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能需要更大的样本来考察这种

群组之间的认知加工差异。其次，由于实验组被试的特殊性，所以本次研究的被

试只包括了男性被试。虽然药物依赖群体中男性比例往往高于女性，选取男性被

试可能更具代表性，同时这样也可以排除与性别相关的，会对实验结果造成潜在

影响的敏感性因素(Asmaro et al., 2014)，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本次研究结果和结

论的外推效度受到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实验中加入女性被试，考察海洛因依

赖者对药物线索异常加工的性别差异。此外，这项研究中选用的被试都处于海洛

因戒断阶段，实验设计中并未考虑未戒断的海洛因依赖者与戒断的海洛因依赖者

的横向比较。来自于可卡因依赖者的ERP研究表明，对情绪刺激的快感缺乏症状

主要表现在那些未戒断的可卡因依赖者身上(Dunning et al., 2010)。因此通过对这

两种类型的海洛因依赖者进行这种横向比较研究，可能会对我们理解戒断症状对

海洛因依赖者情绪加工能力的影响有所帮助。今后的ERP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考

察海洛因未戒断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认知加工模式是否和海洛因戒

断者相似，或是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最后，本次研究并未在设计中考虑到

通过ERP溯源分析来定位海洛因依赖者加工药物线索时的脑区激活情况。进一步

的研究可以通过ERP溯源分析来定位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线索的异常加工所涉

及的脑区，从而可以通过与相关的fMRI研究进行分析比较，互相印证。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意义。本研究主

要考察了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和情绪线索的加工模式，并重点揭示了海

洛因依赖者在认知加工早期对具有动机突显性刺激的加工过程。该研究结果对当

前药物成瘾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补充性，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海

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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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被试知情同意书 

为了让您进一步了解毒品对自身胜利，心理的危害性，帮助您彻底戒除毒瘾，

您现在自愿参加的是一项通过计算机技术和 ERP 设备来研究个体情绪加工能力

的实验。 

整个实验过程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调查；第二部分为实验阶段，在

这一阶段我们将进行 20 分钟左右（不包含准备阶段）。 

整个实验过程完全无伤害，实验过程中没有任何风险。所有与您接触的实验

材料都经过消毒处理。我们尽可能保证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舒适。参与本实

验是完全自愿的，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实验而不受任何惩罚。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从认知神经层面来了解海洛因成瘾者戒断后的情绪加

工能力，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需要您集中注意，严格执行实验要求，以保证实验结

果的可靠性。 

    实验中得到的任何信息和数据我们只会用于科学界的文章里，但这些文章里

不会出现您的姓名或任何有关您身份的信息。所有记录的机密性将依法达到最高

程度。为了保护您的隐私，所有资料都以编号而不用姓名存档。 

被试声明 

我声明我已经被告知本研究的目的、过程，我的所有问题得到满意的回答，

我已经详细阅读了被试知情同意书。 

我下面的签名表明我愿意参加本研究。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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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阿片成瘾严重程度量表 

您好！欢迎参加本次问卷调查，请您将自己实际的想法、做法与题目所陈

述的情况相对照，然后选择一个与自己的实际最接近的答案。如果您能认真回

答每一道题目，我们将不胜感激。您的答案不会记入任何档案，我们会为您保

密，请放心填写。 

一、一般情况 

1.编号：               

2.年龄：        岁 

3.性别：①男    ②女 

4.名族：①汉    ②其他民族（请注明）            

5.文化程度：①文盲/半文盲    ②小学    ③初中    ④高中/职高/中专/技校    

⑤大专     ⑥大学本科      ⑦本科以上 

6.职业：①无业    ②个体经商    ③服务行业（请注明）          

④工人    ⑤公司职员    ⑥学生       ⑦农民       ⑧科教文卫

工作者   

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⑩其他            

7.婚姻状况：①未婚   ②未婚同居   ③已婚   ④分居   ⑤离婚   ⑥丧偶   

⑦再婚 

8. 家庭所在地：城镇 / 农村        家庭类型：单亲 / 非单亲      独生子

女：是 / 否   

9.第一次吸毒的时间：          年     月       成瘾年限：          年     

月 

  第一次戒毒的时间：          年     月       戒毒年限：          年     

月 

  是否复吸：是 / 否               复吸次数：                  复吸年限：         

10.曾经使用的毒品种类（可多选）： 

（1）海洛因（黄皮/白粉）  （2）鸦片      （3）杜冷丁  （4）吗啡   （5）

美沙酮   

（6）二氢埃托啡     （7）丁丙诺啡    （8）安定     （9）去痛片     （10）

速可眠   

（11）曲马多   （12）三唑仑   （13）摇头丸  （14）冰毒  （15）可卡因  （16）

大麻  （17）安钠钾   （18）麻黄素   （19）强痛定  （20）氯胺酮（K粉） 

（21）其他             

11.最近一年里最常用使用的毒品有（可多填）：                             

二、在以下的量表内容中选择一项最符合你情况的答案，在所选答案上划“√” 

1.你在进入戒毒所前使用毒品的次数： 

（0）偶尔使用（如每周 1次或更少） 

（1）不是每天必须使用（每周有 2~5次） 

（2）每天必须使用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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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天必须使用 3 次或 3次以上 

2.你在入戒毒所之前每天吸海洛因的量： 

（0）不到 0.1克    （1）0.1~0.3克    （2）0.4克~1.0克之间      （3）

1.0克以上 

3.你每天睡醒后第一次吸毒的时间： 

（0）1 小时以后     （1）半小时~1小时    （2）10~30分钟      （ 3）

10分钟之内 

4．下面这条横线从左到右表示对毒品的渴求程度由轻到重，横线最左端表示对

毒品无任何渴求，最右端表示对毒品强烈渴求。根据你入戒毒所之前对毒品的渴

求程度，在横线上的相应地方划“×”，并写出相应数字: 

                                                                 

无渴求 0                                                       10 强烈

渴求 

5．你到正规戒毒机构（戒毒所或劳教所）戒过几次毒？ 

（0）第一次       （1）2~3次      （2）4~5 次         （3）6次以上 

6.你在一天中花在毒品上的时间（包括找毒品、吸毒、想毒等）： 

（0）没有特别考虑过 

（1）少部分时间 

（2）大部分时间 

（3）整体找毒品、吸毒和想毒 

7.同吸毒前比较，吸毒后你的健康状况： 

（0）无变化      （1）差一些      （2）差不多       （3）非常差 

8.同吸毒前比较，吸毒后你的性生活及性欲变化： 

（0）无变化 

（1）性欲减弱，性生活次数略有减少 

（2）性欲明显减弱，性生活次数明显减少 

（3）性欲消失，无性生活 

女性月经变化：（0）无改变    （1）间隔延长或缩短    （2）无规律    （3）

停经 

9.吸毒后你是否觉得生活没意思，高兴不起来，对工作、娱乐、生活兴趣下降？ 

（0）没有      （1）偶尔       （2）有时          （3）经常 

10.吸毒对你工作或学习（包括经商、做家务等）的影响： 

（0）无影响 

（1）受很少影响 

（2）受到一些影响，但尚能坚持工作或学习 

（3）受到极大影响，不能工作或学习 

11．你是否因为吸毒同家人或朋友发生过矛盾？ 

（0）从未有过任何矛盾 

（1）偶尔发生矛盾 

（2）经常发生矛盾 

（3）发生严重矛盾（如婚姻破裂，本人离家出走，与家庭断绝关系） 

12.是否因为吸毒影响了你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如亲戚朋友的婚礼）？ 

（0）不影响，都参加 

（1）大部分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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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部分都不参加 

（3）对任何活动都没兴趣参加 

 

 

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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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Beck抑郁问卷  

指导语：这个问卷由许多组项目组成，请仔细看每组的项目，然后在每组内选择最适合你现

在情况（最近一周，包括今天）的一项描述，并将那个数字写在答案一栏中。请先读完每一

组的各项叙述，然后选择0－3中的一项。 

 
 答 案 

A 
0.我不感到忧愁  

 
1.我感到忧愁  

 
2.我整天都感到忧愁，以致我不能忍受  

 
3.我非常忧伤或不愉快，以致我不能忍受  

B 
0.对于将来我不感到悲观  

 
1.我对将来感到悲观  

 
2.我感到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3.我感到将来无望，事事都不能改变  

C 
0.我不象一个失败者  

 
1.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失败的次数多些  

 
2.当我回首过去我看到的是许多失败  

 
3.我感到我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人  

D 
0.我对事物象往常一样满意  

 
1.我对事物不像往常一样满意  

 
2.我不再对任何事物感到真正的满意  

 
3.我对每件事都不满意或讨厌  

E 
0.我没有特别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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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内我感到内疚  

 
2.在部分时间里我感到内疚  

 
3.我时刻感到内疚  

F 
0.我没有感到正在受惩罚  

 
1.我感到我可能受惩罚  

 
2.我预感会受惩罚  

 
3.我感到我正在受惩罚  

G 
0.我感到我并不使人失望  

 
1.我对自己失望  

 
2.我讨厌自己  

 
3.我痛恨自己  

H 
0.我感觉我并不比别人差  

 
1.我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常自我反省  

 
2.我经常责备自己的过失  

 
3.每次发生糟糕的事我都责备自己  

I 
0.我没有任何自杀的想法  

 
1.我有自杀的念头但不会真去自杀  

 
2.我很想自杀  

 
3.如果我有机会我就会自杀  

J 
0.我并不比以往爱哭  

 
1.我现在比以前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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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我经常哭  

 
3.我以往能哭，但现在即使我想哭也哭不出来  

K 
0.我并不比以往容易激惹  

 
1.我比以往容易激惹或容易生气  

 
2.我现在经常容易发火  

 
3.以往能激惹我的那些事情现在则完全不能激惹我  

L 
0.我对他人的兴趣没有减少  

 
1.我对他人的兴趣比以往减少了  

 
2.我对他人失去了大部分兴趣  

 
3.我对他人现在毫无兴趣  

M 
0.我与以往一样能作决定  

 
1.我现在作决定没有以前果断  

 
2.我现在作决定比以前困难得多  

 
3.我现在完全不能作决定  

N 
0.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和以前差不多  

 
1.我担心我看上去老了或没有以前好看了  

 
2.我觉得我的外貌变得不好看了，而且是永久性的改变  

 
3.我认为我看上去很丑了  

O 
0.我能象以往一样工作  

 
1.我要经一番特别努力才能开始做事  

 
2.我做任何事都必须做很大的努力，强迫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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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完全不能工作  

P 
0.我睡眠象以往一样好  

 
1.我睡眠没有以往那样好  

 
2.我比往常早醒1~2小时，再入睡有困难  

 
3.我比往常早醒几个小时，且不能再入睡  

Q 
0.我现在并不比以往感到容易疲劳  

 
1.我现在比以往容易疲劳  

 
2.我做任何事都容易疲劳  

 
3.我太疲劳了以致我不能做任何事情  

R 
0.我的食欲与以前一样好  

 
1.我现在食欲没有往常那样好  

 
2.我的食欲现在差多了  

 
3.我完全没有食欲了  

S 
0.我最近没有明显的体重减轻  

 
1.我体重下降超过5斤  

 
2.我体重下降超过10斤  

 
3.我体重下降超过15斤，我在控制饮食来减轻体重（是）（否） 

T 
0.与以往比我并不过分担心身体健康  

 
1.我担心我身体的毛病如疼痛、反胃及便秘  

 
2.我很着急身体的毛病而妨碍我思考其他问题  

 
3.我非常着急身体疾病，以致不能思考任何其它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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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0.我的性欲最近没有什么变化  

 
1.我的性欲比以往差些  

 
2.现在我的性欲比以往减退了许多  

 
3.我完全丧失了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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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贝克焦虑量表（BAI） 

                                            

                                                  

请根据你“现在或过去一周”的情况，独立地、不受任何人影响下完成下列

问题的回答。 

 

 无 轻度 

无多大

烦扰 

中度 

感到不适但尚

能忍受 

重度 

只能勉强

忍受 

1.麻木或刺痛。 1 2 3 4 

2.感到发热。     

3.腿部颤抖。     

4.不能放松。     

5.害怕发生不好的事情。     

6.头晕。     

7.心悸或心率加快。     

8.心神不定。     

9.惊吓。     

10.紧张。     

11.窒息感。     

12.手发抖。     

13.摇晃。     

14.害怕失控。     

15.呼吸困难。     

16.害怕快要死去。     

17.恐慌。     

18.消化不良或腹部不适。     

19.昏厥。     

20.脸发红。     

21.出汗（不是因暑热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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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知不觉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已经转瞬即逝，伴随着毕业论文完成，自己的

学生生涯也即将告一段落。回想在西北师范大学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对心理

学这一神奇学科的热爱之心有增无减。通过这三年对心理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的学习，我不但收获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这些知识也对我的思考方式和为人

处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碰到各种问题时，我已经逐渐习惯于用心理学

的思考方式去看待和理解它们，这也算是研究生学习生活带给我的另一份惊喜。

最终，对心理学的热爱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促使我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它基本

包括了自己这三年以来所掌握的心理学理论知识和其研究方法的应用。我希望自

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只是为了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而且还能为心理学相关领域研

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一些参考，这才是多年学习最神圣的意义。 

本文能够顺利完成，完全得益于我最尊敬的导师——杨玲教授的悉心指导和

关怀。她那严肃的科研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都深深地

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这篇毕业论文的选题到开题答辩，再到最终完成，杨老师都

始终给予我认真指导和不懈支持。杨老师不仅在学业上助我前行，而且在做人和

处事方面也对我教导良多，在此谨向杨老师致以诚挚感谢和崇高敬意。 

想来三年时光真是飞快，作为一个从其他学科跨到心理学的学生，自己始终

对自己是否能适应心理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并在学业上有所收获而感到焦虑。值得

庆幸的是，杨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跨专业背景而对我疏于教导，她反而一直鼓励

我，让我尽快熟悉这一领域并规划好研究生三年的学习计划和方案。为了能够让

我在学业上不断成长，导师通过各种渠道为我提供发展平台。刚刚入学之时，导

师便督促我要尽快熟悉该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掌握其研究方法，同时也指导我如何

写作规范的心理学科研论文。研二二的时候，导师更是出资让我去学习事件相关

电位技术，为自己今后的科研工作打好基础。对于一个硕士生而言，这样的机会

弥足珍贵，非常感谢杨老师能够为我提供这样的发展平台。在研究生第二年的时

候，我申请了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并最终获得了这一殊荣，我深知，这一切

的背后都离不开杨老师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凡此种种，数不胜数，三年中的点滴

故事，都凝结着导师对我的关心之情，我将铭记于心。无论今后走上哪一种工作

岗位，杨老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品质都会时刻教导我，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此

外，心理学院的赵鑫老师和舒跃育老师在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给我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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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帮助，他们站在博士的高度上从理学基础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角度，

把自己的所学所感倾囊相授。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激，从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一个优秀的博士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 

在研究生院的三年时光中，除了学习，我也认识了许多同学和朋友，无论是

日常生活还是学习交流，你们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也让我学到很多。我要感谢与

我朝夕相伴的同系好友张更生，周艳艳，党宝宝，张奋。我要感谢同系的师兄师

姐师弟师妹：张娟娟，徐琼英，苏波波，柳斌，蔡乐越等，你们在学业上帮助我，

在生活中为我带来欢笑，那一幕幕将永驻我心中。我要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 12 级硕士的全体同学，谢谢你们送给我这样一个温馨团结的大家庭，曾经一

起结伴出游，曾经一起聚餐欢笑。 

应该感谢的师长与朋友还有许多，千言万语也无法言尽，谢谢你们的无私帮

助，我一定再接再厉，不辜负各位的期望！最后，谢谢亲爱的爸爸妈妈将我抚养

成人，你们辛苦了，因为你们的无私，我才能走到今天，才能认识那么多师长和

朋友，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