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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孔表情加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母婴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

是否能正确解读婴儿的面孔表情，这对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以及婴儿的身心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研究发现，

母亲比其他人群更能正确解读婴儿的面孔表情，而且这种现象在婴儿刚出生时便可表现出来，因此，有学者

推断，妊娠过程改变了女性对面孔表情的加工。与产后母亲相比，我们对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特点知

之较少。近年来，学者们从行为及神经生理方面，主要通过知觉加工及注意偏向对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

工特点展开研究。本文从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认知加工特点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进行整理，

以了解妊娠期对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的影响，期望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及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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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孔表情加工是人类基本的社会功能，能指导人们的社会交往（R J R et al.，2003）。研究表明，

不同的人群对面孔表情的认知加工特点是存在差异的。对特定人群面孔表情的加工特点的研究，将加

深对该人群社会认知机制的理解。通过研究特殊人群对面孔表情的注意偏向，可了解该人群的社会功

能、制定进一步干预措施（王赟 等，2013）。母亲作为一特殊群体，无论是在行为水平上（Lehmann 

et al.，2013）还是在神经水平上（Seifritz et al.，2003），均表现出对婴儿刺激（例如：婴儿的面孔

表情、声音等）加工的更高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增高的现象从婴儿刚出生时便可发现，但这种现象

是从何时开始发生以及这种现象发生的内在机制如何，至今仍未被完全了解。有学者推断，妊娠过程

改变了女性对面孔表情的加工，是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的可塑性窗口（Carli P D et al.，2019；Ki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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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行为及神经生理等方面对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特点展开研究，

本文将从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认知加工特点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进行整理。

2  面孔表情加工的相关概念

詹姆士（James）—兰格（Lange）的情绪理论认为，情绪是由于某一情境的变化而引起自身状态的

体验（Marshall H R 1884）。这种体验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应。情绪具有肯定（正性）和否定（负

性）的性质。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会引起人的肯定（正性）性质的情绪体验，如开心、兴奋等；不能

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会引起人的否定（负性）性质的情绪体验，如愤怒、悲伤等。在社会生活上，情绪

可帮助人们与其他人交流、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表现善意等作用（Keltner D et al.，1999）。情绪

在面部的表现，我们称之为情绪面孔，是情绪的外部表现形式之一。对情绪面孔的感知、注意、解读等，

我们称之为面孔表情加工。面孔表情加工能指导人们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基本的社交技能，（R，J，R，

et al.，2003）。面孔表情的识别能力是情商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观察特定人群对面孔表情的觉察、加

工及注意偏向等特点，可加深对该人群社会认知机制的理解，从而了解该人群的社会功能及对其进一步

干预（王赟 等，2013）。母亲对婴儿面孔表情的识别能力意义深远，不仅有助于母亲更好地照顾下一代，

也是未懂得运用语言表达的婴儿获得所需照料及情感关怀的前提条件。

知觉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在人脑中的反映（彭聃龄，2001）。知觉是各种感觉

的结合，受个人知识经验的影响。根据《心理学大辞典》（朱智贤等，1989）的定义：“知觉（perception）

是个体对客观事物和身体状态整体的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主观态度和过去的知识经验。人

的态度和需要使知觉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知识经验的积累使知觉更丰富、更精确和更富有理解性”。知

觉的加工分自上而下的加工和自下而上的加工（彭聃龄，2001），自上而下的加工亦称“概念驱动加工”，

是指人在知觉过程中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知觉信息进行加工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加工亦称“数据驱

动加工”，是指由外部刺激开始和推动的加工过程，是知觉者从环境中一个个细小的感觉信息开始，将

他们以各种方式加以组合所形成的知觉。面孔表情是人们交往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刺激，面孔表情通过感

觉器官（如：眼睛、耳朵等）在人脑中的反映，称为面孔表情知觉，即面孔表情在感知者头脑中的反映。

头脑中的面孔表情知觉由外部刺激开启和推动（自下而上的加工），同时会受到个人已有知识和经验的

影响（自上而下的加工），从而产生面孔表情知觉的差异。

3  面孔表情加工研究的实验范式

研究者对特定人群的面孔表情认知加工特点主要从知觉加工及注意偏向两方面展开研究。

3.1  面孔表情知觉加工特点研究相关的实验范式

研究者一般从面孔的离散类别理论（discrete category theory）及维度理论（dimensional theory）出发（宋

素涛等，2020；Hamann S.，2012），对面孔表情的知觉加工特点进行研究。

（1）基于面孔的离散类别理论，研究者设计了模糊面孔表情识别任务（肖明岳，2019），用于

测量被试更偏向于将模糊面孔表情判断为哪种情绪。模糊面孔表情通常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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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通过电脑软件按比例混合，或者是将面孔表情分成不同的强度级别。由于不同情绪强度的面孔

表情在识别过程中的难易度不同，对于情绪强度小的面孔表情（相当于情绪面孔表情与中性面孔表

情按较小比例混合），会增加被试对面孔表情的识别难度，从而观察及研究被试对面孔表情的认知

偏向。

这种实验范式（Michiko et al.，2018；YURI TERASAWA et al.，2014）一般是先运用电脑软件对面孔

表情图像进行合成或变形处理，使面部刺激由中性表情逐渐变为强烈的情绪表情（如：高兴或悲伤），

每张面孔表情图像分成不同级别的情绪强度。开始时，屏幕中央随机出现一张随机情绪强度的面孔表情

（一般呈现时间约 2000ms），面孔消失后，让被试判断或选择情绪类型，从而研究被试对不同类型面孔

表情的不同情绪强度的识别。

（2）有学者从维度理论研究面孔表情的知觉加工特点，该类型的实验范式（Parsons et al.，2019；

Arteche A et al.，2011；Parsons et al.，2016；A A S，A A A，A A L，et al.，2010）通过向被试随机呈现

不同的情绪性面孔图片，让被试通过 Likert 量表对图片中人物情绪的愉悦度和唤醒度等维度进行评分，

从而研究被试在不受情绪类别的限制下对面孔表情的知觉加工。

3.2  面孔表情注意偏向研究相关的实验范式

注意偏向是指相对于中性刺激，个体对与之相关的威胁刺激或相关刺激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分配

（Bar-Haim，Y. et al.，2007；MacLeod，C. et al.，1986）。不同的人群对面孔表情有不同的注意偏向。

对特定人群注意偏向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实验范式：

3.2.1  点探测范式（dot probe paradigm）

点探测的实验范式是较经典的实验范式，通常用来研究注意资源的空间分配，评估情感性精神障碍

患者的注意偏向（MacLeod.c et al.，1986）。在经典的点探测实验中，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作

为注视点，随后注视点消失，紧接着在屏幕的左右两边分别呈现一个不同的面孔表情（一般呈现时间为

500 ～ 1500 ms）。面孔表情消失后在出现过面孔表情的其中一个位置出现探测目标。要求被试发现目标

后尽快做出应答反应，评价被试的注意偏向分数。注意偏向分数的计算是从探测点出现在中性面孔的反

应时减去探测点出现在面孔表情的反应时。正值表示对面孔表情存在注意定向，负值表示对面孔表情存

在注意回避。

3.2.2  线索—靶范式

线索—靶的实验范式是研究注意资源空间分配的研究范式。传统的实验过程是，首先在屏幕上的左

右两侧各呈现一个方形框，要求被试注视屏幕中间的“+”符合。然后在左侧方框内呈现面孔表情图片

作为提示线索。间隔一段时间后呈现靶刺激，靶刺激随机出现在刚才呈现面孔表情图片的左侧方框（有

效提示条件）或刚才未呈现图片的右侧方框（无效提示条件），要求被试要尽快判断靶刺激呈现的位置（左

或右）。在有效提示条件下，若线索为某类面孔表情时，被试对靶刺激的反应时间更短，则说明对该类

面孔表情存在注意定向；在无效提示条件下，若线索为某类面孔表情时，被试对靶刺激的反应时间更长，

说明对该类面孔表情存在注意脱离困难。

根据传统的线索—靶的实验范式，研究者们设计了 GO/NOT GO 实验，也称围棋实验（Pearson，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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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0；Dudek，J. et al.，2020）。实验过程是，首先电脑屏幕的中央会呈现一个红色或者绿色

的“+”，“+”后方会呈现一张面孔表情图片作为干扰，屏幕的两侧会出现两条线，一条水平线，一条

垂直线。若中央为红色“+”表示不进行试验，被试需按下电脑键盘的空格键；若中央为绿色“+”表示

开始试验，这时被试需通过键盘做出定位判断，判断垂直线出现在屏幕的哪一边（A = 左，L= 右）。因

此，围棋试验需要被试将注意力从中央“+”信号转移到外周垂直线的目标上。“+”的颜色被认为是对

被试注意力的最小线索要求（Bindemann et al.，2005），如果某些面孔表情刺激占用了被试更多的注意力，

那么被试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脱离注意力并定位周围的目标，因此，反应时间可能会变慢，说明对该类

面孔表情存在注意脱离困难。

3.2.3  情绪 stroop 范式（Stroop paradigm）

情绪 stroop 范式是最初的 stroop 范式的变式，主要研究刺激中的情绪信息对非情绪信息的影响。用

表示情绪信息的表情图或者情绪词作为启动刺激，要求被试对目标做判断。试验可包括“词任务”及“面

孔任务”（程真波 等，2013），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显示一个注视点“+”（通常呈现 400ms），然

后呈现约 400—600ms 空屏，接着屏幕中央呈现一串目标刺激（面孔图片及情绪词）及干扰刺激，呈现

时间为 150 ms 或 1500 ms，然后要求被试对面孔图片或者情绪词作判断，从而研究情绪信息对非情绪信

息或非情绪信息对情绪信息的影响。

4  妊娠期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研究的理论基础

情绪面孔表情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母婴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母亲是否能正确解读婴儿的面孔表情，这对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以及婴儿的身心健康发展都至关重

要。基于对母体动物及产后女性神经学水平、激素水平的理论研究，学者们推测妊娠过程可使女性的大

脑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改变女性的社会认知能力，令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产生变化。此外，从生物进化

角度的研究也认为，妊娠过程使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产生变化，以使女性能更好地识别周围环境中的威

胁信号以及更好的照顾下一代，维持物种的繁衍及稳定。

4.1  神经水平角度

有学者通过观察大鼠的行为，发现从未生育的雌性动物到母体动物的转变过程中，雌性动物从以

自我为中心转变成以后代为向导、从关注自身的护理和保护转变成对与遗传相关的后代的护理，这些

行为上的变化源于雌性动物体内神经系统广泛而微妙的改变（Kinsley et al.，2011）。通过对犬类动物

的研究发现，母犬大脑内侧视前区的神经元可被幼犬的刺激强烈激活，倘若母犬大脑的内侧视前区的

神经元被破坏，母犬将不表现出对幼犬的关怀行为（Rilling，J. K. et al.，2014），学者们还发现，母

体动物的大脑内侧视前区与大脑中边缘多巴胺能腹侧被盖区的链接在母性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对

小鼠的实验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Brown，J R et al.，1996），当小鼠大脑内侧视前区被破坏时，小

鼠的养育行为显著减少。母体动物大脑的变化对母性行为（如：筑巢、梳理毛发、保护幼崽）的开始、

维持和调节至关重要。

基于对母体动物行为及神经系统的研究，学者们对人类母亲的大脑做了研究，发现女性的大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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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母亲的过程中会经历一次重大的认知重组，以适应作为母亲的这个角色（Kinsley et al.，2011；

KATHARINA MARIA HILLERER，et al.，2014）。

Swain 在 2011 年就提出了“养育脑”（parental brain）的概念，是指在受到与婴儿有关的刺激时，

成人大脑中与养育行为有关的一系列神经回路的总称（Swain J. E. et al.，2011）。“养育脑”的神经网

络会受到个人经验、体内激素和精神障碍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促进或损害成人大脑对婴儿刺激的加

工（张火垠等 2019）。

一项前瞻性的脑结构成像研究显示（Hoekzema，E et al.，2017），在妊娠的过程中，大脑结构会

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促使大脑中社会认知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研究者通过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观察到，这些减少的区域主要位于前、

后中线（从内侧额叶皮质延伸到前扣带皮质，从楔前叶延伸到后扣带皮质）、双侧外侧前额叶皮质（主

要是额下回）和双侧颞皮质（颞上沟延伸到周围外侧颞区和内侧颞区），这些区域与产后母亲对婴儿

做出反应的大脑区域有大量的重叠，而且与出生后母子关系的质量有关。这些对产后母亲的发现与之

前的研究发现相似，学者们通过多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Rilling，J. K. et al.，2014），当父母观

看孩子的照片或视频时，大脑中多巴胺系统会被激活，且被激活的程度与非母亲女性是有区别的。根

据这些研究结果，学者们推测女性的大脑在妊娠过程中经历了神经网络的进一步成熟或特化，从而在

妊娠期间促进社会认知。

因此，妊娠过程可使女性的大脑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了女性的社会认知能力，令女性的面孔表

情加工产生变化。

4.2  激素水平角度

从动物实验中可发现（Dobolyi，A. et al.，2015），在妊娠激素（尤其是催产素及催乳素）的刺激下，

大脑中的下丘脑内侧视前区通过向边缘多巴胺回路（以伏隔核及腹侧被盖区为主）的投射，从而激活了

体内“母性关怀”的网络系统。人类的性激素对神经突触传递有更好的调节作用，主要影响参与情绪和

认知控制的神经化学系统（Toffoletto，S. et al.，2014）。

对育龄女性月经周期的研究（宋美静 2015；Farage，M. A et al.，2008；Toffoletto S. et al.，2014；Little A. 

C. 2013）表明，生理状况（体内激素变化）会影响女性对面孔及情绪的处理。从妊娠早期开始，母亲体

内的性激素水平便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激素主要包括雌激素、孕酮及催产素等。有学者认为（Kinsley，C. 

H. et al.，2011），妊娠期女性因较长时间暴露在许多类固醇和蛋白质激素的影响下，可能会增加母亲的

认知储备。学者们认为性激素的变化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的变化，从而会影响情绪处理系统（FL Osório，

De P，et al.，2018）。

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人类情感及认知的神经回路组织受到激素的激活

及影响，从而影响人类的日常认知及行为。通过以往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性激素影响大脑对情绪（G.A. 

van Wingen et al.，2011）、认知（Maki，P. M. et al.，2001）及情感认知（Sacher，J. et al.，2013）的脑

区的激活，但全面及系统的影响机制目前仍未被彻底阐明。

通过回顾文献，目前国内外学者从性激素水平的改变对面孔表情加工的变化作观察研究，得出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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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些结论：恐惧面孔的识别能力随着月经周期而变化，女性在排卵前阶段雌激素水平较高，女性在这

阶段表现出更强的恐惧面孔识别能力（Pearson R，Lewis M B.2005）；雌激素的增加与妊娠期间对恐惧面

孔的选择性注意增强有关（Roos，A et al.，2009）；催产素可影响面孔表情的加工，提高面孔表情的识

别能力（于伟霞等，2016；Mark，A，Ellenbogen.2017）；孕酮水平的升高可使女性对情绪的感知能力增强，

其中以对厌恶及恐惧情绪的感知增加较明显（Conway，C. A. et al.，2007）；Derntl，B. et al.，2008）等

学者报道，在女性的自然月经周期中，孕酮的水平与情绪识别的准确性相关，当孕酮水平高时，女性在

识别愤怒或厌恶等负面情绪时会表现出反应偏差；Kamboj 的研究（Kamboj，S et al.，2015）描述了较高

的黄体酮水平与识别愤怒、快乐、悲伤和中性面孔表情的反应时间呈正相关。

表 1  性激素与面孔表情的相关性研究

Table 1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x hormone and facial expression

性激素 情绪面孔研究结果 作者
雌激素 恐惧情绪面孔识别能力提高 Pearson R，Lewis M B（2005)

（妊娠期）对恐惧情绪面孔选择性注意 Roos，A et al.（2009)
催产素 面孔表情的识别能力提高 于伟霞等（2016)；Mark，A，Ellenbogen（2017)

孕酮 对面孔表情的感知强度增加， Conway，C. A. et al.（2007)
以厌恶及恐惧表情的感知强度增加较明显
与识别情绪的准确性相关 Derntl，B. et al.，（2008)
识别愤怒或厌恶等负面情绪时有反应偏差

黄体酮
与识别愤怒、快乐、悲伤及中性情绪面孔表情的反应
时呈正相关

Kamboj，S et al.，（2015)

注：6 种基本表情：快乐、恐惧、愤怒、悲伤、惊讶、厌恶。

虽然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设计，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显示，女性体内性激素的波

动可影响情绪处理系统，其中以对负性情绪加工的影响较显著。女性从妊娠初期开始，体内的性激素水

平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

4.3  生物进化角度

妊娠在人类的繁衍过程中起着最基础且最特殊、最重要的作用，妊娠的成功与否以及下一代的顺利

出生、健康成长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自然界的生物在怀孕的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各种威胁，

机体的认知机制可以起到保护脆弱的母亲及胎儿安全的作用。比如老鼠，它们在怀孕期间表现出更强的

空间学习、觅食和识别捕食者的能力，人类女性也可能拥有物种特有的认知机制的变化过程，在妊娠期

间表现出优势（Anderson，M et al.，2012），这些变化包括了对周围环境信号的敏感性增高及对子代发

出的需求信号的感知增强。Anderson 等学者（Anderson，M et al.，2012）认为，女性怀孕后社会认知功

能的变化是一种妊娠保护机制，使认知资源从非必要的领域向关键领域的重新分配。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亲代会保护子代并为子代提供足够的资源，以使其成年和繁殖下一代，从

而维持物种的稳定及繁衍。胎儿和新生儿对成人的高度依赖，使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如：识别

婴儿的需求）及环境信号（如：环境中存在的对婴儿的威胁）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在妊娠期间，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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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对面孔的识别能力增强，尤其是男性面孔的识别（Anderson et al.，2011），这些也被认为是一种

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在人类进化史中，男性对女性会构成较大威胁，孕妇机体需作出调节以保护自

身及腹中胎儿的安全。

总言之，女性在妊娠期对面孔及情绪的识别能力增强可以理解为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

的表现，以提高作为母亲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威胁性信号的高度警觉，以及更好地提供对子代的照顾

及保护。

5  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认知加工研究现状

现有的研究表明，母亲比其他人群更能正确解读婴儿的面孔表情，而且这种现象在婴儿刚出生时便

表现出来。因此，有学者推断，妊娠过程改变了女性对面孔表情的加工。与产后母亲相比，我们对妊娠

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特点知之较少。

（1）基于对面孔表情知觉加工特点的研究：加拿大有学者（Anderson，M. V，2011）通过让被试观

察男性及女性的面孔后发现，孕妇比非孕妇对面孔的识别能力更强，这种现象在识别同种族的男性面孔

上尤为明显，这表明妊娠期女性对面孔识别的能力增强。与未孕女性相比较，怀孕晚期的女性更喜欢女

性化的男性面孔（Limoncin，E. et al.，2015）。在最近的一项大样本（N=610）的横向研究中（Parsons，

C.E. et al.，2021），研究者观察了产前及产后父母对成人及婴儿的面孔表情的感知，母亲在效价（愉悦）

维度上对快乐婴儿面孔的评价比父亲更积极，这些表现在时间上（产前及产后）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第

一次当母亲的人比多产的母亲总体上更容易被唤醒；被试识别成人面孔中特定情绪（如悲伤）的能力与

识别相似价态的婴儿面孔表情相关；研究者还得出结论：并没有发现围产期状态（产前及产后）对婴儿

或成人面孔表情敏感性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母亲对面孔表情加工的变化在产前（怀孕期）已经发

生，是独立于养育经验以外的变化。英国有学者研究（Pearson，R et al.，2009）发现，与妊娠早期相比，

妊娠晚期女性识别发出威胁或伤害信号的情绪表达（恐惧、愤怒和厌恶的面孔）的准确性得分更高（快

乐和惊讶面孔的识别准确性处于最高水平）。由此我们推断，妊娠期女性对面孔表情认知加工具有特异性，

女性从妊娠早期开始，对面孔表情的加工存在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2）基于对面孔情绪注意偏向的研究：南非有学者通过对孕妇及非孕妇对恐惧、愤怒和快乐面孔

的选择性注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孕妇对恐惧面孔存在选择性注意，且对恐惧面孔的注意偏向较非孕

妇高（Roos，A. et al.，2009）。有研究者（Pearson et al.，2010）在以孕妇作为被试的实验中发现，与非

悲伤的婴儿面孔相比，悲伤的婴儿面孔更吸引孕妇的注意力。加拿大有学者（Dudek J et al.，2020）评估

了孕妇对婴儿面孔的行为注意和神经反应，结果表明，相对于成人面孔，孕妇对婴儿面孔的处理能力增强，

这与观察到的母亲对面孔表情加工的敏感性增强有相关性。

这些发现表明，母亲对面孔表情的感知和注意力偏向的显著性是独立于养育经验之外的母亲敏感性

的个体认知标志，这种认知标志在女性妊娠期开始时便逐渐发生、形成，为女性成为母亲的角色做准备。

（3）妊娠期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特点与亲子关系：目前有研究发现，妊娠期女性对面孔表情的加工

特点与产后的母子关系存在相关性。研究者们（Pearson et al.，2011）通过纵向设计的研究发现，在妊娠

晚期，那些对痛苦婴儿的面孔表现出更大的注意偏向的女性，在产后 3—6 个月的研究报告中显示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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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母婴关系。这种对痛苦婴儿面孔的注意偏向在经历产前抑郁症状的女性中并没有出现（Pearson et 

al. ，2010）。产前焦虑可能导致在怀孕期间对中性、情感模糊的婴儿面孔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Rutherford，

H.，et al.，2017）。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Bjertrup，A. J. et al.，2019），孕妇对婴儿哭闹的负面评分越高，

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越高，由此推断，女性在妊娠期对婴儿刺激在维度上的负面评价可能是产后抑郁的

易感信号。

6  结束语

面孔表情加工是基本的社会技能，在人们日常的社会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不同的

群体对面孔表情加工会有不同的表现。母亲作为一特殊的群体，能更加快速准确地理解婴儿的面孔

表情。有研究发现，母亲的这种表现与未孕女性有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婴儿刚出生时便在

母亲身上表现出来，因此，有学者认为妊娠过程改变了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是女性面孔表情加工

的可塑性窗口，但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发生以及这种变化发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至今还没被我

们完全了解。母亲对婴儿面孔表情加工的增强是否同样在成人面孔表情加工中也有所改变，目前也

未能提供太多的证据。母亲对面孔表情加工的增强是否在不同种族的面孔中也有相同的表现，目前

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匮乏。父亲作为一特殊群体，在婴儿出生前后是否也存在对面孔表情加工的改变，

目前相关的研究也并不多。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地，三孩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母亲在照顾孩子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母亲的心理状态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精神障碍特征可影响甚至损害成人大脑对婴儿刺激的加工（张

火垠等 2019），基于良好的母婴关系对母亲及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性，探索反映母婴关系的早期指标

显得尤其重要。母亲对于婴儿线索的注意偏向是否在产前已经存在，理解这些注意偏向的差异是否有

助于预测早期母婴关系的质量，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仍不太多。因妊娠期对诱导女性神经系统结构改

变的可塑性与母婴关系的质量有关（Hoekzema et al.，2017；Kim et al.，2010），研究妊娠期女性面孔

表情加工特点的价值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对妊娠期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的特点及变化过程与育儿行为

之间的联系以及其潜在机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女性从妊娠期到产后的大脑与行为之间的关联仍

需进一步探索。患有产前或产后抑郁的母亲在面孔表情加工任务中是否有一些特异的表现，也是我们

值得研究的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妊娠期女性的面孔表情加工任务开展更深更广的

研究，如：（1）观察不同妊娠时期女性对面孔表情加工的异同，了解动态变化过程；（2）观察妊娠期

女性对成人及婴儿的面孔表情加工的异同；（3）观察妊娠期女性对不同种族面孔的面孔表情加工的异同；

（4）观察抑郁症母亲对面孔表情加工的特点，以便制定干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2020 年 9 月印发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殊服务工作方

案》，要求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到常规孕期检查中。十九大人大代表傅小兰心理学家也曾提出“要

充分利用心理学研究成果，预测、引导和改善个体、群体、社会的情感和行为，促进国民心理健康”（杨

文娇，2019）。母亲的心理健康会影响胎儿及儿童的发育和结果（Stein et al.，2014）。通过从多方面对

妊娠期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的研究，我们期待能更好地了解妊娠对女性面孔表情加工的影响，促进母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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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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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Pregnancy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Facial Expressions i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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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baby large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mother 
can correctly interpret the facial expressions of the baby, which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a good mother-infant 
relationship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baby’s body and mind. The study found that mothers 
read their babies’ facial expressions better than other groups of people, and that this effect was pres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by’s birth, leading some to speculate that pregnancy alters a woman’s processing 
of facial expressions. Less is known about faci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in pregnant women compared 
with postpartum mother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faci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egnant women from behavioral and neurophysiological aspects, mainly through 
perceptual processing and attentional bias.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egnant women’s facial expres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pregnancy on women’s faci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new research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Pregnant women; Face perception; Attention bias;  Infant facial expressions; Adult facial 
exp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