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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研究成人对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与表情确定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成人如何对婴

儿情绪面孔进行动态注意加工。本研究将研究重点从成人对婴儿面孔的整体性注意偏向，转

向对其注意加工进程的不同阶段和成分展开剖析与探索，不仅丰富了注意偏向效应的研究，

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对“养育脑”理论的理解，推动了社会情感神经科学的发展。此外，通过

进一步探索表情不确定性对注意偏向效应的影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成人如何对婴儿情绪面

孔进行动态注意加工提供了新的视角。 

回应：感谢审稿人对本研究的认可，并感谢您为审阅本文所付出的宝贵时间与精力。您

的审稿意见非常细致有用，本文初稿在根据项目申报书进行修改的过程中，的确在很多方面

修改得并不到位，存在较多不太详细清晰的内容和不够具体准确的表述。因此，在本轮修改

中，我们根据您所提出的建议，对这些有问题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与补充。正是有了您的宝贵

意见，我们相信本文经过修改后，在规范性与准确性上会有很大的提高。其中具体的修改情

况，请参见以下对具体问题的回复。 

 

 

意见 1：表情不确定性的衡量和控制。在研究构想部分，作者需要详细说明他们如何衡

量和控制表情的不确定性。“表情不确定性”是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需要明确的

定义和测量方法。具体来说，建议作者详细描述他们是如何确定和操作表情不确定性的，比

如使用了什么特定技术、工具或评估标准，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内容。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表情不确定性的衡量和控制确实十分重要。我们已对研

究构想部分进行了修订，详细描述了我们是如何衡量和控制表情不确定性：我们使用的是面

孔融合技术来调控婴儿面孔的表情不确定性程度。具体而言，通过改变中性和其他表情婴儿

面孔融合的比例，我们可以制作出具有不同表情不确定性的婴儿面孔。对于这些面孔，我们

通过预实验，邀请独立的评估者来评价其表情不确定性程度，从而确保我们的操作有效。具



体修改内容如下：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在研究一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面孔融合技术来调节表情的不确

定性程度，旨在探讨表情不确定性的改变如何影响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的注意加

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改变中性和不同表情婴儿面孔融合的比例，制作

出具有不同表情不确定性的婴儿面孔，然后通过预实验，邀请独立的评估者来评价这些面孔

的表情不确定性程度，以确保我们的操作有效。” 

 

 

意见 2：理论建构部分的深度和具体性。在理论建构部分，作者需要更具体地解释他们

的发现如何推动了对注意偏向和情绪处理的理解，以及这些发现的潜在实际应用。比如作者

应该详细探讨他们的研究如何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以及他们的发现可能如何

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理论建构部分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详细探讨了我们的研究如何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以及我们的发现可能如何应

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总体来看，本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本项目围绕本团队已发现的，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即成人在观看不

同表情的婴儿面孔时，中性婴儿面孔诱发的注意偏向最强)，拟将研究重点从成人对婴儿面

孔的整体性注意偏向，转向对其注意加工进程的不同阶段和成分展开剖析与探索，这将有助

于揭示成人对不确定的婴儿情绪面孔进行动态注意加工的具体过程及其机制,从而深化人们

对“养育脑”的理解，推动社会情感神经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这对于提高公众对婴儿情

绪识别和理解的能力，优化育儿行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尤其是为早期亲子关系形成

存在困难的父母，设计干预方案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证依据，从而有助于提升这类父母的

养育质量。 

其次，本项目将基于面孔融合技术，在对表情不确定性的程度进行调控后，进一步探究

表情不确定性的改变，会如何影响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的注意加工进程，这将有

助于揭示成人对不确定的婴儿情绪面孔进行动态注意加工的具体过程及其机制，从而进一步

理解成人对婴儿情绪面孔的反应机制，以及这种反应机制的社会适应性含义。与此同时，通

过深入探究成人对婴儿情绪面孔的注意处理过程，尤其是在面对表情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为公众提供科学的育儿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婴儿的情绪反应，从而提高



养育质量，促进婴儿的健康成长。 

最后，本项目的研究方法和发现也为探究其他类型情绪信号的不确定性程度，是否会影

响人类对该情绪信号的注意加工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宽了我们对情

绪信号处理的认识，也可能在实践上对应对情绪复杂的社会情境，如人际交往、冲突解决等，

提供有益启示和指导。” 

 

意见 3：摘要中的详细信息。在摘要部分，作者应该确保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研究的

背景、目标、方法和意义，以便读者可以快速理解你们的工作。比如“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

向凸显效应”的概念界定需明确提出。 

回应：我们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对于“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我们在

修订的摘要中明确了其定义：“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是指在成人观看不同表情

的婴儿面孔时，中性婴儿面孔所诱发的注意偏向最强的现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修改能让读

者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成人观看不同表情的婴儿面孔时，中性婴儿面孔所诱发的注意

偏向最强，这种现象被称为“中性婴儿面孔注意偏向凸显效应”，且该效应会受到表情不确

定性的影响；但还尚未有研究对该效应的注意加工进程，以及表情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作用机

制展开深入剖析。” 

 

意见 4：需进一步完善语言表述。有些句子的表达不够准确，可能会导致读者理解困难。

作者应该仔细检查他们的文章，确保所有的句子都是清晰、准确和易于理解的。比如关键脑

区的功能解释：“眶额叶皮层(对刺激进行快速定向，并使其凸显出来)”、“左侧梭状回(对

面孔进行快速加工，且与面孔精细特征的感知有关”、“右侧梭状回(对面孔进行深入加工，

且与面孔类别的知觉相关)”以及“但在进入晚期策略加工阶段后，为了解决中性婴儿面孔

的表情不确定性，人类可能就需要对其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从而对中性婴儿面孔所携带的

模糊情绪信号进行仔细评估，即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注意解除困难”等。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耐心与细致。我们已经仔细检查了文章，并尽可能地提高了语言的

准确性和清晰度。我们希望这样的修改能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工作。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①关于关键脑区：眶额叶皮层(该脑区的功能与对刺激进行快速定向并使其凸显出来

相关)、眶额叶皮层(该脑区的功能还与对刺激进行持续监测相关)、左侧梭状回(该脑区的功



能与对面孔进行快速加工且与面孔精细特征的感知相关)、右侧梭状回(该脑区的功能与对面

孔进行深入加工且与面孔类别的知觉相关)； 

②但是，在进入晚期策略加工阶段后，为了解决中性婴儿面孔的表情不确定性，人类可

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资源，以便对中性婴儿面孔所携带的模糊情绪信号进行详尽评估，

这可以视为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注意解除困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作者较好地回应了我提出的问题，建议接受。 

 

编委意见：作者所关注的中性婴儿面孔的注意偏向问题及神经机制、以及表情不确定性在其

中的作用这两个科学问题，都有较好的学术价值。我没有具体的修改建议了，建议接受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