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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综述文章以语音和面孔表情为切入点，系统性介绍了婴儿对情绪信息的加工。结果发

现，颞叶和额叶皮层是婴儿情绪性语音和面孔表情加工的关键脑区；婴儿的情绪加工已初步

展现出了与成人类似的右半球优势。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情绪偏向发展理论”。总体而言，

研究问题明确，论据充分，有助于深化对婴儿认知发展特征和脑机制的理解，并为未来婴儿

情绪加工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文章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加以修改和补充。 

 

意见 1：“婴儿对情绪性信息的跨通道加工”是正文的一个章节，但这部分内容似乎在引言

中并未提及，建议在引言中进行必要的补充，以确保读者对论文整体结构和主题的清晰理解。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本次修改已在引言部分补充“婴儿对情绪性信息的跨通道加工”

相关内容（29-30 行）。 

 

意见 2：婴儿对情绪性面孔的加工章节提到“另外，7 月龄婴儿对动态的面孔表情非常敏感

(Quadrelli et al., 2019)。”敏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建议详细说说，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本此修改已补充相关内容（79-83 行）。 

 

意见 3：婴儿对情绪信息的跨通道加工章节提到“同时，Bahrick 等人(2004)还发现，当以双

模态体验情绪事件时，5 月龄婴儿还可以察觉到该事件的节奏和韵律变化。”这里的双模态

是什么意思？是指双通道吗？前文并未提及。后文作者也用了“跨模态”这样的表达，建议

在整篇文章中保持一致的术语使用，以确保表达的一致性和清晰度。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双模态”即“双感官通道”（视觉、听觉），在本次修改中已统一全

文术语，将“模态”统一为“感官模态”。 

 

意见 4：引言部分“胎儿从娩出起至生后 28 日龄为“新生儿”阶段，从 29 日龄到 12 月龄

为“婴儿”阶段。”其中引号应使用中文的引号，而不是英文的引号，建议作者在整篇文章

中仔细核对标点符号的使用。 

回应：感谢您的仔细阅读，该问题已在文中进行修改（14-15 行），并对全文进行检查核对。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回顾了婴儿对情绪性面孔表情、语音和跨通道加工方面的研究，分析总结了婴儿情

绪正负性加工偏向以及相应的神经机制的研究结果，汇总分析提出了“情绪偏向发展理论”。

此外对未来该领域如何开展研究提供了纵向设计、情绪标签评估方式、社会情绪评估几个方

向的建议。综合研究综述结论来看，婴儿的情绪加工在大脑右半球更具优势；婴儿对正性情

绪的面孔表情的理解要早于负性情绪；婴儿在出生后几天内以具备情绪加工相关能力并已表



现出情绪偏向性，且这种情绪偏向性在婴儿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作者所提出的理论，

从发育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从影像角度来说，审稿人目前也发现了一些婴幼儿脑影

像特别是脑功能影像方面的证据。总的来说，结论是婴幼儿在出生后即有脑功能的偏侧性，

并在 6 个月的时候比较显著，其中腹侧注意网络（主要功能包括情绪加工）右偏，而执行控

制网络（也叫额叶-顶叶网络，或中央执行网络，负责的功能除执行控制外，还有语言）出

现左偏。这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作者的结论 echo。总体而言这是一篇非常 informative，有科

学价值的综述。 

 

意见 1：眼窝额叶皮层 – 应为额叶眶区皮层，或额叶眶回。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本次修改已将文中的“眼窝额叶皮层”更改为“眶额叶皮层”。

（46 行） 

 

意见 2：另外，我对文章的结论有一些小修意见，因为读者容易把前人论文得到的综述结果

（6 月龄以下的婴儿是否明确为正性偏向，由于研究证据比较少，尚未达成共识）和作者的

学术主张（提出的情绪偏向发展理论）弄混。建议稍作语言调整，消除这种 confusion。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在结论部分对该表述进行了调整（212-213 行）。 

 

意见 3：另外一个建议是，目前婴幼儿脑发育研究在神经影像新技术加持下，取得了长足发

展。在美国有 Baby Connectome Project, 专注 0-5 岁脑结构、功能、连接发育，利用这个数

据集有一些研究从系统神经科学角度发现了社会情绪功能的发育脑机制，建议加入 2-3 篇近

期文献给予综述。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已经检索了关于“Baby Connectome Project”数据集的相关

文献，但未找到适用于本综述的研究。鉴于此，我们另外查找了与本综述主题相关的新近研

究成果，在文中添加了几篇近期与婴儿情绪有关的神经影像研究（30-37 行）。如果审稿人

可以推荐婴儿社会情绪功能脑发育机制相关的文献，我们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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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按照要求进行了很好的修改，推荐发表。 



 

编委 1 意见：同意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建议发表！ 

 

编委 2 意见：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该文经过多位专家的审阅，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达到发表水平，同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