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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various stimuli according 
to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effects of various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on 
psychophysiological response varied according to personality. 40 subjects were classified by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Two groups) and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Three groups)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various stimuli according to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effects of various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on psychophysiological response varied 
according to personality. 40 subjects were classified by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Two groups) and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Three groups) and examin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amount of saliva between these 
each group by the illumination.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were as follows, respectively: 1) In the type B 
group only, the amount of saliva under low illu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under high illumination; 2) The 
amount of saliva decreased as the STAI score increased; 3) The effect of illumination on time sense was 
stronger, as the STAI score decreased.  

Keywords: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 (STAI); illuminance; color temperature; of 
saliva; time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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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种刺激下的生理反应，受性格特征影响。本研究按照｢Type A行为模式｣和STAI 特性不安的

测定方法，将被试者分成了几组，在不同照明下测试了唾液量和时间感觉。结果： Type B被试群体在

低照度下唾液分泌量比高照度下的多; 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越低唾液分泌量越多; 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

越低，其群体时间感觉受照明环境的影响越强。 

关键词：Type A 行为模式；STAI 特性不安；照度；色温度；唾液分泌量；时间感觉 
 

1 引言 

人类生活在复杂的环境之中，接受着外来多元化

的刺激，这些刺激改变着人类的生理反应，这些生理

反应现象因人而异，因人的性格不同而各不相同。人

的不同性格的形成不仅受后天生活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且还受遗传因子的影响。前期研究已经证明受遗传因

子影响的｢Type A行为模式｣和STAI不安特性(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会影响脑血液动态[1]。为明晰 Type A

行为模式的生理特征，中村等进行了大量的精神负荷实验，

得出Type A 的心血管系统与内分泌系统比Type B 的心血

管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的反应明显增大。在心理压力增大时

Type A 型行为模式群体的收缩期血压、心拍数、前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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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量的上升幅度比Type B 型行为模式群体的上升幅

度大，即交感神经活动性强[2]。 

STAI 不安特性是可以判定自律神经系统的兴奋

不安状态的心理学指数[3]。血小板 PBR (peripheral-type 

benzodiazepine receptors) 的值因人而异、差别很大，

最大相差 20 倍。采用 STAI 不安特性调查的结果，PBR

高的人很容易感到不安，PBR 值低的人不容易感到不

安[4]。 

Type A型行为群体具有竞争意识、暴躁、容易产生压

力感的性格特征，可以认为其时间感觉有所不同。时间感

觉随着当事者的态度、期待、动机、情绪等变化而改

变，所以，影响时间感觉的因素可以推断为紧张和不

安的心理状态和生理量、尤其是脑机能的活动度。 

在前期照明研究中得出，人在不同的照度和不同

的色温度环境下其唾液分泌量将有所改变[5]，唾液分泌

量是受自律神经系统支配；基于不同色光对中枢神经

系统活动水平的影响，时间感觉也发生变化[6]。因此可

以推定不同照明环境下的唾液分泌量和时间感觉将受

性格特征的影响。为了确认此假设成立，本研究按照

｢Type A行为模式｣和STAI特性不安的测定方法，把被试

者分成了几个群体，在不同照明环境下对其测试了唾

液分泌量和时间感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者和实验环境 

被试者均为健康的男大学生，共计 40 名（20～30

岁；平均年龄 22±3.8 岁），全部是非吸烟者。实验在

室温 25℃、相对湿度控制在 50～60％的照明环境实验

室进行。环境照明采用松下的光控系统进行设定。照

明环境的照度和色温度采用色彩色差计（DATA 

PROCESSOR DP-100、MINOLTA 公司制造）进行测

量。照明条件为照度 200 lx、1500 lx 两组和色温度 3000 

K、7500 K 两组相互组合的条件 1（200 lx、3000 K）；

条件 2（200 lx、7500 K）；条件 3（1500 lx、3000 K）；

条件 4（1500 lx、7500 K）共 4 个条件。 

2.2 实验计划和测量方法 

为避免被试者前一天身体各方面因素对实验的影

响，要求被试者在实验前一天禁止饮酒，禁止做激烈

的运动，保证 6 小时以上的睡眠。而且为了避免时间

对被试者的影响，每个被试者全部统一在同一个时间

进行实验。实验当天，下午 13:40 被试者进入照明控制

在照度 1000 lx、色温度 5000 K 的照明室，测定 STAI

特性不安。进行实验说明后，使其安静地坐在实验用

椅上至下午 14:00。实验整个过程如图 1 所示。 

在被试者闭眼状态下调换照明条件，并在其照明

条件下进行 17 分钟拼图游戏，然后测定 STAI 状态不

安值，接着用蒸馏水漱口，再注视 1 分钟照明光，最

后测唾液分泌量。唾液分泌量采用 3×4cm 的脱脂棉折

成 1.5×2cm 大小放入舌下部的颚下腺上经过 2 分钟取

出测其重量，2 分钟的唾液分泌量是以脱脂棉的前后重

量差计算的。为了避免照明对 Type A行为模式测定值结

果的影响，Type A 行为模式测定是在照明实验结束两天后

进行的。 

 

 

2.3 根据性格特性的分组与解析方法 

｢Type A 行为模式｣测定是借鉴保坂隆的｢東海大式

生活健康調査｣方法进行的[7]。测定分数超过 43 分的被

试者群体定为｢Type A｣型群体，测定分数低于 43 分的

被试者群体定为｢Type B｣型群体。心理学指标测定采用

了 Spielberger 开发的 STAI 特性不安检查方法[8]。通过

STAI 特性不安检查方法被试者共分成五组：分数超过

53 分的被试者的不安状态为｢非常高｣；分数为 44～52

分的被试者的不安状态为｢高｣；分数为 33～43 分的被

试者不安状态为｢普通｣；分数为 24～32 分的被试者的

不安状态为｢低｣；不足 23 分的被试者的不安状态为｢

非常低｣。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是采用 Statview（ SAS Institute 

Inc ）进行三元配置反复测定分散分析（ANOVA）的。

有意水准为 0.05，有意倾向为 0.1。Type A 型群体和 

Type B型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和｢时间感觉｣受照明的照度

图 1. 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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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色温度的影响的实验分析是对进行｢Type A 行为模式｣

测试的 31 个被试者的数据进行三元配置分散分析的。

对于STAI特性不安的不同人群的｢唾液分泌量｣和｢时间

感觉｣受照明的照度和色温度的影响的实验分析是对进行

｢STAI 特性不安｣测定的 26 个被试者数据进行三元配

置分散分析的。 

3 结果 

3.1 ｢不同照明环境下 Type A 行为模式｣ 群体的

唾液分泌量 

对 40 名被试者中的 31 名被试者进行Type A 行为模

式调查后得出：17 名为Type A 型、14 名为Type B型。唾

液分泌量的数据分析是对｢Type A行为模式｣、照度和色

温度 3 个因素进行 3 元因子分散分析。Type A型被试者

群体和 TypeB 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有微小差别，即

Type A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比Type B型被试者群体

的唾液分泌量少（图2）。 

其次，｢Type A 行为模式｣和照度变量间有微小的相互

作用（p<0.1）。Type A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在高照

度和低照度环境下没有明显差异，但是Type B型被试者群

体的唾液分泌量在低照度环境下要比高照度环境分泌得多

（图2，p<0.1）。 

 

 

Type A                           Type B 
 

图 2. Type A 行为模式的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和Type B

型 被 试 者 群 体 在 200lx,3000K ； 200lx,7500K ；

1500lx,3000K；1500lx,7500K 照明环境下的唾液分泌量   

mean+S.E.＋ p<0.1 n.s p>0.1 

对 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的｢Type A 行为模式｣测定得

分值和唾液分泌量的相关关系以及对Type B型被试者群体

的｢Type A 行为模式｣测量值和唾液分泌量的相关关系进行

分析（图 3），结果 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具有负的相关

（p<0.01），而Type B型被试者群体具有正的相关（p<0.01）。  

3.2 不同照明环境下不同 STAI 特性不安群体的唾

液分泌量 

对 40 名被试者中的 26 名被试者进行了 STAI 特性不

安的测试，得出 5 名为 STAI 特性不安｢非常高｣，8 名为

STAI 特性不安｢高｣，13 名为STAI 特性不安｢普通｣共三

个组。对此三组群体分别在不同照明环境下的唾液量分

泌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没有差异。但是，三组 STAI

特性不安群体间的唾液分泌量有所不同。STAI 特性不

安｢非常高｣群体的唾液分泌量比 STAI 特性不安｢高｣和

STAI 特性不安｢普通｣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少（图4、p<0.1），

而且，唾液分泌量和 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之间有负的

相关关系（图 5、p=0.058）。 

3.3 不同照明环境下不同 STAI 特性不安群体的时

间感觉 

对20 名被试者进行了照明、STAI 特性不安和时间感

觉三元配置分散分析得出：STAI 特性不安、照度和色

温度之间有交互作用（图 6、p<0.01）。STAI 特性不安

｢非常高｣群体没有体现受照明的影响，而STAI 特性不安｢

高｣的群体在高照度低色温度环境下的时间感觉比在高照

度和高色温度环境下的时间感觉明显加长。在低照度环

境下色温度的差异对时间感觉没有影响。STAI 特性 

 

 

Type A行为模式测量值（Type B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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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普通｣群体的时间感觉随照明的色温度变化而变化，

低色温度环境比高色温度环境的时间感觉明显加长。 

4 讨论 

从实验分析结果得知，唾液分泌量受｢Type A 行为模式

｣的影响，Type A型被试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少于Type B型

被试群体的唾液分泌量。以往研究表明Type A 型群体的行

为特性具有竞争意识、成功意识强、很容易产生压力感[9]；

Type A型群体与Type B型群体相比容易患有虚血性心脏疾

病，对反应精神压力的交感神经系统影响非常强[10]；在对

Type A 型群体和Type B 型群体施加同等压力的情况下，

Type A型群体的交感神经β受容体反应活跃，而Type B 型

群体副交感神经 β 受容体反应活跃。从以上研究报告可以

推测出：本次研究结果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

少于Type B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可以认为是交感神

经活动反应强的缘故。 

Type A行为模式测量值(Type A型群体)  

图 3. 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和 Type B 型被试者群体的｢

Type A行为模式｣测量得点和唾液分泌量的相关关系 

 

在本次实验中，Type B型被试群体在低照度环境下的

唾液分泌量比高照度环境下明显增多。以往的研究表明在

低照度、低色温度环境下，人的觉醒度低、容易放松、副

交感神经活跃[11] [12] ；副交感神经活跃时，浆液性唾液

量增多，随之唾液分泌量也就增多[5]。在前一次的研究

中我们得出在低照度照明环境下的唾液分泌量比高照

度照明环境下的唾液分泌量多，与本次 Type B 型被试

群体的唾液分泌量的结果一致。 

Type B 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在低照度环境下比

高照度环境明显增多，但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的唾液分泌

量在照度发生变化时没有明显变化。以往的研究指出，Type 

A型行为群体和Type B型行为群体的不同在于交感神经持

续兴奋时Type A型行为群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不容易被抑

制[1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Type B 型被试者群体在低照

度环境下副交感神经机能加强唾液分泌量明显增多，可是

Type A 型被试者群体即使照度降低，由于副交感神经机能

被抑制，所以唾液分泌量没有明显变化。另外通过分析｢

Type A行为模式｣测定得分值与唾液分泌量，得出它们之间

有相关关系，即Type A 型被试群体的｢Type A行为模式｣

测定得分值与唾液分泌量之间具有负的相关关系，｢Type A

行为模式｣测定得分越大唾液分泌量越少，相反 Type B 型

被试群体的｢Type A行为模式｣测定得分值与唾液分泌量之

间具有正的相关关系，｢Type A行为模式｣测定得分越大唾

液分泌量越多。从保坂等[7]研究数据可知，Type A 型被试

群体中｢Type A 行为模式｣测定得分高者比得分低者尿酸值

和EOG 异常率高，而Type B型被试群体中｢Type A 行为

普通         高        非常高 

STAI 特性不安三个群体  

图 4. ｢普通｣、｢高｣、｢非常高｣的 STAI 特性不安群体

的唾液分泌量 mean+S.E.＋p<0.1  

 
 

STAI 特性不安测试值 
 

图 5. STAI 特性不安和唾液分泌量的相关关系图 

269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on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978-1-935068-14-3 © 2010 SciRes.



 
 

 

 

 

 

 

时
间
感
觉( 

  )
 

s 

普通                               高                              非常高 
 

图 6. 不同照明环境下 STAI 特性不安对时间感觉的影响 

 

模式｣测定得分高者比得分低者尿酸值和 EOG 异常率低，

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总之，本研究得出不同的照明环境

对唾液分泌量产生的影响在Type A 型被试群体和Type B

型被试群体中是不同的。 

基于 STAI 特性不安对唾液分泌量的影响分析结

果得出，STAI 特性不安｢非常高｣的被试者和 STAI 特

性不安｢高｣的被试者的唾液分泌量比 STAI 特性不安｢

普通｣的被试群体的唾液分泌量少，并且得出唾液分泌

量和 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之间负的相关关系，也就是

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越高，唾液分泌量越少。STAI

不安有 STAI 状态不安和 STAI 特性不安。STAI 状态

不安是随着自律神经的兴奋带来的压力所产生的不

安，是一时性的。STAI 特性不安是比较稳定的，它是

根据人体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不安，既每个人个体所特

有的不安状况。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与唾液分泌量之

间有负的相关关系，可以说明受自律神经系统影响的

唾液分泌量也受性格特性的影响。 

从 STAI 特性不安对时间感觉的影响结果得出，

STAI 特性不安｢高｣的被试者在高照度低色温度环境下

比高照度高色温度环境下的时间感觉明显加长，STAI

特性不安｢普通｣的被试者在低色温度环境下比高色温

度环境的时间感觉明显加长。最近曾报导人体内部时

间除了有生物钟以外还有象秒表一样的可以测量时间

长短的时钟，即时间感觉。它存在于大脑基底核的尾

状核、被榖、黑质等和形成大脑皮质的神经回路。以

往的研究也曾提到高色温度环境下比低色温度环境下

的 Alpha attenuation coefficient（AAC）和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值增高而提高觉醒度[13] [14] ，

因此，可以认为照明影响中枢神经，改变脑活动度，

随其时间感觉也发生变化。7500K 色温度的照明环境

比 3000K 色温度的照明环境下的时间感觉加快是高色

温度环境比低色温度环境的中枢神经活动强的缘故。

本研究中 STAI 特性不安｢非常高｣被试者群体没有看

到照明对时间感觉的影响，是因为不安影响过高以至

于照明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不记，相反，STAI 特性不

安测定值越低受照明的影响程度越强。 

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Type B① 被试者群体在低照度

环境下的唾液分泌量比高照度环境下的多。②STAI 特性

不安测定值高低对唾液分泌量有一定的影响，STAI 特

性不安测定值越低唾液分泌量越多，但没发现照明对

它的影响。③STAI 特性不安测定值越低群体的时间感

觉受照明环境的影响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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