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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识视觉运动知觉启动的脑机制
罗跃嘉

·

姜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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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 录正 常青年人在运 动知觉实验 中的事件相关电位 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彻 结果发

现某一特定方 向的视觉运 动知觉可 以 无意识地诱导其 后的运动知觉偏 向于 同一 方 向 早期 、

与晚期 成分的波幅增大 ’ 显示该早期效应反 映 外纹状皮层 的神经调节机制
,

内侧颗 叶

彻 和顶 叶内皮质的高级 视觉加工 区域也被激活 该结果提供 了运 动知觉启动效应的机制
,

是

运 动知觉刺激的方 向选择性神经 响应 相互 作用观点的直接证据
,

支持基于计算模型的对立 的运 动知觉

启动理论
,

不支持神经反 应不应期假说

关键词 视觉运动知 觉 非意识 件相关 电位 功能性磁共振

自然 界中视觉感知是可以被 诱导或者说被启动

的 例如
,

某一特定 方向的视觉刺激 ’
, ,

甚至非意识

的视觉刺激 飞 皆能使视觉运 动知觉偏向于同一方 向

因此
,

视觉运 动知觉启动可提供非意 识加
一

的研究

线索
,

其神经机制 尚不明确 本实验拟利用脑成像技

术
,

研究该类 方向选择反应早期非 意识加工在视觉

皮质的神经机制

对被试呈现向左或向右 二 义 。 运动的

正弦波格栅竖 条 当一 个特定运 动 方向的刺激启动

二 义运动的靶刺激时
,

其知觉的运 动 方向偏 向启动

刺激的同一方 向 “ , 这种运动知觉启动无须意识参

与
,

在启动刺激
一

靶刺激之间的间隔长达 、 日寸
,

该启

动效应明显减弱 “ 对于这种现象的神经机制 目前存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二种观点认为
,

该启动效应

是 由 于靶刺激的神经反应落到 了启动刺激神经反应

的 不 应 期 中 , 一 。 、、一
】

如果 是这 样
,

反 映神经兴 奋性 大小 的事件 相关 电位
一

,

波幅应随启动
一

靶刺激间隔缩短而降低

另 一 种 观 点 则 提 出 了运 动 知 觉 对 立 模 型‘ ,

。 的假设
,

认为 司向运动的神经信号

会增 强
,

而 运 动 方 向 相 反 的 神 经 信 号 则 彼 此 相

减 “
,

一 ”
,

这样
,

启动
一

靶刺激间隔缩短时
,

反映神经信

号响应的 成分应该增大 迄今尚未 见到研究正

弦波光栅运 动知觉 的脑成像研究报道 本 文拟通过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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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启动效应的 与 变化 考虑到短时间间

隔将产生 重复效应
,

兹采用反向运动作为启动

运动 的对照
,

二者相减所得 的差异波即为纯启动效

应的 成分

记录 脑电记录点为 个国际 一

标准记录系统的
, , , , , , , , ,

,

和 点 另外
,

为 与 连线的中点
,

为 与 连线的中点 参考点为右侧乳突
,

脑

电放大频带宽度 为 一 ,

连续采样
,

频率为

皮肤
一

电极间阻抗低于 分析时程 为
,

其中 为刺激前基线 测量窗 为
一

,

为
,

为 一

’ 测定 从 实验参加者中随机抽

取 人进行 扫描 只进行了 实验中的部分

实验 种单次运动 向左
,

向右
,

二义运动 和

短间隔 启动
一

靶刺激 的双次运动 在 两次运动任 务

之间令被试观看静止的正弦波光栅图
,

作为对照 采

用 公 司 磁共振成像系统
,

用于获得基于血

氧水平依赖性 信号的 加权梯度 回波序列

—回波平面成像 即功能像 扫描参数为 二 、,

,

转换角度 二 每个被试得到层厚为

的 层全脑轴位解剖图像 所得数据采用多元

回归分析 ’” ” 在全部实验效应 中
,

取 校正

后 的三维像素 、 作为运动知觉的脑区激活点

结果

实验

单次 向左
,

向右 相位运动的击键正确

率均为
,

可称之为特定运动
“

相位移动时
,

向左击键率为
,

因而叫做二义运动 在左
、

右特

定运动过程中
,

一 成分没有波幅及潜伏期之间

的差异 但二义运动产生的 波幅比特定运动产生

的 显著性减小 汽
, ,

尸
,

图

实验

比较 个时间间隔
,

和 的实验

组 启动
一

靶刺激为特定运动 与二 义运动
一

与对照组

次反向运动 之间的差别
,

个时间间隔实验组的同向

率分别为
,

与 如果正确反应率达
,

表示一 个完全的启动状态 而 的正确反应率则

表示没有启动 因此
,

卜述结果表明 种时间间隔分

别为强启动
、

弱启动 和无启动状态

在 间隔
,

启动状态诱发的 在

早期成分
, ‘

,

, , 二 ,

尸 与晚期成分
,

,

, 二 比
,

尸 均有 显著的正向移动 当间

隔增至 时
,

仅 波幅增大
,

, 一 尸

在 间隔
,

未见实验组 与对照组之间

有任何显著性差别 图

实验组靶刺激 减去对照组靶刺激 得到

差异波
,

表示靶刺激诱发的神经活动中的运 动知觉

启动 相关 成分 在强启动状态
,

早期
,

与晚期差异成分 一
,

尸

刀 均有 明 显 的正 向移 动 图 为不 同时段 的

差异波地形图 靶刺激呈现 后
,

在头皮枕

部有一个正性活动
,

而在 之后
,

则有一个广

泛分布的慢正波 视觉 的 成分局限于外纹状

皮质 ” ,

故从启动相关 的头

皮分布提示最早发生于外纹状皮质的启动效应 与视

觉加工的早期阶段密切相关

实验

为进一步 了解启动效应 的空间定位
,

我们检测

了运动启动效应的 反应 由于 的时间分

辨率有限
,

对于启动和靶运 动的神经响应未能明显

分开 另外
,

强启动状态仅持续
,

所以 当参加

实验的被试在磁共振扫描中完成同样的任务时
,

主要对运动方向的知觉判断所引起的激活区位置感

兴趣 我们 比较 了运 动方向的知觉判断 与静止正弦

波光栅图感知这两种情况的 结果 图 结果

显示 了一 个重叠在高分辨率结构 的被试脑区

激活图 在 二维像素 尸 的统计 显著性情况下
,

我们发现 与运动方 向加工相关的激活脑 区有腹侧枕

区
,

区
,

颖 卜回和内侧顶叶

讨论

朝某一特定方 向运动的启动刺激可使 二 义运动

靶刺激产生 的运动知觉 同向偏移 这种非意识的启

动效应可维持 我们的 结果表明二维运动知

觉启 动 的方 向导致 枕颗部早期正波
,

刺激后

与顶枕部
、

中央部
、

额部广泛分布的晚期成

分
,

的增大
,

此增大效应在 的启动

靶刺激短间隔时最大 随间隔延长
,

行为启动效应减

一 ,

七 “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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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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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拮抗菌卜
,

葡聚糖酶和几丁酶的产生

及其抑菌的可能机理
范 青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田世平
‘

刘海波 徐 勇
北 京 一 联系人

, 一 、 一。 、 工

摘要 膜醚毕赤酵母 〔
、

, , , 。 和季也蒙假丝酵母 , ,
, 是两株

能有效抑制桃
、

油桃果实采后软腐病的拮抗菌 研究了拮抗菌的
一 , 一

葡聚糖和几丁酶活性在 。 。

和 叮、 上的诱导 结果表明
,

以葡萄糖 细胞壁制品 作为碳源时在
一

盯 基本培养基中

诱导的
一 , 一

葡聚糖活性最高
,

其中膜醚毕赤酵母和季也蒙假丝酵母的最高值分别达 印
,

比活单位 和
,

而 以葡萄糖作 为惟一碳源 时诱导的
一 , 一

葡聚糖活性则最低 在

基本培养基中
,

膜醚毕赤酵母诱导的几丁酶 外切及 内切 几 丁酶 活性显著地高于季也蒙假丝

酵母
,

如膜酸毕赤酵母外切 几丁酶最大活性达
,

显著地高于季也蒙假丝酵母的最大活性

酵母菌悬浮液和碳源也能诱导桃果实伤 口 处
一 , 一

菊聚糖和几 丁酶的产生 研 究表明
一 , 一

葡聚

糖和 几 丁酶在抑制病菌时都有一 定作用
,

并可能具有协同效果

关键词 生物防治 醉母菌 软腐病
·

弄葡 柏酶 几丁醉

使用化学杀菌剂控制病菌是防治采后果蔬病害

发生的主要方法 然而
,

长期使用杀菌剂会使病菌对

其产生抗药性 ‘ ,

并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

因此
,

有

些控制采后病害的最有效的化学杀菌剂已被禁止使

用 ’ 人们试图寻求能取代当前化学杀菌剂的既安全

又经济有效的方法 ’ ,

生物防治正是这样一种有望

取代化学杀菌剂 的方法 现 已分离和筛选 了多种能

有效防治果实采后病害的拮抗菌
一 ’

了解拮抗菌的抑菌机理是增强拮抗菌生物防治效

力和确定拮抗菌筛选标准的重要前提 由于寄主
一

病

菌
一

拮抗菌之间的交互作用
,

阐明一种拮抗菌的抑菌

机理 比较困难 ’ 一般地
,

采后果蔬生物防治拮抗菌

的抑菌机理有 靠产生抗菌素抑制病菌生长 与病

菌竞争营养和空间 ”
诱导寄主产生抗性 直接与

病原菌作用
, ,

’‘,

几 丁质和
一 , 一

葡聚糖是真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因此
,

有人认为拮抗菌产生的几丁酶 和
一 , 一

葡聚糖酶 卫 是其在真菌寄生过程 中

降解病菌细胞壁 的关键酶【” 近年来
,

对几丁酶和
一 , 一

葡聚糖酶在采后果实病害生物防治中作用的研

究不多 “
·

’

软腐病的病原菌 刀“

是引起我国核果类果实采后毁灭性病害的主要

原因 病菌抱子散布于空气中
,

主要通过因采收或包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