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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抑制控制和奖赏加工视角的 
自闭症谱系障碍欺骗损伤

黄博文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摘  要｜欺骗是重要的社会交往手段和技巧，以往研究发现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ASDs）一般难以习得该技巧，这

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生活质量。欺骗往往涉及抑制控制和奖赏加工的参与，因此，ASD 个体的抑制控制

和奖赏加工的损伤可能是导致其难以进行欺骗的主要原因。未来的研究应当探索 ASD 个体欺骗损伤及其抑制

控制与奖赏加工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神经机制，并针对性地进行干预，从而促进 ASD 个体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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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欺骗是人类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由于其过程的复杂性，欺骗一直是心

理学和神经科学关注的热点问题［1］。哲学上对欺骗的定义是：在具有欺骗和隐瞒的意图下，由欺骗者

向被欺骗者传达一些被前者认为是不真实的信息［2］。在心理学领域中，欺骗被视为一种日常的社会交

往过程和社会技能［3］，是个体为了自己或他人获取某种利益或避免某种损失从而有意识的试图说服另

一个人，使其产生错误信念的一种心理过程［4-6］。

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传递真实的信息也会被视为是一种欺骗。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下，当欺骗者知道自己的欺骗意图被察觉时，可能会通过故意向对方透露事实，从而传达错误的信

念。研究者［7，8］把这种类型的谎言称之为高级欺骗（Sophisticated Deception）或者二级欺骗（Secondary 

Deception），这种欺骗方式在博弈环境和较为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更为常见［9，10］。

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阐明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中欺骗能力受损的神经相关因素。与正

常发育个体相比，自闭症患者和高自闭特质个体的欺骗能力及其神经机制到底存在何种特异性，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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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以往的行为研究虽然显示自闭症患者很难使用欺骗手段［11-13］，且神经影像学

证据也表明，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区域存在功能和结构异常［14，15］，但导致欺骗能力受损的特定大脑区域

仍然难以捉摸。

综上所述，阐明自闭谱系障碍欺骗的缺陷和神经发育性精神障碍的潜在神经机制将有助于理解自闭

症谱系障碍欺骗的发展，本文梳理了自闭症谱系障碍及欺骗的相关文献，从执行功能和奖赏加工的视角

阐释了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存在欺骗能力损伤的可能理论解释。

2  自闭症谱系障碍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s）是一类出现于发育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16］，其主

要的临床特征表现为永久存在的社交互动与交流能力缺陷，刻板的行为模式及狭隘的兴趣与活动［17，18］。

据《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报告，该障碍的患病率在人群中日益增高［16，1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

的 ASDs 个体和家庭正在受到 ASDs 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20］。

典型自闭症同时存在三大核心症状：社交障碍、言语障碍、刻板的重复行为［18］，因此也被称为“三

联征”，这些症状严重损害了 ASDs 个体的日常功能［17］。ASDs 的病理机制高度复杂且具有异质性，表

现出的临床特征和行为特点因人而异，不但强度从相对轻微到严重损伤不等，而且更多的临床病例显示

出，一定数量的 ASDs 个体并非同时罹患上述三种症状，而是只表现出其中一到两个方面的障碍。由于

不同个体间障碍的损伤程度表现出差异，其中症状较轻者甚至无法达到典型自闭症的诊断标准。一般而

言，典型的 ASDs 个体通常还伴有严重的智力损伤。根据美国 CDC［21］的统计数据，只有 31% 的 ASD 儿

童有严重的智力损伤（智商≤ 70），有大约 23% 的 ASD 儿童智力水平处于边缘范围（智商 =71-85），

而剩余的 46% 的 ASD 儿童有平均或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智商 >85）。因此，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根据

自闭症的核心症状对其加以补充和拓展，提出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概念，其中包含了肯纳综合症（kanner’s 

syndrome，KS）、亚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 syndrome，AS）、非典型性自闭症和其他高功能孤独症

（high functioning autism，HFA），以及其他未注名的普遍发育障碍（NO specific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PDD-NOS）等亚型［17］。

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CD-11）和 DSM-5 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社会交往障碍和言语障碍合

并后，将其核心症状分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两大领域，其中社会性的缺陷包含了社交互动障碍及言语

障碍，而非社会性的缺陷包含刻板行为及兴趣狭隘。此外，DSM-5 取消了 DSM-4 及之前定义中对自闭

症的分类，而是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以 ASD 个体维持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额外帮助的程度

进行分类［17］。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提出，使研究者对自闭症的诊断不再停留在“有或无”的结果，将以往的定性诊

断转化为定量诊断，肯定了 ASD 具有谱系特征［22］，相关疾病都处于该谱系的连续体上。其中典型的自

闭症患者代表了一般人群中存在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极端情况［23］，其他表现出不同程度症状的患者

连续的分布在该谱系上，还有假设认为亚斯伯格综合症是连接典型自闭症和典型发展个体之间的桥梁［24］。

近年来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广泛研究发现，ASD 除上述的三大核心症状外，还存在共情、心理理论、

执行功能、奖赏加工、道德推理等多方面的非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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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欺骗的神经机制

一般而言欺骗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欺骗的决策反应阶段和结果反馈阶段［7］。决策反应阶段涉

及对诚实反应的抑制和对欺骗反应的执行过程，该过程中个体会面临两种相互冲突的反应倾向，即向

被欺骗者表明事实真相的诚实反应倾向和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欺骗反应倾向［25］。为了解决这种冲突，

个体需要调动大量的认知资源［25］。因此，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能力对于欺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在抑制我们向他人揭示真相的自然倾向和优势反应，以及掩盖由于欺骗引起的紧张和焦虑中起

关键作用［26］。研究发现，欺骗比诚实需要更高的认知要求，欺骗者比诚实者经历了更大的困难和更

长的延时反应［27］。

来自脑成像的研究发现，在欺骗的执行控制和行为抑制过程中，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的活动

显著提升［6，28］。与简单地说实话相比，当采用真话欺骗或采用虚假陈述进行欺骗的过程中，右颞顶联

合区（rTPJ）的活动增加。此外，当进行复杂的欺骗时，双侧 TPJ 的活动比说假话时更活跃。与说真话

相比，进行简单的欺骗（通过虚假陈述进行欺骗）在 TPJ（双侧）、左侧内侧额回（MFG）、左侧额上

回（SFG）、右侧脑岛、左侧楔前叶、左侧颞中回（MTG）、右侧颞上沟（MTG）、右侧颞上回（STG）、

左侧枕叶皮质、左侧壳核、左侧尾状核和双侧小脑出现明显的脑活动。对于复杂的欺骗，则在双侧

TPJ、左侧 MFG、双侧 SFG、左侧 ACC、右侧岛叶、左侧楔前叶、左侧 MTG、右侧 STS、左侧尾状核和

右侧小脑中观察到更大的活动［29］。

有研究发现，纹状体在大脑中参与整合奖励相关的信息［1］。在典型案例中，欺骗是为了获得某种

利益或避免损失，因此纹状体很可能在欺骗中发挥关键作用［30］。许多研究表明，个体对金钱奖赏的加

工方式与社会奖赏神经反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十分相近［31-33］。例如，金钱奖赏与社会奖赏的加工激活

了相同的脑区，如纹状体、前额叶中央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等，并且激活程度无显著

差异［34］。ERPs 研究同样也发现，金钱奖赏与社会奖赏在特定任务中都会诱发与奖赏相关的相同特有脑

电成分，如反馈 P300。

4  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欺骗的非典型性

早期的研究认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往往不具有欺骗的能力［35］。并且由于他们进行或参与欺骗的

频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更容易被描述为“诚实的”［36-38］，研究者将

这种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的诚实倾向称之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道德纯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自闭症谱

系障碍个体（甚至是高功能自闭症个体）在各种欺骗任务上的表现都比较差，并且自闭症个体的监护人

也报告他们的自闭症孩子无法进行有效的欺骗［13］。

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对欺骗的认知研究一般采用游戏性的欺骗范式，如“藏与找”任务，这类

任务要求被试（1）选择一个位置（通常是多个盒子中的一个）来隐藏一个物体，然后（2）欺骗性地指

向一个位置，这样对手（一般由主试扮演）就找不到这个物体。对手总是会选择（或被要求选择）被试

所指示的位置，如果被试指向空的位置，他们就赢得了游戏。研究发现自闭症个体通过欺骗对手成功通

过捉迷藏任务的概率明显低于 TD 儿童，自闭症个体不太可能指向空盒子来欺骗他们的对手，而是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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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多次实验中坚持指向装有物体的盒子［39，40］。此外，研究还发现自闭症儿童欺骗次数频率也显著

少于正常儿童，这可能意味着自闭症个体缺乏欺骗的意图［41］。

还有研究采用“抵制诱惑范式”对自闭症个体的欺骗进行研究，在实验中，被试被要求隐瞒当实验

者不在房间时，自己偷看测验答案或触摸玩具的事情。在这个任务中，实验者没有明确要求受试者进行

欺骗［42］。在决定是否欺骗时，受试者必须自发地推断实验者的意图或行为。因此，这种范式允许研究

者在可能发生欺骗的自然情境中观察儿童［42］。对 5 ～ 12 岁的自闭症和 TD 儿童的研究发现，两组儿童

都能够否认自己的越轨行为；然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比患有 TD 的儿童更难在他们最初的否认和随后

的陈述之间保持一致［43］。这个实验说明儿童不能欺骗的原因并不是不理解任务，而是不能抑制表露事

实真相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闭症的欺骗似乎与抑制控制有关。还有研究采用“抵制诱惑范式”，

研究了执行功能的多个方面（如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计划）对欺骗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抑制控制对

从事欺骗行为的决定有显著影响［42］。

综上所述，虽然以往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欺骗损伤的研究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发现自闭症谱系

障碍个体的欺骗能力或欺骗的频率要弱于典型发展个体，由于 ASD 的谱系性质，这一欺骗能力的缺陷很

可能会延伸到一般人群当中的高阈下自闭特质个体中，使得 AT 个体也表现出欺骗能力的非典型性。

5  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欺骗非典型性的理论解释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之一［44］。是减少或制止神经、心理或行为活

动的机制［45］，是一种主动压制，中断或延迟行为的能力［44］，表现为个体在完成目标任务时对无关刺

激反应的抑制能力，个体通过抑制控制来抑制形成的优势反应，以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排除

或减少无关信息对当前信息加工的影响［44］。

执行功能所包含的抑制控制能力对于有效地进行欺骗是必要的［46］，因为它在抑制我们向他人揭示

真相的自然倾向和优势反应以及由于紧张和焦虑而不揭示欺骗中起关键作用［26］。然而，自闭症损伤的

执行功能理论认为，ASD 患者在抑制控制方面存在缺陷［47，48］，具体表现为抑制不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

受损和无法对不满足当前任务需要的刺激做出适当反应，也就是说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的反应抑制过程

是被破坏的［49］，这意味着患有 ASD 的个体在与欺骗相关的决策过程中在抑制真实反应方面存在困难，

具体会表现为难以抑制诚实相关信息的表达，或在抑制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使得他们的欺

骗表现较差，信服度更低。

欺骗通常旨在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虽然有些欺骗不涉及利益的得失，但成功的欺骗会产生一种欺

骗的快感［50］。自闭症的社会动机理论［37］认为，社会动机是引导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社会动机机制

的破坏可能是自闭症的最核心的缺陷。所谓的社会动机是指个体的一组心理倾向和生物机制，这种心理

倾向或生物机制能够使个体偏向于优先注意社会刺激（社会定向），在社会互动中寻求和享受快乐（社

会奖励），以及努力培养和维持社会关系（社会维系）［37，51，52］等。根据自闭症的社会动机损伤假设，

社会注意的早发性障碍产生于儿童的动作发展过程，并最终剥夺了儿童充分的社会学习经验，而由此导

致的对社会和非社会刺激的关注失衡又进一步破坏了社会技能和社会认知的发展［53］。

研究发现，ASD 个体在加工社会奖赏［54，55］及金钱奖赏［56］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社会动机理论



基于抑制控制和奖赏加工视角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欺骗损伤2022 年 4 月
第 4 卷第 4 期 ·54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404066

认为这种缺陷会导致 ASD 个体的社会取向、对社会行为的寻求和喜欢以及社会维持行为的减少，最终表

现出社会功能的整体缺失。fMRI 研究发现，金钱奖励和社会奖励的加工都能激活纹状体，并且激活程度

无显著差异［34］。神经影像学证据显示，ASD 患者在处理社会奖励时，纹状体的活动相对于典型发展个

体较低［57］。这种缺陷可能使自闭症个体不仅对成功欺骗带来的快感不敏感，而且对其他社会刺激如通

过欺骗获得金钱和赞扬也不敏感［58］。

由于既无法在欺骗的决策执行过程中抑制有关行为，也难以从欺骗获得的金钱及社会奖赏中得到相

应的快感，这可能导致了 ASD 个体既无法有效进行欺骗，同时也几乎不参与欺骗。

6  总结与展望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欺骗是消极的，至少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这一诚实原则认为，在没有特殊

的情况下，真实的陈述比欺骗更可取。然而，在实践中，交流者通常认为诚实不是最好的策略，研究发

现所有对话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欺骗式的［59］，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要进行 1 ～ 2 次欺骗［3，60］。欺骗在

让社会互动更加顺畅方面发挥了作用。日常谎言被认为是与他人保持健康关系的最重要因素［61］，过分

的诚实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或彻头彻尾的粗鲁［6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欺骗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甚

至是正常智力或高功能个体）中并不常见，使他们看起来有一种“道德上的纯真”。从一般道德的角度

来看，自闭症个体总是说实话的倾向似乎值得称赞，不应该改变，但这给自闭症个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

问题：由于他们缺乏欺骗的基本能力，在有限的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被批评为是“缺乏教养的”或“不

善解人意的”。因此从关怀伦理的角度来看，自闭症个体诚实的倾向或自闭症个体“不能”欺骗也可能

是他们拥有良好社会交往体验的障碍［62］。因此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尊重他人的感

受和需求，即使有时他们会凌驾于诚实的义务之上。有研究认为，自闭症患者需要接受撒谎和欺骗方面

的训练，让他们成为社交能力强的移情“欺骗者”，以便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过上更健康的生活［63］。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从 ASD 个体抑制控制及奖赏加工损伤出发研究其欺骗的特点，并探究背后相关的神经机制，

从而对提高 ASD 个体的社会适应力做出有针对性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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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ption Impairment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ibitory Control and Reward Processing

Huang Bowe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Decep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skill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s) are generally difficult to acquire this 
skill,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ir quality of social life. Deception often involve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reward processing. Therefore, the impair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reward processing may be the 
main reason why ASD individuals are difficult to deceiv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eption inju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reward processing ability of individuals with ASD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 and provid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so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ASD.
Key words: Decepti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hibition control; Reward proces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