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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大脑右半球功能的研究如今趋于增多。该文介绍了右脑半球语言加工能力研究概况, 这方面研

究将对人脑语言功能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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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群中, 右半球( Rig ht Hem isphere, RH )具有语言功能是不容置疑的, Hellige
[ 1]
研

究表明左利手者中约 19% RH 具有语言加工优势。但右利手者右半球所具有的语言加工能力

所达到的水平及其特点如何呢?这些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材

料, 并取得一些进展, 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争议。本文主要是介绍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有关研

究概况。此处语言加工(功能)是指语言或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能力)。

1正常人行为实验研究

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双耳分听和视觉快速呈现 (双/单侧视野) 两种, 具体实验模式常采

用命名、启动 (如联想启动) 、匹配 (如范畴匹配) 等, 研究涉及 RH 的语义加工等许多

方面。

1. 1语义启动研究

�Chiar ello 等人[ 2] , 采用自动语义启动范式对三种语义关系: � 仅义近 (如, 小鹿马

驹) ,  仅联想(如,蜜蜂蜂蜜) , !义近+ 联想(如, 医生护士) 在 RH / LH 上的激活扩散进行

研究。结果为, 仅义近关系的词的启动效应是 RH 上的大于 LH ; 任一视野上均无仅联想

关系的词的启动效应; 义近+ 联想关系的词的启动效应无视野差异。结合他们以前的研究

结果, 他们推论, 相关语义范畴的自动通达主要是在 RH 上发生, RH 上的激活扩散是更

为分散的。

∀ Beeman等
[3 ]
对右半球上总和启动效应( Summ atio n Pr iming )、直接启动效应( Direct

Prim ing ) 等作了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 总和启动效应是指, 三个启动词 #加在一起∃ 产

生的对目标词的促进作用(如,启动: shut t le- g round- space, 目标: launch) , 三个启动词与

目标词或弱相关或无关。直接启动指, 仅一个启动词, 而且与目标词强相关。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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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刺激中,当相关情境是占低比例时,两视野上的启动效应是均等的;当相关启动词占高的

比例时, RH 上有较大的启动效应。而对直接启动效应,则是 LH 上有较大的启动效应。

%Dr ew s
[ 4]
提出大脑半球上关于词的知识组织中, 存在概念间 ( Inter- Concept io n)

和概念中 ( Int ra- Concept io n) 两种关系。她定义概念中的关系是指条目间有逻辑相关,

如同一语义范畴的两成员间关系 (汽车火车) ; 概念间的关系起源于经验中重复联想结果

(棺材土地) 。她认为 LH 上的词典 ( Lexicon) 是在概念间的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而

RH 的词典是在概念中的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她的研究提示, LH 是种等级组织, 其上

可表征出语义信息间的逻辑关系; 而 RH 几乎无等级结构, 是建立在联想和情绪关系基础

上的。Abernethy 和 Coney
[5 ]使用启动范式研究了词典结构的半球的差异, 启动和目标投

射在左视野 ( Lef t View Field, LVF) 或右视野 ( Rig ht View Field, RVF) 上。他们发

现, LH 上有语义范畴关系表征, RH 上却没有。结果部分支持 Drews ( 1987) 的设想:

LH 上存在概念中关系, RH 上却没有, RH 上概念间的关系也未被检测到。

研究结果均提示, RH 上能发生语义启动效应,但不同于 LH 上的语义启动效应。RH 上

可能存在语汇组织,可能对语言有一定的理解等。

1. 2语言(文字)加工其它方面的研究

RH 还能对语言文字的其他方面进行加工, 我们可从有关方面的研究中观察到 RH 加工

语言的特殊之处。

�Eng 等人
[6 ]研究发现, RH 对字母串中最后一个字母(如, GEX中的 X)的识别错误率

高于 LH。Luh 和 Lev y
[ 7]的研究也重复发现,对 CV C( Consonant- Vow el- Consonant )假词

的识别 LH 占优势,而且,对最后一个字母的识别, RH 的错误率高于 LH。同时他们还发现,

RH 的首字母识别错误率低于 LH 的。Hellige 和 Sco tt [ 8]实验中要求被试采取读刺激(将底端

字母当作首字母) 和拼写 (从底端字母到顶字母) 的方式识别垂直排列的 CVC, 每个刺激在

LVF/ RVF 或两侧呈现( Bilateral View Field, BVF)。实验结果提示,对垂直排列的 CV C,

LH 的错误率低于 RH 的,错误形式也有质的不同。而且, RH 上第一个字母的识别错误远多

于对最后一个字母的识别。

∀ Coney
[9 ] 在连续阅读任务中, 利用固定窗口技术单行连续呈现文本段落 ( Tex t Pas�

sag e)。阅读过程中会有若干个间隔( Interv als) , 在此时间段上, 要求被试对快速呈现在该行

的 LVF / RVF 上的目标词作词汇判断。研究发现, RH 和 LH 上, 文本段中启动词对随后

语义相关目标词的启动效应都是均等的。研究结果提示, RH 是积极参与正常阅读理解过

程的, 但 RH 并未理解文本信息, 而是接受 LH 初始分析和解码的信息中的大部分。

2 病理学的有关研究

主要是以单侧脑损伤、半球切除、胼胝体切离患者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 60年代, Sperry

实验室就开始了对胼胝体切离病人的研究。现在基本知道, 分离状态下的 RH ( Disco 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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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 DRH )是哑脑而不是语聋( Wo rd- Deaf )。即 DRH 不能说出不在眼前的左手触摸物体的

名称或左视野迅速呈现的画的名称, 但它常能用左手正确选择检查者所说名字的物体, 并且

能以触摸方式来拼写出物体名或 LV F 上迅速呈现的物体名称。

Baynes等人
[ 10 ]
对裂脑病人 J. W . 的研究发现 RH 对形容词加工不太好、几乎没有语音

加工能力等,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当刺激呈现在 RH 上时, J . W . 不

能依据句法规则以理解句子, 而且, 不能执行需要语音分析的任务。有研究者 [ 11]对左半球切

除病人 N . I. 做过如下研究: 在对一个词与 5幅图中之一进行匹配的任务中, 她的正确率是

85%。有趣的是,执行此任务时, 6个错误中的 4个是在语义干扰条件下发生的。最后, N. I.

的语音加工任务特别得差。例如, 在匹配大小写字母时她能 100%正确, 但除了能发出# s∃的

音外,其余字母的音都发不出来。另外,她不能读出单个非词。

RH 损伤病人有时表现出语义相近判断受到破坏, 或表达情感时语词选择上有细微的

破坏[ 11]。总的来说, 裂脑人、LH 切除病人以及 RH 损伤病人等病理条件下 RH 语言功能

的研究提示, RH 能通达刺激的意义, 阅读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基于语义的。

3事件相关电位( Event Related Pot ential, ERP)和脑成像技术研究

ERP 可以提供信息加工过程的时间方面的数据。这种数据不同于反应时 ( React ion

T ime, RT ) ,却对其会有一定的补充。Ko unios 和H olcomb [12 ]利用 ERP 研究比较了语义加工

中的具体性效应与双重编码和单编码理论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 对具体词, N400的优

势是 RH 大于 LH。这提示具体词激活的语义信息至少有些是不同于抽象词激活的语义信

息, 结论与双重编码理论相一致。该研究结果是支持双重编码理论, 并认为语词和表象系

统基于不同的神经系统。

有研究者
[13 ]
利用 PET 技术对中风后失语症的恢复情形作了研究。他们使用 PET 分别

在休息和字词重复时, 对中风后失语症患者脑皮层代谢恢复情况所作的研究发现, 在中风亚

急性状态中, 左侧辅助运动区 ( Lef t Supplem entary M otor Area, LSMA) 显示出最显著的补

偿性激活; 当 LH 中心部位永久性损伤时, 为了进行语言加工, 大脑使用 RH 区域, 但这

种策略比起原初言语相关网络的恢复明显低效。Cardebat 等
[14 ]
使用 fM RI 对命名不能失语

病人的恢复情形作了研究。他们让病人对图画出声命名。结果显示, 与正常人相比, 病人

的双侧脑都显著激活了。此激活模式提示, 两半球都可能对命名不能的补偿起作用。左脑

后部激活可能与病人视觉注意加工增强有关, 右脑岛皮层的激活可能反映了前人的发现此

区是与发音复诵加工有关。

有研究者
[ 15]
采用正电子放射层描术( Posit ron Em ission Tom ogr aph, PET )对 15名健康

被试休息时和复述字期间的葡萄糖局部脑代谢率进行了检测, 得到在双侧上颞皮层有显著

的代谢增加的结果。最近, Pugh 等人
[16 ]
的 fM RI 神经成像的结果也发现, 语音敏感被试

在阅读过程中, 其 RH 上某特定区域会特别地激活。这项研究提示,如同 LH , RH 在由字到

右半球语言功能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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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的通达过程中,可能也起着某种作用。也有研究者
[ 17]
利用 fMRI 细致研究了右前额皮层

在情景记忆提取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右前额皮层的背外侧偏中区域与上下文的监控需

求增加有关,而右前额皮层的腹侧区域与提取有关。研究者认为 RH 的右前额皮层功能与语

言加工密切相关,而且是可分离的。Grady 等
[ 18]
利用 fMRI 研究图画和字词情景编码的神经

联系时发现,在语义编码和目的性学习过程中,对图和词的编码,许多脑区域显示出相近的激

活变化。这反映了在语义编码和目的性学习过程中, 对图和词的加工时, 脑的活动模式相近。

但 RH 的加工活动能对图维持一致而对词则随编码情境而变; LH 能对词进一步深加工, 而

对图的编码方式则更为灵活。

4国内相关研究

虽然国外对 RH 在语言加工中的作用有了许多研究, 国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却还不是很

多。张达人、陈霖等 [19 ]在对胼胝体分步全切病人左右侧命名的不对称性的研究中发现, 胼胝

体分步全切断使感觉信息的传输受阻,但在比较严格的实验条件下对左侧呈现的刺激仍表现

出一定的命名功能。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双侧语言或右脑语言功能在起作用。许世彤、区英琦

等
[ 20]
对 660名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外国来华留学生被试采用半视野速示法研究他们对常

用单字和双字词的辨认, 发现除汉族儿童 ( 7- 10岁) 外, 所有被试对单个汉字及双字词的辩

认都是大脑两半球均势。郭可教和孙勇[21 ]利用 Stroop色词干扰法研究汉字认知与大脑两半

球关系。所做的三个实验均表明左、右两半球均有十分显著的 Stroo p色词干扰效应,表明大

脑左、右两半球均有汉字词义认知功能, 而且这种认知功能在左、右两半球之间是均衡的, 没

有明显差异。还有其他研究者支持大脑两半球均势说
[ 22]
。

Keung 和 H oosain [23 ] 的研究发现对于短时间呈现的低频、多笔画数两个汉字的识别是

RH 优势。张武田和冯玲[24 ]采用改变一侧视野注意线索的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 SOA) ,探讨

注意因素与脑功能特性对具体、抽象性汉字识别的影响, 所得结果表明: �对具体字的识别,

右视野的作业成绩优于左视野。∀ 抽象字在 SOA为 0级时,左、右视野反应时和错误率未表

现出显著差异, 而在 SOA 为 1级和 2级时, 右视野识别的反应时成绩显著或接近显著优

于左视野。

与国外有关研究相比, 我国的研究方法上不多样, 研究内容还不系统, 因而所得结论

不够清晰和深入。

5 小结

从前面 RH 语言加工的诸项行为实验研究中, 我们可推测, RH 语言加工能力是存在

的, 而且可能牵涉到对语言的多个方面或在多种水平上进行加工。有研究者 [25 ]认为两半球

上均存在双路径, 一条是词汇路径(过程是: � 视觉编码;  语义储存; ! 语音编码; &言语) ,

另一条是非词汇路径 (过程是: � 形- 音转换;  语音编码; !言语) , 即承认右半球上也

存在词汇路径。这说明, 右半球识别字词的过程可能是类似左半球的, 只是加工特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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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病理学方面、事件相关和脑成像技术的研究则基本是从脑定位角度进行的。不过,

对正常人采用视野速示呈现法的行为研究可能受侧视野刺激的影响,病理状态下的研究又可

能有半球代偿在起作用, 因而,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会受到一定限制。今后的研究应将传统的

方法与脑成像技术结合起来,以便更为直接、深入地探查 RH 的语言功能。同时, 也将更有利

于揭示语言加工过程中的大脑两半球分工合作。

另外, 对于右利手者左半球是语言优势半球, 但还是不能排除右半球具有一定语言加工

能力的事实, 最近, Pulverm ller [26 ]对大脑两半球语言加工能力及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 他依

据修正了的 Hebbian 模型( H ebbian Mo del, HM )提出: 左半球为优势半球, 与外界的刺激环

境等许多因素有关。语词的发音可能受到双侧半球上运动区的操纵,对语词的音知觉引起双

侧听觉皮层的激活;语词的视知觉主要引起后枕区激活。这种活动的重复进行可能导致大量

的功能单位#细胞集成 ( Cell Assembly) ∃处于优势半球上, 少量的#细胞集成∃位于非优势半

球上。因此,两半球语言加工能力应是紧密#配合∃的。

为理解 LH 语言单侧化的个体发生, 对 RH 语言结构的研究是应受到重视的。尽管

RH 上似不存在语音或语法结构, 但它确实可能包含结构上不同于 LH 词典的丰富的词汇

网络, 而且, 可能正是由于 RH 上的语言结构等导致了 RH 加工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
[11 ,

27]。因而, 对 RH 语言加工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促进对 LH 上语言功能、结构等

方面的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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