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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面部知觉缺陷的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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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闭症存在明显的面部知觉缺陷。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文章对自闭症的面部知觉缺陷的脑机制进行了概

括。结果显示：$）对个人面孔的识别是进行人际交往和成功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与自闭

症存在的社会发展缺陷有着密切联系。"）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面部知觉控制是由梭状回（ 枕颞叶内侧回）中部内

侧出现的一小块皮质区所控制的（梭形的面部区，J-;50,(7 0’?: ’(:’，JJK）。%）自闭症在对面孔区分时 JJK 部位激活

水平更低，在情绪性面孔知觉时杏仁核激活水平也较低。这两个部位的病理缺陷，也会进而影响到自闭症儿童社会

技能的发展。了解面部知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对自闭症进行早期干预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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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闭症最先由 M:, N’..:( 于 $DI% 年在霍普金

斯大学提出，是一种严重的发展障碍，与 % 种典型的

障碍有关，即社会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和刻板行为、

语言障碍等。自闭症存在明显的社会缺陷，而对自

闭症的社会缺陷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自闭症的表

现有更多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引起自闭症的

相关神经生物学基础。

研究普遍认为自闭症有各种类型的失调，只是

在个案上表现出症状的严重性不同［$］。社会发展缺

陷对自闭症而言具有特定性，而且这种社会发展缺

陷可能也进一步引起自闭症的语言交流和重复行为

的问题。社会发展缺陷似乎也成为理解自闭症的重

要线索和起点，不管是要理解自闭症的发生学，还是

在实验室研究中，根据特定的神经系统障碍解释自

闭症的病理生物学机制，显得非常重要［"］。这表明

了研究社会系统的缺陷，将最终对大家在脑发育和

功能水平上理解自闭症的核心成分，提供更多的机

会。

$ 面部知觉缺陷与梭形的面部区（JJK）

$) $ 自闭症的面部知觉缺陷

有证据表明自闭症有明显的面部知觉缺陷［%HI］。

众所周知，对个人面孔的识别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

要成分。在生活际遇中，能够区分朋友、潜在的伙

伴、陌生人、敌人及其他人，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正

常发展儿童及成人逐步形成了能区分面孔之间差异

的知觉过程，尽管面孔表现各不相同，但面部特征却

具有某种一致性。人们区分面孔特异性的技能是普

遍存在的，当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会立即认出这个

面孔，这一过程是自动而迅速的加工过程。由于面

部特征及其构成具有相似性，于是每天都需要对面

部进行认知，这似乎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

表现，这也是视知觉中的重要能力，大家很少对其他

类型的物体有如此好的区分能力。

精于面部知觉的人，得对面部主要特征的轮廓

相当敏感，各特征之间的些许变化，也能迅速被有经

验的专家识别，而新手则做不到［O］。新手对普通物

体的感知，或新手对面部的感知，是由特征水平的加

工所启动的。而面孔识别专家进行面部识别时，以

及非面孔物体的识别专家在识别物体时，则是整体

加工模式。

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面部识别的专家，而自闭

症个体则似乎在面部识别能力受到了损害［E］。这一

观点已经被自闭症功能性的神经解剖方面的研究所

证实。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症有显著的面部识别缺

陷，不仅在面部知觉任务实验中识别的速度和准确

性差，而且也更依赖于特征水平的分析，不能充分利

用整体轮廓策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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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部知觉的控制区域

近年来，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典型的面部

知觉控制（外显和内隐的）是由梭状回（枕颞叶内侧

回）中部内侧出现的一小块皮质区所控制的。这一

部分当感受到面部刺激时会显著激活，而其他视觉

刺激则不会引起该部位的显著激活，这一部分称为

梭形的面 部 区（$$%）［&］。在 最 近 的 文 献 综 述 中，

’()*+,-./［&］指出，当感受到面部刺激时，$$% 部位

激活程度是其他非面孔刺激的两倍。这一组织对面

部识别的重要性已经由缺损研究所证实，即当该部

位有损伤时，将会导致不能识别面孔。在解剖上，该

部位呈梭形。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0123）研究表明，

面部知觉激活的中心通常位于右半球梭状回侧面区

域，而个别被试可能会出现左半球的梭状回激活，

但同时也会出现右半球梭状回的激活，且右侧激活

更显著些。

$$% 部位的激活是面部识别时的一个特定性部

位，$$% 的激活是自动化过程，当呈现任何一个面部

刺激即会激活，不管是中性的面孔还是富于表情的

面孔，不管是要求面部区分还是面部识别，都会激活

该区域［4］。以往的多数研究表明，自闭症的个体在

面部表情识别时，表现出 $$% 部位的激活水平更

低。

对自闭症进行研究的人员，以及那些对社会脑

研究有兴趣的人员，同时对杏仁核的研究也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最初对杏仁核的兴趣，是由于在进

行尸检时会在自闭症杏仁核部位发现神经丛发育不

良。有些病例的杏仁核似乎很小，挤在一块。另外

也有 0123 研究表明了杏仁核在完成面部知觉任务

时激活水平更低［!5］。这些研究多数认为自闭症个

体在情绪性面孔知觉时存在缺损与杏仁核部位有高

度相关［!!］。

在理论上，杏仁核对社会知觉和认知起着核心

的作用。而梭形的面部区则对面部知觉的识别是十

分重要的，杏仁核在先天的面部表达加工上也起着

核心作用［!#］。杏仁核是一个对情绪刺激快速反应

的结构，在情绪唤醒中起着关键作用，依据环境刺激

的重要性进行分配，调节视觉反馈相应的信息［!6］。

杏仁核的激活似乎是自动的过程，是由刺激所驱动

的，可以由面部表情图像引发，而不需要有意识地参

与。研究表明在呈现情绪性的面孔时，杏仁核损伤

的程度越重，$$% 部位越不易激活［!7］。这表明了杏

仁核损伤对情绪性事件感知有影响，而且 $$% 部位

可能受到杏仁核作用的调节，因此自闭症的 $$% 部

位的激活水平更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杏仁核为

基础的过程来解释。

# $%%、杏仁核影响自闭症社会发展的

病理生理模型

8 8 从经验上看来，新生儿即表现出对面孔的偏好，

而婴儿对面孔的偏好，被认为是由皮质下的视觉系

统所调节的，通过皮质下的视觉系统，将接受的信息

从视网膜传到高级丘脑，到达基底核部位，然后到达

杏仁核［!9］。刚出生时，视觉皮质远未成熟，因此很

难解释这种对面孔的特别偏好。因此，一个值得研

究的假设是，先天在皮质下视觉的异常，可能与杏仁

核有关，正是杏仁核部位的异常使得自闭症儿童在

最初几个月中对见过的面孔的注意很少。而皮质下

视觉系统的异常，可能是自闭症个体最初在社会发

展问题上的先兆。自闭症先天杏仁核的异常，可能

导致显著的社会刺激，如面孔的定向障碍［!:］，将会

使儿童不能发展出由 $$% 部位所调节的面部识别

技术。因此，皮质下视觉系统的异常可能是神经发

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过程也包括了以后在

$$% 调节的面部知觉上的缺损。于是有研究者就提

出了自闭症发展阶段的病理生理模型。

图 ! 是 ;<-=>?@ 提出的关于正常面部知觉技能

促进社会技能发展的病理生理模型，表明了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如果出现了某一阶段的缺损，则可能会

出现自闭症，这为自闭症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阶

段发展的模式。儿童似乎天生就有对面孔的偏好，

特别对视觉领域中上部位的高空间频率信息［!AB!&］，

而面孔似乎正好与这种偏好的特征一致。因此他们

从一开始就对面孔表现出了偏好。然而，某些环境

条件可能促进面孔偏好的发展，甚至这种发展会比

对物体的偏好更强。虽然还不知道这方面的实证资

料，不过工具性学习和联想性学习可能会提供加强

这种偏好和促进对面孔的感觉学习的条件，这应该

也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而杏仁核损伤病人

是面部识别研究的另外一类重要临床对象。临床研

究已经表明，杏仁核受损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识别

受损，但面孔身份识别正常。在上述的病理生理模

型中，杏仁核在早期对面孔知觉的经验进行调节时，

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强化对面部突出特征的识别，逐

步发展出对面部表情识别的重要功能。因此杏仁核

早期对面部表情的更多加工，将会促进 $$% 区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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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部知觉特征细节的识别，也包括对面孔一般特

征的识别加工，从而让人们获得更好的面部识别技

能。正是通过杏仁核对面部识别的经验增加而影响

到大脑皮质区的发展，使得皮质区更善于对面部感

觉过程的分析，如 !!" 部位和眶额叶对面部知觉特

征的分析。而更多的对于个体面孔加工的主动加工

过程，能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将有力地提高面部知觉

技能［#$］。在模式的下一阶段，通过对面孔的感知可

以获得个人的身份和情绪状态的信息，而这个阶段

被认为是对社会技能发展的关键。这些面部知觉技

能提供了社会交际所必需的脚手架，通过由面部信

息所传达的信息，了解到更多的非言语信息，促成社

会交际的成功进行。

图 #% 面部知觉技能促进社会技能发展的病理生理模型［#&］

’ 总结

自闭症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尽管有大

量数据预示着自闭症的脑基础及遗传机制，但要理

解自闭症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关键，在于找到自闭

症的一系列症状是否是由于多重神经系统障碍引

起，或者是由于某些最初的一两个因素导致了诸多

症状。文章通过自闭症患者的面部识别缺陷问题，

对当前关于梭状回面部区及杏仁核的文献进行了回

顾，并进一步表明杏仁核早期发育的不正常，会引起

以后由面部梭形区调节的面部表情知觉方面的社会

知觉缺陷。因此，面部知觉方面的异常，可能根源于

杏仁核信号系统的发育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为

了进一步了解杏仁核与梭形面部区之间对社会发展

的影响，有必要对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进行更

多的研究，以提示其中潜在的关系。了解面部知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对自闭症进行早期干

预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目前已经有研究者通

过绘画疗法［()］试图通过让自闭症描画人物肖像来

增加自闭症对面部知觉的识别，这或许也将成为对

自闭症进行社会发展缺陷干预的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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