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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取向的时间感知特征和
分子遗传学研究概述

郑 磊,甘 怡 群
(北京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北京市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市100871)

摘 要:未来取向是对于积极未来的思考、规划和建构,是个体对于未来时间框架的偏好。高未来取向

的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时距知觉更近,表现出更强的时间知觉多普勒效应,面对延迟折扣时表现出更低的时间

折扣率以及在未来重要任务和紧急但不重要任务的优先权设置中更倾向于做出理性决策;低未来取向的个

体则恰好相反。这种人格的差异被证明具有遗传性,基因和早期成长经历的交互作用能够解释未来取向的个

体差异。此外,未来取向调控时距知觉多普勒效应还存在于具身认知当中,身体空间位移和眼动的研究表明,

时间维度上的未来映射在空间运动的右侧进行。将来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借助遗传影像学、认知神经科学手段

以及精神疾病及其干预的对照研究进一步探讨未来取向的功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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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一句名言刻画了人类对时间的普遍

认识:时间如同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这表明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一种单向的运动,
而且常用空间上的单向运动描述时间上的感知体验;后一句名言则描述了人类对未来的规划和准

备,是对未来时间框架的偏好。那么,人类的这种未来取向特征和时间感知特点存在什么关系呢?

一、未来取向

未来取向是一种思想和行为上对未来的偏好,是个体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过程,它与目标设

定、积极预期以及任务执行等能力密切相关,包括情绪、态度、认知和动机结构[1,2]。目前未来取向

的研究集中在健康行为、物质滥用、工作绩效和学业成绩等领域[3]。
未来取向关注未来的目标和行为结果,这种偏向性被认为具有积极功能。未来取向能够促使

个体想象目标相关的行为结果,这种想象增强了个体实现未来目标的心理预期,最终改善个体的心

理健康状况[4]。这种保护性功能还可以帮助那些受到负性压力事件影响的个体,引导他们将注意

力从过去转移到未来,让他们感觉到未来的希望[5]和自我效能感[6],这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从压力事

件中脱离出来[7]。不仅如此,未来的积极预期和计划使得个体在生活中更倾向于采取健康行为,同
时抑制物质滥用等问题行为[3]。这种积极预期越强烈,个体对实现未来目标的动机越强烈,就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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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更多的学业投入和更好的绩效水平。
未来取向是具有个体差异的人格特质,并且指向未来的时间框架,这暗示不同未来取向个体对

时间距离的感知可能并不相同,并可能具有分子遗传学基础。相比低未来取向的个体,高未来取向

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预期未来的能力,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未来取向的个体对于未来的时间感知存在

差异性,而不同未来取向的水平有可能是由遗传因素和早期生活环境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但是,
到目前为止,有关未来取向时间感知的研究和遗传学的研究并不多。本部分研究综述最近课题组

关于未来取向在时间感知方面的研究,从时间多普勒效应、时间折扣效应、时间—空间具身认知效

应三个方面综述未来取向在时间感知中的作用,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阐释遗传和早期生活经验对

未来取向的塑造作用。

二、时距知觉效应

(一)时间多普勒效应

物理的多普勒效应广泛的存在于人类的世界中,它是指在空间运动中,当波源与观测者进行相

对运动时,受相对速度的影响,波长随波源与观测者相对位置变化而变化。最近研究发现,主观时

距知觉存在着与物理上多普勒效应相类似的变化规律:时距知觉在时间方向上存在系统性的不对

称性。当未来和过去的时间框架相同时(例如,一年前和一年后),人们心理上总认为未来事件在心

理上更接近现在,未来事件的心理距离比过去事件的心理距离更短,表现出时间多普勒效应(tem-
poralDopplereffect)[8]。

既然个体认为未来的心理距离更近,这暗示时间多普勒效应可能与未来时间框架偏向性存在

关联。Gan等的研究采用时间轴范式,让被试在电脑屏幕上的一条13cm时间轴上拖动鼠标选择

未来或过去一周、两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以及十二个月的主观心理距离[8]。研究发现,个体

的未来取向能够调节时距知觉的多普勒效应,具有较高水平未来取向的个体在时间距离上更加偏

向未来,在时距知觉上表现出更强的多普勒效应。具有较低水平未来取向的个体则恰好相反[9]。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客观时距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影响这种时距知觉效应。Peetz等的研究发

现,在较短的时间距离上,主观时间距离与客观时间距离存在一个比率关系[10]。因此,时距知觉可

能因为较小的主观时距感知差异而表现出较少的多普勒效应。但是,当客观时间距离延长后,更多

的个体差异就会体现在个体的主观时距知觉中。Gan等分别采用人格特质和实验操纵的方式研究

这一假设,三个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相比短的客观时间距离,较长客观时间距离下的未来取向

对时距知觉多普勒效应存在更强的调节作用(图1)。对于未来取向较低的个体,Gan等发现,积极

情绪能够弥补这一不足,增强个体的时距多普勒效应,这可能暗示积极情绪与未来取向在时距知觉

上存在着相互独立的效应[9]。此外,主观时距知觉能够在未来取向和应对动机中起到中介作用,这
提示可以通过干预主观时距知觉来帮助深陷在负性压力中的个体,引导他们制定较长时间距离的

目标,帮助他们从失败的过去转移到未来,为达成未来目标做好准备。

图1 时距知觉多普勒效应

图中横轴代表未来取向,深色棒代表过去时间知觉,浅色棒代表未来时间知觉



(二)时间折扣

时间折扣是指对未来收益的心理期待会因为客观时间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是一种对未来奖赏

心理期待降低的倾向[11]。例如,时间折扣高的个体倾向于选择即时的、收益小的选项,而不倾向于

选择一个未来的、收益大的选项。时间折扣率(DelayDiscountingRate)通常作为未来奖赏随着时

间变化而折扣的指标,是因为时间框架而导致的对未来收益的价值打折扣的比率。
目前,时间折扣率作为一种具有个体差异的指标[12],反映了个体对于未来时间取向的偏好程

度。这一假设通过延迟折扣范式(Delay-discountingTask)得到了验证[13],Gan等的研究发现,未
来取向高的个体具有较低的延迟折扣,这可能是因为未来取向高的个体对于未来时间具有更近的

心理距离,所以未来收益的时间折扣率较小,未来收益能够保持较大的心理期待[14]。任务优先权

范式(TaskPrioritization)是另一个用于研究时间折扣的范式,它关注个体的非理性行为[15],即同

时存在一个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和一个紧急但不重要的任务时,个体由于时间折扣现象而可能出

现先选择做紧急但不重要任务的非理性选择。未来取向高的个体对未来的时距知觉更近,这会增

加重要但不紧急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较少的时间折扣促使个体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9]。Gan等

采用压力视频范式启动应激反应,用延迟折扣和任务优先权范式测量个体应激情况下的时间折扣效

应。结果发现,压力情况下,高未来取向个体的低延迟折扣和高理性选择倾向消失了。因此,这种压

力因素可能是损害时间知觉效应的因素,导致个体减弱了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当个体不知道未来收

益是否能够实现的时候,抓住当下的收益就成为决策中的最优化选择,也有进化上的适应价值[14]。

图2 时间折扣和非理性选择效应

图中横轴代表未来取向,深色线代表控制组,浅色线代表压力组,左图纵坐标代表折扣率的自然对数。

综上所述,未来取向高的个体具有“时间透视”机能,它能够穿越时间的屏障,准确和敏锐的感

知未来事件的重要性[16]。此外,积极情绪、压力事件等情境因素会影响个体的时距知觉效应,将来

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情境因素和未来取向交互作用对时间感知效应的作用机制。
(三)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cognition)研究躯体的生理系统与认知功能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表
现为生理状态的改变能够“激活”心理感知,心理感知的变化也可以“激活”生理变化。已有研究发

现,躯体的空间信息常被人们用来理解和构建时间信息,表现出时间知觉信息和空间运动信息的一

致性。首先,躯体的前后左右运动空间与时间感知已经被证明存在着映射关系,未来的时间框架映

射在于运动空间的前部和右侧,过去的时间框架映射在运动空间的后部和左侧[17-18]。
刘天舒采用 Hartmann的眼动研究范式[18]同样验证了时间多普勒效应的空间映射[19]。当引

导被试思考过去时,被试眼睛注视点的位置位于更左边;而当引导被试思考未来时,被试眼睛注视

点的位置位于更右边;当引导被试思考今天时,今天所对应的空间位置与未来所对应的空间位置更

接近,两者均位于过去的空间位置的右侧,并与过去的位置存在显著差异[19]。未来取向的时距知

觉多普勒效应同样体现在具身认知的空间运动当中,未来取向的个体可能因为更加偏爱未来时间



框架,进而能够通过调节时距知觉的多普勒效应影响个体的具身认知反应,未来可以通过进一步的

研究验证这一关系。
(四)分子遗传学

大量人格特质研究表明心理特质存在遗传性,但未来取向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目前较少。作

为具有个体差异的人格特质,与未来取向相关的变量:乐观(遗传率=0.28)、自尊(遗传率=0.72)、
时间折扣(遗传率=0.51)等心理特质均被证明存在可遗传性[20-22]。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未来取

向会随着个体成长而发展变化且在成年后达到稳定水平,这种发展和变化受到家庭内变量、地区文

化、成长期经历的影响[23],这暗示未来取向可能受到来自基因遗传和早期成长环境的影响。
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可以解释成年人的人格特质。为此,Gan,

Chen,Zheng,Miao,Li采 用 双 生 子 的 ACE 模 型 证 实 未 来 取 向 的 遗 传 性 为49.6%(95%CI
[40.2,59.0])①。除此之外,环境因素中的家庭因素也是预测未来取向这一人格特质的因素。近期

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单个基因SNP对于个体心理特质的效应量很小,要同时考虑遗传和早期成

长经验对个体人格的综合效应。Zheng和Gan的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发现,FKBP5基因上的

SNPrs1360780能够通过调控FKBP5基因的表达进而影响个体的未来取向功能[24]。因为FKBP5
是HPA功能的重要调控基因,已被发现与个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焦虑相关。Zheng和Gan
的研究表明,FKBP5基因除了负向效应外,还能够与早期家庭亲密性共同作用于未来取向的发展

过程,表现出积极效应。具体来说,TT基因型的个体虽然在较差的环境中发展出较低水平的未来

取向,但是在较好的环境中会发展出更高水平的未来取向,表现出更高的环境易感性。这一研究结

果验证了基因与早期成长经历对于个体积极特质的塑造作用[24],以及提示了未来取向可能与心理

疾病存在关系。

三、展 望

目前,对于未来取向时间感知特征的研究非常少,对于未来取向的功能机制的探讨仍显不足,
这导致未来取向的相关研究很多停留在两者的表面相关[3]。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借助分子遗传

学、脑神经科学方面的手段探讨未来取向的功能机制,以及通过设计未来取向干预的随机对照试

验、分析未来取向与疾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分子遗传学

目前,课题组已经证实未来取向的可遗传性,并且已发现早期成长环境和个别候选基因多态性

对未来取向发展变化的作用,但是未来取向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在

未来研究当中,可以考虑采用全基因组测序的方式,考察全基因组和未来取向的关联性。课题组采

用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分析仅是目前考察心理特质形成因素的一种方法,将来的研究可以继续

通过这种方式探讨其他影响未来取向发展的候选基因或者早期环境,还可以采用单倍体分析或者

基因×基因交互作用分析等方法寻找未来取向形成的分子遗传学证据。此外,还可以采用遗传影

像学手段进一步考察候选基因的遗传表达是如何通过影响脑功能并最终影响到人的行为反应。
(二)脑科学证据

未来取向相关的脑科学证据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发现,当心理时间旅行的个体进行建

构和想象未来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后扣带回以及颞叶中部(例如,海马)等脑区得到激活[25]。其

中,右侧前额叶、额叶—纹状体参与时间距离的估计过程,它们的时间预见性可能表征的就是未来

取向的目标的设定、未来计划等功能,而颞叶中部的海马区则参与到情节建构过程中[2]。未来的思

① Gan,Y.,Chen,J.Zheng,L,Miao,M,.Li,X.*.TheheritabilityoffutureorientationinChinesetwinadolescents.Manu-

scriptinpreparation.



考还被发现与默认网络的激活相关,当个体思考未来相关的自我时,后侧默认网络得到激活[26]。
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未来取向相关功能脑区的研究,对于未来取向的功能机制的探讨非常有限。
未来取向是如何通过脑区间的联结实现目标设定、计划和动机功能以及一些情绪的调节和管理功

能,这在将来还需要借助一些高时间分辨率的分析手段,例如脑电图(EEG)、脑磁图(MEG)等。总

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等方法和技术为未来取向的脑机制研究提供了

新的途径。
(三)精神疾病与干预

未来取向可能与多种精神疾病存在关系。许多研究发现,存在自杀意念的病人通常对于未来

缺乏积极的预期,这种积极未来预期的缺乏通常与无助感相互联系,并伴随有自杀的想法[27]。躁

狂症和抑郁症也被发现与个体的未来建构能力相关,存在重度躁狂或者抑郁的病人想象未来积极

事件时候缺乏生动性和清晰性,表现出缺少未来情节建构能力[28,29]。此外,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

患者也同样表现出未来思维的异常[30-31]。虽然目前大多数疾病与未来取向的研究结论仍然停留在

表面的相关关系,但是这也提示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未来取向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

作用。此外,可以考虑采用未来取向的干预策略帮助患者恢复对于未来的规划、建构能力,从而帮

助患者缓解症状、治愈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研究证明,积极的思考和预期未来确实是与个体的幸福感相关[2],而且这种积极预期未来的能

力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32]。非临床样本的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学习目标设定和未来计划能

够显著增强个体预期积极未来的能力,减少负性情绪和无望感,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33]。此外,
在抑郁病人群体中,未来取向治疗(Future-directedTherapy)通过10周的干预能够显著的改善抑

郁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满意度[32]。目前对未来取向在心理康复和干预

中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研究,因此成为未来研究有希望的发展方向。

四、小 结

未来取向是对未来时间的思考和计划,这种积极预期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今对

于未来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未来取向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关于未来取向功能

机制的探讨仍然不够。将来可以借助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遗传影像学、认知神经科学、疾病与干预中

对未来取向的机制进一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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