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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实验室和实案测试研究了被测人在测试过程中接受弱刺激、中度刺激和强度刺激诱发的各类情绪

和各类情绪所对应的图谱波形，供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从业人员直接参考使用，以解决主测人员对图谱反应

把握不准、下结论不准问题，满足从业人员的迫切需要，为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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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是通过言语刺激诱发和唤醒被测

人的多元复合情绪，从而引发被测人的皮肤电、呼吸、

血压、脉搏等生理指标的变化，通过上述主要指标的变

化来分析判断被测人和所调查案件的关系。在犯罪心理

测试中，中性问题是陪衬、目标问题是靶向、准绳问题

是参照、牺牲问题是过渡，以上问题组成的题目就是刺

激。根据被测人对测试题目的关注程度、在乎程度、担

心程度不同，本研究将言语刺激分成弱刺激、中度刺激、

强刺激三种程度。每种刺激程度引发的心理生物反应强

度不一样。本研究通过实案测试研究和实验室研究数据，

探索不同刺激程度引起的图谱反应规律，为图谱识别和

综合分析研判提供指导和参考。 

实案测试和实验研究测试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型号是

CPS-2040型多道心理生理测试仪，该设备心理生理信号

稳定、指标图谱清晰、计算软件干扰程度低。 

本研究所采集的图谱数据主要是皮肤电反应、呼吸、

脉搏三个主要指标的实案测试和实验室数据，本研究所

指的图谱反应规律主要是皮肤电反应、呼吸、脉搏三个

指标的变化规律。 

实案测试和实验室研究数据表明，被测人体能状况

差、处于疾病状态、饥饿、寒冷、药物镇静、醉酒等非

常态时，严重影响被测人心理生理反应和测试图谱反应，

导致图谱乱反应，无明显区分。因此在测试前一定要保

证被测人生理机能处于正常水平，尤其是被采取强制措

施的被测人要提前一周补体能，达到正常水平。 

1  弱刺激图谱反应规律 

被测人在接受到中性问题刺激、不相关问题等刺激

时，由于该类问题对被测人而言关注度低、无需承担后

果、心理压力小，基本上都是诚实回答，从而引起图谱

反应正常、图谱变化微弱不剧烈，这类刺激称之为弱刺

激，是测试题目编制中非常重要的刺激。弱刺激的价值

在于和其他类型刺激比较，图谱反应是其他刺激图谱反

应的对照依据。在犯罪心理测试实务中弱刺激能够缓解

被测人紧张情绪，快速适应测试流程。在开始测试的第

一组题目中，根据测试需要可适当增加中性问题数量，

不计入评分即可，既不影响被测人体能，又不影响目标

问题反应。 

研究结果清楚表明，不是所有目标问题都能引起强

反应，而有些目标问题刺激引起的图谱反应弱。能否引

发强反应关键在于能否诱发和唤醒被测人的情绪反应，

并不是依据题目类型。实验室研究中有些实验对象实验

结束后明确表示：“因为是模拟作案实验，心理无压力，

测试中的每个问题对他来说都是弱刺激。” 
1.1  皮肤电反应规律 

1.1.1  皮肤电图谱变化慢 

被测人接受到问题刺激后，并未立即引起图谱反应，

一般在问题问完后 1~3 秒内起反应。有些图谱反应并不

是刺激引起的而是回答问题发声时带起来的反应或是由

于身体的动作引起的图谱反应。 

1.1.2  皮肤电反应弱 

皮肤电反应微弱，没有置顶和走平顶的图谱反应特

征，一般是呈倒 U字型图谱，有的被测人还会出现皮肤

电反应不变化，保持基线水平，当几个中性问题连续提

问时，皮肤电图谱甚至久久不起反应。 

1.1.3  持续时间短，回落快 

弱反应的典型特征是持续时间短，一般是图谱反应

后 2~5 秒之内就会回落，有的图谱波形升起后会立马回

落，呈现一起一落的特征。在实战测试中，有的被测人

皮肤电图谱会速升速降，波形会快速置顶后快速下降，

像强反映特征，但实际上也是弱反应图谱的一种，在实

案测试中容易混淆，要特别注意。 
1.2  呼吸反应规律 

弱刺激呼吸的典型特征是正常的呼吸波，呼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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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息，也没加速或减缓呼吸，波形呈均匀状态，没有拉

长或变宽。 

在弱刺激提问时，有的被测人会有联想反应，大脑

在思考别的东西，也会引起呼吸波的变化，会出现屏息

等现象，呼吸波呈直线或其他异常波形，这是因为主测

人所问的问题不能引起被测人的足够重视而出现注意力

转移导致的。 
1.3  脉搏反应规律 

弱刺激是不能引起脉搏的强烈反应，脉搏的变化是

由心脏活动的变化而引起的。人在激动、恐惧、惊恐等

状态下能引起心脏活动的剧烈变化，进而影响脉搏特征

变化。 

脉搏图谱主要看脉搏曲线有无增高或缩短、频率加

快或缓慢，弱刺激时频率无明显变化，曲线无明显增高

或缩短。在实战测试中被测人手部有动作时也能引起脉

搏的明显变化，在实测中要注意区分和辨别。另外，手

部有动作时皮肤电也会有相应变化，要同步观测，最好

能结合实测录像分析，以免影响系统自动评分，人工评

分时弱刺激可不计分，但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2  中度刺激图谱反应规律 

犯罪心理测试中，主测人容易以问题类型为导向，

选择关注点，目标问题和准绳问题关注多，中性问题和

题外问题关注少，图谱出现强反应时高度关注，忽略非

强反应特征图谱。事实上非强反应图谱也是被测人关注

的内容，含有大量案件信息供开发和利用，对后续的侦

审工作可提供方向指导，能瓦解涉案人的拒供心理和侥

幸心理，能深挖案件线索。 

与目标问题同类的陪衬问题、紧张峰搜索问题、临

时添加问题等，可引发被害人中强度图谱反应。中度刺

激如果识别不精准，会影响系统自动评分。甚至有些中

度刺激的评分会对目标问题和准绳问题的评分有很大影

响。人工评判可有效降低中度刺激对整体评分的影响，

但是系统自动评分软件和仪器设备在剔除中度刺激的影

响方面还不够完善。因为，系统自动评分它是一个整体

系统，计算机对系统的每个要素都进行评分，不能轻易

删除某个项目上的得分。这给专业心测人员启示，在图

评判当中系统评分仅仅只是一个参考，要以人工评分为

主，系统评分为辅。 
2.1  皮肤电反应规律 

2.1.1  图谱反应强烈而持续时间短 

问题刺激完后，图谱快速升起，部分能置顶，但持

续时间短，很快回落。有的曲线出现双峰波形或低度漂

流波形。低度漂流的图谱反应要引起足够重视。引起低

度漂流的图谱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虽不是强刺

激，但是被测人比较关注的刺激；二是强度刺激，有的

被测人由于体能状况差，强反应达不到置顶的状态，图

谱升起后会持续反应，和低度漂流的波形类同。在实案

测试中特别要加以区分。 

2.1.2  出现联想波 

被测人接受问题信号后，会认真思考并加以分析判

断，会想象主测人提问的目的，想象每一个问题背后的

含义，进行深度加工。这些想象的心理活动引起的图谱

会产生联想波形。联想波形和其他刺激的波形不同，呈

连绵不断的起伏下降状态，被测人在联想过程当中引起

的情绪也会诱发强度反应波形。在判断强度反应波形时

需要结合前后的反应图形判断。 
2.2  呼吸反应规律 

中度刺激时呼吸图谱波形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是，

被测人的联想活动引起其他情绪反应时也会引起呼吸波

的变化。在实案测试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就

是超前反应异常现象。在中度刺激问题上的超前反应会

引起呼吸的强反应，有的图谱成直角上升并持续走直线

的特殊波形，测试中需要结合下一个题目的皮肤电反应

判断是否属于超前反应。超前反应的问题往往是被测人

高度关心的问题和说谎的问题，一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法是在第 2 遍和第 3 遍测试的时候调整问题顺序，以避

免测试人员对图谱反应错判、误判。 
2.3  脉搏反应规律 

被测人心跳加快时脉搏频率加快，平静时脉搏处于

正常水平。研究证实，中度刺激时脉搏也会发生变化，

只不过变化比较微弱，有的时候人眼难以识别，需要借

助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加以识别并将信号放大供测试人

员分析研判。相比于弱刺激和强刺激而言，中度刺激的

脉搏反应稍微高于弱刺激反应，波形的高度和频率不是

很明显，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反应情况综合判定。 

3  强刺激图谱反应规律 

被测人在接受到目标问题刺激、准绳问题刺激、隐

私问题刺激时能够引起被测人高度警觉，害怕测试结论

会带来不利后果，担心会引起道德层面的否定性评价，

特别是担心谎言被揭露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后果，在一

系列复杂而又综合地认知加工下，引起被测人强烈的情

绪反应，必然引起被测人剧烈的生理生物反应。在被测

人生理和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剧烈的心理生物

反应又引起了测试图谱的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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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强刺激反应的比较只能是每个

被测人不同测试题目之间的比较，并不是不同测试人之

间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体能状况不同、心理特征不

同、认知水平不同、社会因素影响不同等诸多主体内外

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被测人的强反应之间存在差异。 
3.1  皮肤电反应规律 

3.1.1  图谱快速起反应 

被测者接受到语言强刺激后，皮肤电波形会快速升

起。一般是问题提问完后 0.5~1秒内快速反应。 

3.1.2  图谱角度大 

皮肤电图谱上升角度一般呈直角图谱往往会置顶，

呈平顶波形并持续前进。体能差或处于饥饿状态下的被

测人，图谱升起后虽未置顶，但也会持续走直线，这也

是强刺激的典型特征。 

3.1.3  持续时间长、回落慢 

这也是强反应的典型特征，持续到 6~10秒后图谱开

始回落，有的刺激会持续到 10~20秒，久久不能回落。 
3.2  呼吸反应规律 

呼吸生理信号转换电子信号时，呼吸抑制、呼吸节

律变化和呼吸暂停是最为重要的异常特征，变换成呼吸

线的长度来测量，包括横向和纵向的呼吸线长度比较。 

一般对呼吸的评价至少有 3 个完整呼吸峰，除了出

现抑制现象之外。有的仪器设备有胸呼吸和腹呼吸两道

参数和传感设备，在评分时主要依图谱变化显著的呼吸

通道，并且贯穿测试全过程。 

强刺激中常见的呼吸波异常图像有呼吸抑制、节律

变化、呼吸暂停和基线漂移。呼吸抑制时图谱呈现出波

形高度明显变短，结束后立即或逐步回归基础高度。呼

吸节律变化时呼吸各波之间的宽度会发生变化，表现为

变窄或变宽，并有短暂持续。呼吸暂停时呼吸曲线有一

部分呈直线状态，对比明显。呼吸基线漂移时整条呼吸

曲线会上下波动，呈弯曲状态。测试时出现这些典型特

征都是强刺激反应特征。 
3.3  脉搏反应规律 

在犯罪心理测试记录图形中，血压脉搏线的分析是

以血压变化相对量及脉搏跳动快慢来判断的，一般正常

的脉搏，一分钟大约跳动 80次，强刺激时脉搏加速，一

分钟高达 110 次，还有一类是基线变动。上述典型脉搏

特征出现时，要考虑是强反应刺激引起的。 

4  结语 

图谱曲线的变化是说谎的指标，对这点不同学派的

观点都相当一致，但是哪种传感器在犯罪心理测试中最

灵敏、最有用则说法不一。有部分专家认为呼吸最关键，

其次是皮肤电，再是是脉搏或血压。本实验研究认为有

效性和可靠性依次为：皮肤电、呼吸、脉搏或血压。我

国某些著名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家在图谱评分中，皮肤

电参考率占 70%、呼吸参考率占 20%、脉搏或血压参考

率占 10%。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与其他刑事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

在于，其对每一位被测者的反应，并无一定的典型反应

图可作为鉴定的标准。因此测试人员对于测试图谱的分

析，尤需谨慎小心，尤其是当曲线反应不够明确时，千

万不可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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