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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自闭症儿童面孔 －表情识别与
加工的眼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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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眼动技术被引入自闭症面孔 －表情识别与加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

究，为探讨自闭症认知机制提供了支持。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纳，发现当前研究存在研究

范式单一、研究材料较简单、结果解释缺乏内在心理机制的探讨等问题。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可采用动

态材料进行实验，将眼动与ＥＲＰ、ＦＭＲＩ等技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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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症 （Ａｕｔｉｓｍ）是一种广泛性神经发育障
碍，一般发病于３岁之前，近年来，发病率逐年攀
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ＤＣ）２０１４年公布
自闭症发病率为１∶６８［１］，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ＣＨＳ）

２０１５年提出美国自闭症的发病率达 １∶４５［２］，这一
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教师以及研究者对自闭

症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社会交往障碍是自闭症三大

核心障碍之一，面孔在社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

人与人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

息，根据表情来推测他人内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个体的社交能力，但自闭症儿童在社交信息的

辨识与处理中较为困难，缺乏与他人的眼神接触，

难以表现出和社交场景相契合的面部姿态、语言表

达等［３］，由此，面孔 －表情研究成为自闭症领域
的焦点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从社交

障碍背后的心理理论缺陷过渡到关注认知加工策略

缺陷，在此过程中，眼动技术也作为一种新的范式

引入自闭症领域，眼动研究即通过眼动仪记录被试

眼动轨迹，分析相关眼动指标 （如注视时间、注

视次数、眼跳次数等）探析个体内在认知过程。

眼动研究的主体聚焦于自闭症对社交场景以及

面孔－表情的注视模式上，眼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克
服自闭症传统诊断方法中主观性较强的缺点，客观

反映自闭症的面孔加工异常，为探讨自闭症社交障

碍的生物标记和内在病因机制提供一种有效的

方法。

基于此，本文整理了国内自闭症面孔－表情识别
的相关文献，并根据文献特点，从被试、研究材料、

研究工具、研究设计、眼动指标、研究结果等维度进

行分类归纳，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自闭症儿童面孔－表情加工眼动研究现状

本研究文献检索分为以下三步：首先，采用专

业检索的方式，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输入 “（ＴＩ＝
自闭症 ＯＲＴＩ＝自闭症）ＡＮＤ（ＳＵ＝面孔 ＯＲＳＵ＝
面部 ＯＲＳＵ＝情绪 ＯＲＳＵ＝表情）ＡＮＤＳＵ＝眼动”
进行检索，年份不限，获得文献５３篇；其次，浏
览全文，对初始文献进行逐一检验，筛选出符合主

题文献２９篇；最后，为避免以上检索可能存在遗
漏某些文献的情况，因此，笔者查阅２９篇文献的
参考文献，通过文献追踪再次获得符合标准的文献

２篇，最终共计有３１篇文献纳入本次分析 （期刊

论文１５篇、硕士论文１３篇、博士论文３篇）。
文献整体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朱楠 （２０１６）

指出我国特殊教育领域的眼动研究始于２００４年［４］，

而自闭症面孔识别与加工的眼动研究始于２０１０年，
相比之下，稍显迟滞。发表机构主要以闽南师范大

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主。

表１　自闭症面孔－表情识别与加工眼动研究文献年份—机构分布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篇数 １ ２ ６ ５ ３ ７ ５ ２ ０ ３１

机构
闽南

师大

天津

师大

华东

师大

陕西

师大

漳州

师范

杭州

师大

康复

中心

浙江

师大
其他 总计

数量 ８ ２ ５ ２ ３ ３ ２ ２ ４ ３１

　　注：表内 “其他”指西南大学、浙江理工大、新疆师大、福建师大等各１篇。

二、自闭症儿童面孔－表情加工眼动研究方法

（一）被试

　　 就实验范式而言，在３１篇文献中，仅有３篇
研究采用自闭症儿童单组实验，其余２８篇采用对
照研究，其中，２３篇研究选取自闭症儿童和普通
儿童进行对照，１篇选取自闭症与聋哑组进行对
照，３篇选取自闭症分别于普通儿童、智障儿童进
行对照，１篇选取自闭症分别于普通组、聋哑组
对照。

就年龄而言，自闭症儿童介于２９岁至１６岁
之间，如按学龄阶段划分，研究多以学前和小学阶

段儿童为被试 （各占１４篇），此阶段儿童可塑性
较强，接受的干预训练相对较少，通过眼动实验，

更能凸显研究效果以及自闭症的特征差异，因此更

受研究者青睐，而初中阶段仅有４篇研究。

就性别而言，男生明显多于女生，除６篇研

究没有报告性别信息外，共有自闭症儿童９５２人，

男生８４１人，占总人数的８８３４％，这与自闭症发
病率性别差异有关，自闭症发生率男生高于女

生［５］，我国中山医科大学 （２００１）的临床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为男７７比女１［６］。

（二）研究材料

３１篇研究中的材料一般源于中国化情绪图片

系统 （ＣＡＰＳ），但为了根据实际情况并能更好地进

行实验，一部分材料由研究者自行拍摄编制，包括

社交场景图片、风景图片以及面孔图片三大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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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拍摄的图片需经过计算机软件处理，尽量排除照

片大小、饱和度、色调等干扰变量的影响。其中面

孔图片主要分为以下维度： （１）真人、卡通、简
笔画面孔； （２）自我面孔、熟悉面孔、新面孔、
陌生面孔；（３）本族面孔、异族面孔；（４）愤怒、
恐惧、悲伤、惊讶、中性、愉悦／高兴／开心、生气
情绪面孔； （５）不同视角面孔 （直视、左右各斜

视３０°、６０°）；（６）不同削弱度面孔 （无削弱、削

弱度一、削弱度二；无削弱、眼部削弱一、眼部削

弱二、嘴部削弱一、嘴部削弱二）。

（三）研究工具

如表２所示，自闭症儿童面孔－表情识别与加

工研究中最早使用也是使用最多的眼动仪是 ｔｏｂｉｉ
系列，这与国内特殊教育领域眼动仪使用情况基本

一致。其中，最常使用的型号是 ｔｏｂｉｉ１２０（占
５８０６％），该眼动系统评价准确率为０５，可追踪

双眼，频率为１２０ＨＺ［７］２４。其次为ＴｏｂｉｉＸ１２０型号，

此款分离式眼动仪可进行双眼追踪，五点定标，采

样率为１２０ＨＺ［８］２７，被试眼动数据的分析采用与仪

器配套的ｔｏｂｉｉｓｔｕｄｉｏ软件。

表２　眼动仪分布一览表

眼动仪型号 使用频次／次
青研ＥｙｅＬａｂ １
Ｔｏｂｉｉ１２０ １８
ＴｏｂｉｉＴ６０ １
ＴｏｂｉｉＴ１２０ ２
ＴｏｂｉｉＸ１２０ ４
ＴｏｂｉｉＸ６０ １
Ｔｏｂｉｉ－１７５０ １
ＳＭＩＲＥＤ ２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６０００ １

（四）研究设计

如表３所示，在３１篇文献的６４个研究中，大

多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占６０％），组间变量
为被试类型，包括自闭症组、聋哑组、正常组或智

障组。组内变量依据研究问题和目的不同而变化，

综合文献一般包括面孔情绪类型 （如悲伤、高兴、

愤怒等）、面孔熟悉度 （如陌生、熟悉）、面孔区

域 （如眼部、嘴部、鼻子）、表情削弱度 （无削

弱、削弱一、削弱二）等。研究中单因素和四因

素设计相对较少。

表３　自闭症面孔－表情识别与加工眼动研究实验设计一览表

实验设计 频次／次
单因素实验设计 ３

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３８
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１６
四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１

其他 ６

（五）眼动指标

就指标数量而言，如表４所示，大部分研究使
用３种眼动指标，共有１１个研究采用了２种和６种
眼动指标，平均每个研究使用３～４种指标。另外，
有研究［９－１２］结合眼动同时采用如下指标：认知实验

中的准确反应时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ＲＴ）———即正确
点击目标区的行为反应时间、表情识别率、预期的

百分比———即预期值个数除以被试观看图片的有效

张数，以此更为详尽地揭示眼动数据。确定分析指

标时要划分兴趣区 （Ａｒｅａ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ＯＩｓ），在具
体研究中，ＡＯＩ的界定要依据研究内容和假设而定，
经文献分析发现，自闭症儿童面孔识别与加工的眼

动研究中确定的 ＡＯＩ主要有：面孔、眼睛、嘴巴、
鼻子、嘴部以及整张图片。

表４　眼动指标使用数量一览表

指标数／个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研究数／个 ７ １１ １７ ８ １２ １１

各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和实验设计采用了不同的

眼动指标 （如表５所示）。受翻译等因素影响，研
究中可能对同一指标的描述存在差异，笔者通过综

合文献，对目前国内自闭症儿童面孔识别与加工的

眼动研究指标做以下整理归纳。据相关研究将眼动

指标分为时间、空间两个维度［１３］，此外，注视

（比）率作为指标被采用了８次，包括注视时间比
和注视点数比。

时间维度指标使用得最多 （占 ７０３７％），包
括：（１）注视时间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Ｆｉｘ
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ＦＬ），指目光首次注视到兴趣区到目光
离开兴趣区的时间。（２）总注视时间 （Ｗｈｏｌ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Ｏ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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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ＦＤ），又称为观看总时
间或总停留时间，指从刺激呈现到结束整个过程

中，落到兴趣区所有注视点的时间总和，包括注视

时间、回视时间以及眼跳时间。（３）首次注视
（持续）时间 （Ｆｉｒｓｔ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ＦＤ），指
通过兴趣区第一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 （４）首次
注视前时间 （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ｒｓｔ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ＴＦＦ），又称为
搜索时间、首进入时间或觉察前时间，指第一次进

入兴趣区所需要的时间。（５）平均注视时间 （Ａｖ
ｅｒａｇｅ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Ｄ），指从刺激呈现到消
失，兴趣区内每个注视点的平均持续时间。

空间维度指标占２６７３％，其中，眼跳指标被
采用１次，较多研究采用注视次数指标，包括：

（１）注视点数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ＦＣ），又称注视次
数，指被试目光首次注视到兴趣区到目光离开兴趣

区的注视次数。（２）前注视点数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
ＦＢ），又称搜索点数或觉察前注视点数，指从刺激
呈现到被试首次看到兴趣区之间的注视次数。（３）
总注视次数 （Ｔｏｔ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ＴＦＣ），指从刺
激呈现到消失，在兴趣区所有注视点总和，包括

注视次数和回视次数。综合可见，在所有指标

中，注视时间采用最多，为 ５３次，其次为首视
前时间 （４５次）、总注视时间 （４４次）、注视点
数 （４１次）、首视时间 （２６次）、前注视点数
（２１次）。ＦＢ、ＴＦＦ为面孔觉察指标，其余为面
孔加工指标。

表５　眼动指标使用一览表

眼动指标 频次／次 频率／％

注视时间 （７０３７％）

注视时间 （ＦＤ／ＦＬ）
总注视时间 （ＷＯＴ／ＯＬ／ＴＦＤ）
首次注视时间 （ＦＦＤ）
首次注视前时间 （ＴＦＦ）
平均注视时间 （ＡＦＤ）

５３
４４
２６
４５
３

２１８１
１８１０
１０６９
１８５１
１２３

注视次数 （２６３３％）
注视点数 （ＦＣ）
前注视点数 （ＦＢ）
总注视次数 （ＴＦＣ）

４１
２１
２

１６４６
８６４
０８２

眼跳 （０４１％）　　 眼跳次数 １ ０４１
注视比率 （３２９％）　 注视时间比、注视点数比 ８ ３２９

三、自闭症儿童面孔－表情加工眼动研究结果

（一）面孔觉察

　　 从场景中觉察到面孔是获取社交信息最为关
键的一步，陈顺森等人 （２０１５）发现，自闭症幼
儿觉察非生命刺激的时间要长于觉察面孔的时间，

体现出对面孔的注意偏向［１４］。白丽 （２０１５）认为
自闭症儿童面孔识别障碍严重于非面孔识别障碍，

并具有一定领域特异性，且相对于低记忆负荷任

务，其在高记忆状态下的面孔识别障碍更为严

重［１５］。在面孔觉察时间上，研究结果迥异，金丽

（２０１１）在研究中显示自闭症儿童觉察到面孔所用
时间与普通儿童无显著差异［１６］，但也有研究认为

自闭症面孔觉察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速度显著慢

于对照组，但对面孔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比率都要

少于正常儿童［１７－１８］。自闭症儿童的面孔辨别能力

低［１９］，对社交场景中面孔等社交信息区域的注视

少于对前景以及背景等非社会信息区域的注视［２０］，

说明ＡＳＤ没有像正常儿童一样建立起面孔加工的
专家化技能，但通过语言提示等辅助策略能在一定

程度上得以改善。在面孔觉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主

要有两个趋向：其一，在不同背景面孔中，自闭症

儿童对面孔的搜索并不受背景语义不一致以及面孔

关系变化的干扰，但正常儿童却受此影响，乱序背

景会使正常儿童的搜索时间变长［２１－２２］。但易莉

（２０１４）认为面孔背景不同影响了自闭症儿童的面
孔辨别力和眼跳轨迹；其二，在不同熟悉程度面孔

中，自闭症对熟悉面孔的识别能力较好，且与普通

儿童的加工方式类似，这说明自闭症面部表情识别

稍有不足，但并非先天缺陷，此研究结果支持面部

加工的特殊策略假说［２３］９０６。自闭症对熟悉面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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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先觉察效应，但对其注视时间更长。

（二）面孔加工

在觉察面孔之后，自闭症儿童注视面孔的时间

少于普通儿童。大多数研究显示自闭症对面孔核心

区域 （嘴巴、眼睛和鼻子）加工不足，其注视时

间比例以及注视次数均低于普通儿童，而对面孔非

核心区域的注视时间则偏高，更为关注头发、皮肤

等周围区域［２４－２５］。在对眼部注意的研究中，自闭

症对眼睛的注视时间长于嘴巴［７］１，将眼睛作为最

重要的面孔特征区，获得最多的注意［２６］，但是，

就双眼而言，自闭症对左眼缺少注意偏向。万永春

（２０１６）在对４～８岁高功能自闭症谱系障碍进行
面孔识别研究时发现，自闭症儿童对不同民族面孔

进行加工时会出现 “本族效应”，他们能正常提取

面孔民族信息，具有面孔经验跨种族分化的敏感

性，而左眼偏向的缺失很可能是他们再认非本民族

面孔的主要原因［２７］。在对嘴部注意的眼动研究中，

显示结果有所差异，汪巧玲 （２０１３）陈顺森
（２０１２）研究显示自闭症对嘴巴的注视时间与正常
儿童无差异［２８］；卜凡帅 （２０１６）认为自闭症对嘴
部的偏好程度与注视优先性高于正常组［２９］。在对

不同表情类型的研究中，自闭症儿童倾向于负性表

情加工，更多注视其眼部，而在正向表情中更多注

视其嘴部［３０］。在自我面孔研究中，自闭症儿童在

３岁以后具有自我面孔加工能力，在面孔整体加工
和特征加工上表现出自我优势，但是相对于正常儿

童，自闭症儿童自我加工能力明显受损。

（三）表情识别

自闭症对不同情绪面孔加工模式与普通儿童相

似［３１］，且展示出相像的眼动模式［３２－３３］，自闭症儿

童能够识别基本情绪，但对不同表情内部特征的注

意分配与普通儿童有所差异，存在面部表情识别障

碍，普通儿童一般能迅速注意到体现表情特征的核

心区域，如高兴的嘴巴，恐惧的眼睛，然而自闭症

儿童对 “中性、愉快、恐惧”三种表情的注意分配

一致。自闭症儿童对情绪面孔的觉察时间长于普通儿

童，对情绪面孔的注视时间少于普通儿童，觉察速度

比较慢，且难以保持，对表情面孔趋向回避［３４］。

在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研究中，兰继军 （２０１７）

以高言语与低言语水平组作为被试类型，结果发现

语言能力对自闭症儿童表情识别影响较小［２３］９０５；

连福鑫 （２０１０）在研究中指出遮蔽效应对自闭症
儿童产生了影响，但眼部遮蔽不影响自闭症表情识

别率以及注视时间，嘴部遮蔽产生较大影响［１０］１；

邱天龙 （２０１３）指出面孔整体信息削弱与眼嘴局
部信息削弱对自闭症表情识别产生了影响［３５］。在

对不同表情的注意偏向上，不同的研究稍有差异，

ＡＳＤ儿童对恐惧表情的注意多于中性和愉快，更
多注视恐惧嘴部，对高兴和悲伤表情的注意多于恐

惧［３６］。对高兴面孔具有加工优势，体现出正性知

觉偏好［１２］１。在自闭症儿童面孔倒置效应的研究

中，自闭症在面孔倒立条件下对情绪面孔的首进入

时间快于正立条件下的时间，在倒立面孔中对愉快

面孔的首进入时间快于愤怒表情［８］２５。在面孔倒立

中，自闭症对眼部的注视时间减少；对愤怒表情的

搜索受面孔方向影响极大，说明面孔方向能影响自

闭症儿童的威胁知觉［１２］１。

四、研究展望

虽然国内在自闭症儿童面孔－表情识别的眼动
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

是研究范式单一；二是研究不够深入；三是研究材

料比较简单，大多为静态图片；四是结果解释上仅

仅对眼动现象进行测量、描述，缺乏对内在心理机

制的探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有少数研究得

出了不一致的结果，但大多数研究均通过相应的眼

动指标发现，与普通儿童相比，自闭症在面孔觉

察、面孔加工、情绪面孔识别以及视觉注意等方面

存在异常，这些指标可能是自闭症的生物标记，在

自闭症诊断、测量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进

一步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在研究对象上，国内研究多以学前和小

学阶段儿童为被试，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建议未

来研究增加对成年自闭症者的关注，同时可分析不

同年龄阶段的眼动研究差异，此外，也需关注女性

自闭症者的眼动研究；

（二）在研究范式上，目前研究集中于在不同

情绪状态下判断表情一致性，随着对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们可以探究新的有效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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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研究材料上，可以尝试使用动态材料

进行试验，如剪辑视频。自闭症者具有视觉加工优

势的学习特征，随着对自闭症者学习方式的探讨，

实践操作与理论研究都在关注其视觉加工的优势，

视觉支持系统不断得到应用与推广，眼动研究亦可

借鉴和发展；

（四）在研究方法上，可尝试将眼动与事件相

关电位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ＲＰ）、功能性核
磁共振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ＭＲＩ）等方法相结合，以认知神经科学为基础，
对眼动现象背后的脑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为全面

地解释自闭症的典型生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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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最后，关于 “改土为屯”

的名称，目前改土为屯与改土归屯皆有，亦有用一

文章上下文中二者混用的情况。对此，笔者认为以

“改土为屯”更佳，一方面从清代官方称谓到民国

时期学者的研究用语，都用 “改土为屯”一词，

沿用此说从研究方便和规范性都更好；另一方面，

“改土归流”虽然也有称为 “改土为流”，但这是

古代官方二者通用或者说混用的情况，当今学界一

般通称为 “改土归流”，而 “改土归屯”一词，则

为现代学者所创且易造成概念适用混乱，故用

“改土为屯”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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