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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图谱反应的实质
袁新华

（甘肃政法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目前，我国测谎领域关于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图谱反映的实质有三种解读，即“心理痕迹检测论”“心理信
息检测论”和“记忆检测论”。但是，这三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阐述和解读直接引起测谎仪测试图谱变
化的最直接的心理因素。心理科学研究证明，测谎仪三个主要指标，即皮肤电反应、呼吸反应、血压或
脉搏反应，是由被测人在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绪和实时心理状态引起的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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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心理科学研究证实，个体的记忆心理因素不能直

接引起测谎仪检测的主要生理指标的变化。因此，上述

三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阐述和解读直接引起测谎仪测

试图谱变化的最直接心理因素。

2  测试图谱原理

测谎技术在下结论时会参考被测人的微反应、微表

情、言语异常、行为异常等诸多要素，但下结论最重要

的依据是被测人的图谱反应变化特征，主要包括皮肤电

图谱变化特征、呼吸图谱变化特征和血压、脉搏图谱变

化特征。

2.1 测谎仪图谱的主要指标
皮肤电图谱变化特征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指标，其

主要利用实体线路采集被测人手指部位的皮肤电反应信

号，在图谱综合评分中此指标参考率占 70%。呼吸图谱
变化特征反应直观，仪器采集损耗低，一般利用呼吸传

感器采集信号，在图谱综合评分中此指标参考率占 20%。
血压、脉搏图谱变化特征细微，血压信号采集一般使用

血压仪直接采集血压信号、脉搏信号（包括手腕脉搏跳

动信号采集和手指指尖脉搏跳动信号采集），在图谱综合

评分中此指标参考率占 10%。
2.2 测谎仪图谱的心理含义
引起测试图谱反应变化的心理内容就是测试图谱要

说明的实质，也就是引起测谎仪三个主要指标变化的心

理意义。要准确解读图谱反应的本质需要解读清楚每个

指标所代表的心理内容。

2.2.1 皮肤电反应
1926年，经过实验室大量研究和实践验证，美国多

道心理测试仪研究人员基勒成功研制出了带有皮肤电反

应测量的测谎仪。皮肤电反应的灵敏性和准确性，使测

谎仪更加科学，更加具有可操作性，非科研人员、普通

办案人员经系统培训和学习，也能较快地掌握和使用此

项技术。

皮肤电反应也称皮电属性，是一项情绪生理指标。

它代表机体受到刺激时皮肤电传导的变化，一般用电阻

值及其对数（或电导及其平方根）表示。

被测人受到语言刺激后，能够引起被测人的情绪波

动，甚至会引起被测人的情绪种类变化，相应的交感神

经系统就会兴奋，被测人的皮肤内血管就会舒张和收缩，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俗称测谎技术，是通过对被测人

语言刺激，诱发被测人皮肤电、呼吸、血压或脉搏等生

理指标的变化，测谎仪软硬件系统将这些变化的生理指

标转换为实时、动态、可视的数字电子信号，通过计算

机软件形成图谱，测试人员依据图谱的变化特征来判断

被测人与所调查案（事）件的关系。

关于图谱反应的实质，我国测谎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测谎仪检测的是犯罪心理痕迹，图谱反应

的实质则是被测人拥有的与犯罪有关的心理痕迹。”有观

点认为：“测谎检测的是记忆，图谱反应的实质则是被测

人拥有的与犯罪有关的记忆。”还有观点认为：“测谎仪

检测的是心理信息，图谱反应的实质则是被测人拥有的

与犯罪有关的心理信息。”上述观点是否准确，需要科学

的论证。为了准确回答测试图谱的本质，本文基于心理

科学的研究成果探究测谎仪指标的实质，以更准确地理

解和解读测试图谱，服务测谎技术。

1  主要观点辨析

“心理痕迹检测”的观点是相对于“物质痕迹”的理

论而提出的。该观点认为作案人的心理会留下痕迹。“心

理痕迹”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没有可测量的具体指标

体系，心理现象构成中并没有“心理痕迹”内容，能够

支撑“心理痕迹”观点的是记忆这一心理现象。事实上

作案人是不会留下“心理痕迹”的，只是会在大脑中储

存与犯罪有关的记忆。虽然这一观点具有新颖性，但从

心理科学的角度上看其实是对与犯罪有关记忆的比喻。

“记忆检测”的观点是依据心理现象记忆理论提出

的。的确，作案人经历案前、案中、案后整个作案过程

后会生成与犯罪相关的各种记忆，有短时记忆，也有长

时记忆。随着作案人多次回忆和反思，这些记忆会越来

越清晰且持久，可以成为识别涉案人的有效心理特征。

然而，记忆测量的主要方法回忆法、认知法与节省法及

其指标体系却不是测谎仪检测的主要参数和指标。因此，

测谎仪不是为测量记忆而设计和研发的。

“心理信息检测”的观点是基于“信息战”“大数据”

理念而提出的。从心理科学的角度上看，心理信息的表

达方式也是记忆，这一观点实质上也是对与犯罪有关记

忆的另一种解读。

综上分析，上述三种观点均是对记忆的不同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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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汗腺导管中汗液的分泌量也会发生改变，导致皮肤

电阻变化，皮肤电反应其实是皮肤电导测量方法，记录

皮肤电阻变化是情绪反应的一个客观指标。

科学研究证实，测谎技术中皮肤电这一关键、核心

指标图谱是被测人在测试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的生理

表现。

2.2.2 呼吸反应
一些科学家很早就发现了人在说谎时，呼吸会发生

变化，并开始着手研发呼吸采集设备，旨在利用呼吸这

一客观生理指标服务谎言识别。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发现

个体情绪变化时呼吸的频率和波长都会发生变化，可以

将这一有显著差异区分的生理指标用于多道测谎仪中。

很多的设备研究人员开始考虑利用呼吸测谎。随着呼吸

扫描仪的研发成功，呼吸指标被纳入测谎参考指标体系，

开始有效应用到识别谎言中，其主要是依据呼吸波形的

变化来判断图谱。意大利学者贝努西关于呼吸变化对测

谎的影响研究，早在 20世纪初就已经公开发表。
呼吸，是个体和外部环境交换气体的过程，一个完

整的呼吸包括三个部分，即呼气、屏息和吸气。影响呼

吸变化的因素诸多，与机体的生理变化息息相关，剧烈

运动、情绪的波动变化、身体状况都能引起呼吸的变化，

表现为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的差异。机体的实时心理状

态也会影响呼吸变化，引起呼吸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多重

作用力的结果，人在意识状态下能够自主控制呼吸特征。

2.2.3 血压、脉搏反应
1895年，意大利科学家测脉搏问案引起了社会巨大

的关注，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成功研制出的水力脉搏记录

仪可捕捉个体的脉搏实时变化差异，并将脉搏记录仪用

于刑案调查中，其原理是问一些能够引起被调查对象脉

搏变化的一些问题，然后观察脉搏压力计的变化情况，

有几起案件中真正的涉案人在测试时均验证了龙勃罗梭

的研究成果，并多次将此方法用到案件调查中。

基于此发明的深刻影响，科学家们不断改良和完善

脉搏测试仪，并深入探究脉搏变化的肌理，研究清楚生

理变化的心理基础，开发测试题目和测试模型。美国早

年也利用过此技术破获了一批案件。其中，在当时，马

斯顿的研究成果应用广泛，仪器设备和测试理念位于世

界领先水平。

脉搏是人体表可触摸到的动脉搏动，是心脏收缩时

推动血液前进对血管冲击“频率”的反映。由于心脏常

态化工作使得机体的脉搏频率能够被客观采集并转化为

数据，供研究人员分析判断。

一般情况下，正常成年人脉搏每分钟在 60～100次，
都是正常的。但在运动后、饭后、饮酒后、精神紧张或

者情绪兴奋时均可使脉搏呈暂时性加快，但是很快又会

恢复到正常值。在测谎时，与案件和被调查事件相关的

特殊问题刺激能引起涉案人和被调查对象精神紧张和情

绪兴奋，从而引起被测人脉搏频率的变化。

血压是常见的可易检测的生理指标，是血液在血管

内流动时作用于单位面积血管壁的侧压力，其能够被专

业血压计快速采集。

血压与人的交感神经系统息息相关，能够客观反映

个体心理状态和情绪活动，个体的常态心理状态和情绪

与涉案人特别是重大案件涉案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活动

有显著差异。在测谎中，被测人被问题刺激后，能引起

被测人精神紧张和情绪大范围波动，从而引起被测人血

压变化。

血压和脉搏生理指标会交互影响，血压过低或过高

会引起心率和脉搏的变化。心率明显降低或明显增加时

也会影响血压变化。

3  图谱反应的实质

经测谎技术研究证实，被测人情绪在紧张时皮肤电

会强反应，图谱会陡然升高，并且持续一定时间后回落，

呈平顶或高峰波形；血压会明显升高，脉搏频率加快，

波形变密或整体波形上下波动；呼吸会快而强，呼吸波

形变长变密。被测人情绪在惊恐时呼吸有时暂停，呼吸

波形走直线；脉搏频率变低，小血管收缩，皮肤电变化

明显；脸色发白、出冷汗、口干等。就呼吸图谱特征分

析，测谎中被测人情绪发生和变化时，呼吸的频率、深

浅、快慢、均匀程度等都会发生变化，被测人悲伤时的

频率为每分钟 9次，愤怒时的频率为每分钟 40次，恐惧
时的频率为每分钟 64次。情绪反应时，脑电、皮肤电也
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情绪过程中，总是伴有

生理活动的可计量指标，因此，人们可以用这样的客观

指标来了解人的情绪反应程度。[1]

皮肤电反应指标就是一个测量情绪的客观指标，皮

肤电反应引起的图谱变化实际上就是情绪变化。呼吸、

血压和脉搏的变化与情绪、精神状态和其他生理活动有

很大的关系。但是，在测谎过程中能引起呼吸、血压和

脉搏生理指标变化的是被测人的情绪和实时心理状态引

起的生理变化。

因此，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图谱反应的实质是被测人

在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绪和实时心理状态引起的生

理变化。即使涉案被测人有与犯罪有关的记忆，如果在

测试过程中不能有效唤起被测人的情绪，测试图谱也不

会有有效地反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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