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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摘 要 研究了视知觉无意识加
一

中是否 存在形状优势效应
。

被试 为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 名
、

仪器为 ,。讯 、 “ 佰分 毋

率计算机
,

程序用 一 心理实验软件 系统编 制 而成
。

在实验 中 用信 号检测论技术发现
,

当启动图 形呈 现 时 间 为

时
,

被试是不能觉知到该图形的
。

在实验 和 扣
,

被试的任务分别是判断图形的形状和颜色
,

用 分析启动图形 对靶

图形 的启动效应时 发现
,

启动图形的颜色线索不会影响靶图形的形状判断
,

但启动图形 的形状线索却能抑 制或 促进 靶图 形的颜

色判断
。

实验证据提示
,

在判断物体整体特征时
,

无意识知觉具有形状优势效应
。

关健词 视知觉 无愈识 启动效应 形状优势
。

前言

形状和颜色同属于图形的基本属性
。

用视觉搜索

的方法研究图形表征时发现
,

对形状
、

颜色特征的加工过程

是独立的
,

分开的〔’
· 。

等人在研究错觉时也发现
,

视

知觉对图形的颜色和形状加工过程可 以分离〔 〕。

不仅如此
,

等人采用先呈现一个参照图形
,

后呈现一个靶图形 和

干扰图形
,

让被试根据图形的整体颜色判断靶刺激位置的匹

配方式研究还发现
,

激活适当的颜色表征可 以产生与之相联

系的形状表征〔
·

〕。

但是他们在先前的研究中采用相同的实

验范式并没有发现这种效应
。

因此
,

后来发现的这

种视觉系统对颜色和形状信息的整合
,

是 自然编码 的结果
,

还是被试做实验时采用有意的注意策略造成的
,

并没有得到

进一步证实
。

基于此
,

本研究先采用信号检测论技术
,

以确

定被掩蔽的启动图形在不同呈现时间上的觉知性 进而在阂

下知觉启动实验中
,

考察对图形整体颜色的加工能否 自动激

活与之相联系的形状表征
。

如果视知觉无意识中存在形状

优势效应
,

那么启动图形的颜色线索就有可能不会影响对靶

图形的整体形状判断
,

相反启动图形的形状线索确可能影响

对靶 图形整体颜色的判断
。

实验一 简单几何 图形在不 同呈现时间上的觉知

性

采用信号检测论技术
,

鉴定简单几何图形不能被觉知的

时间范围
,

为阑下启动实验取得尽量大的启动量确定一个时

间上限
。

,

被试

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共 名
,

其中男生 名
,

女生

名
。

年龄在 岁之间
。

视力或矫正视力均在 以上
。

色觉正常
。

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

仪器和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 一 心 理实验软件 系统
,

在 , , 一

高分辨率计算机上完成
,

显示分辨率为 义 ,

屏幕的垂

直刷新频率为
。

被试 眼 睛与显 示 器齐平
,

视距约为
。

注视点 十 的视角为
。

启动 图形 有两类

一类为三角形
,

分为锐角
、

直角和钝角三角形
,

另一类为 四 边

形
,

分别为正方形
、

平行 四 边形
、

梯形
,

每种图形都有两种颜

色
,

即为红色和绿色
。

因此
,

共有 个启动图形
。

伪靶刺激

为一个黑色的圆
。

启动图形 和伪靶图形视角约为

’
。

前掩蔽和后刺激均由一些黑色的乱线条构成 的
,

掩蔽刺

激视角约为 ’
,

’
。

构成图形的线条宽度为 个像素
,

图形 的色彩模式为 模式
。

实验程序

在计算机屏幕上先呈现注视点
,

时间为
,

接着依次

呈现前掩蔽刺激
、

启动图形和后掩蔽图形
,

其中启动 图形 的

呈现时间是随机的
,

可 以是
、 、 、

或
,

前掩蔽和

后掩蔽刺激的呈现时间均为
,

最后呈现伪靶刺激 为 了

与后面正式实验条件匹配
,

时间为
。

被试的任务就是

按键对启动图形进行迫选反应
。

个被试被告知用右手食

指按键表示启动图形为三角形
,

用右手 中指按另一反应键表

示靶图形为 四边形
。

另外 个被试也是用右手按键
,

但按

键反应与前 个被试相反
。

在 次练习之后
,

进行 组正

式实验
,

每组 次
。

其中启动图形是随机地呈现给被试
。

数据处理

以 四边形为噪音
,

三角形为信号
,

由击中概率和虚报概

率计算得到信号分辨力系数
’ ,

并检验击 中概率和虚报概

率是否有差异
,

以此考察 ’与
“ ”

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
,

分析启

动图形在不 同呈现时间上的觉知性
。

实验结果

当启动图形呈现时间为 和 时
,

击中概率和虚报

概率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 才值分别为 和
,

值

分别为 和
,

当呈现时间分别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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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击中概率 和虚 报概率差异 非 常显 著 值 分 别 为
、 ,

和
,

值均小 于
。

实验结 果 表

明
,

当启动图形 呈 现 为 和 。 时 该实验 测得 的信号分

辨力系数 ’ 与
“ ”

值之间没有差异
,

被试对该图形是不 能觉

知到的 见图
。

因 此
,

该实验确定 简单几何 图形不能被觉

知的时间上限是 、。

觉辨别能力测验 中
,

注 视点 十 、

启动 图形 和掩蔽刺激 及 实

验程序同正式实 验
,

不 同的是靶 图形 改成 了伪靶刺激 一 个

黑色的圆
,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启动图形 的形 状为三角形 还

是四边形
,

共进行 次
。

被试 的按键 为迫选 反 应
,

但没 有

时间压力
。

数据处理

统计每个被试视觉辨别能力测验 中被试的正确率
,

考察

被试对启动 图形 的觉知状态 删除按键错误 的反应 时数据

后
,

单独计算每个被试正确反应时均值
,

并将在均值三个标

准差 以外的正确反应时极端数据删除
,

最后对被试在各种条

件下的正确反应时进行两因素重复侧盘的 分析
。

实验结果

询问被试是否觉知到启动图形时
,

没有一个被试报告觉

知到
。

被试的形状辨别正确率为 一 ,

都没有超

出正确概率的 的置信区间
。

因此
,

被试对启动图形是不

能觉知 的
。

被删 除 的 比率不 超过
。

重 复测 量 的

分析表明
,

图形和靶图形形状范畴关系的主效应

非常显著 见图
, ,

￡“ , 二

,

说明形状线索的无意识启 动效应存在
。

在形状一致组

中
,

被试反应时的平均值为
,

在不一致组中
,

被试反

应时的平均值为 。。

两者颜色范畴关系的主效应
, , ,

以及两个 自变量

的交互作用
, , 二 , 户二 都

不显著
,

说明启动图形的颜色线索对靶图形形状判断没有影

响
。

︸考从协少华

、日妇卜士 ‘心 》

图 启动圈形在不同时间星现上的觉知性

注 检验击中概率和虚报概率差异显示
,

当启动 图形呈现时 间为
、

或
,

启动图形能被觉知
。 , 。

实验二 颇色线 索对靶 图形形状判断的启 动效

应

根据上述实验确定的时间上限
,

确定本实验的启动图形

呈现时间为
,

接着采用启动技术考察在形状辨别任务

中
,

阔下颜色线索会不会影响对靶刺激的形状判断
。

被试

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共 名
,

其中男生 名
,

女生

名
。

年龄在 一 岁之间
。

视力或矫正视力均在 以上
。

色觉正常
。

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

仪器和实验材料

仪器和实验材料使用的注视点 十 、

启动图形和掩蔽刺

激同实验一
。

使用的靶图形与启动刺激相同
。

实验设计

二因素组 内设计
,

一个组内因素为启动图形和靶图

形的形状范畴关系 当启动图形和靶图形同时为三角形或四

边形时为形状一致组
,

当其 中一个为三角形
,

另一个为四边

形时为形状不一致组
,

另一个变量是启动图形 和靶 图形 的

颜色范畴关系 当启动图形与靶图形属于同一种颜色时为颜

色一致组
,

当两者的颇色不同时为颜色不一致组
。

实验程序

不告知被试有启动图形出现
,

在计算机屏幕上先呈现注

视点
,

时间为
,

接着在呈现前掩蔽刺激
、

启动图形和后

掩蔽刺激
,

时间分别为
、

和
,

最后呈现靶图形
,

时

间为 巧
。

被试的任务就是尽快按键判断图形的形状
。

个被试被告知用右手食指按键表示靶图形为三角形
,

用右手

中指按另一反应键表示靶图形为四边形
。

另外 被试也是

用右手按键
,

但按键反应与前 个被试相反
。

在 次练 习

之后
,

进行 组实验
,

每组 次
。

其中启动图形和靶图形都

是随机地呈现给被试的
。

在正 式实验结束后
,

询问每个被试

是否觉察到启动图形
,

并进行一个视觉辨别能力测验
。

在视

鹿

一
形状不一致

。 。 · ·

⋯ ⋯
形状一致

溯柳硼仰俐卿

︵刀厚蓄逻以

一致 触触 不一 致

图 颇色线索对靶图形形状到断的作用

注 启动图形与靶图形的颜色一致与否不会形响对祀图形 的形状判

断 二 。

实验三 形状线 索对靶图形颇色判断的启 动效

应

改变被试的任务为判断靶图形的颜色
,

考察视知觉无意

识对整体颜色特征的加工能否激活与之相联系的形状表征
。

被试

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共 名
,

其 中男生 名
,

女生

名
。

年龄在 一 岁之间
。

视力或矫正视力均在 以上
。

色觉正常
。

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

仪器和实验材料

仪器和实验材料同实验二
。

实验设计
火 二因素组 内设计

。

自变量同实验二
。



柯学 等 视知 冤 尤 公识 如 卜‘卜的形状 优势效
、

斌

实验程序

实验过程与实验二类似
,

不 同的就是 被试 的 任务是 尽快

按键判断图形 的颜 色 其中 个被试 被 告知用 右
一

手食指按

键表示靶 图形的颜 色为红 色
,

用 右手 中指 按键表 示 靶图形 的

颜色为绿色
。

另外 被 试 也是 用 右手按 键 但按 键 反 应 与

前 个被试相 反
。

在正 式实验结束后
,

询 问每个被 试是 否

觉察到启动图形
,

并进行一个视觉 辨别能力测 验 在视觉 辨

别能力测验中
,

注视点
、

启动 图形 和 掩蔽刺激 及实验程

序同正式实验
,

不 同的是靶 图形改成 了伪靶刺 激 卜一 个 黑 色

的口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启动图形的颜 色为红色还是绿 色
,

共进行 次
。

被试的按键为迫选反应
,

但没有时间压力

数据处理

同实验二
。

实验结果

询问被试是否觉知到启动图形时
,

没有一个被 试报告觉

知到
。

被试的颜色辨别正确率为 一 ,

都没有超

出正确概率的 的置信区 间
。

因此
,

被试对启动 图形是不

能觉知的
。

被删 除 的 比 率不 超 过
。

重 复 测 童 的

分析表明
,

启动图形 和靶 图形颜色范畴关 系的主

效应非常显著 见图
, ,

三二 一

,

说明闭下颜色线索的启动效应存在
。

在颜色一致

组 中
,

被试反应时的平均值为
,

在颜色不 一致组 中

被试反应时的平均值为
。

但两者形状范畴关 系的

主效应
, , ,

也达 到

显著水平
,

说明闭下 呈 现 的形状线 索对颜 色判断 任务 有影

响
,

在形状一致组 中 被试反应 时的平均值 为
,

在

形状不一致组 中
,

被试反应时的平均值为
。

但两个

自变量的交互作用
, 。 ,

不显著
,

说明形状线索在颜色一致和颜色不 一致两种 条

件下对靶图形颜色判断的影响是一致的
。

朽朽肠︵趁︶蓄因以

致 颇色线索 小 一 致

图 形状线索对靶图形颜色判断的作用

注 当启动图形与靶图形的形状一致时
,

形状线索促进 对靶 图形 的颜

色判断
,

当启动图形与靶图形的形状不 一致时
,

形状线索抑 制靶 图形

的颜色判断
。

的 第二 启功 图形 与靶 图 形 的 形 状 和颜 色的 一 致 可 以 分别

促进对靶图形的形状和颜 色判断
,

两 者形状和颜 色的不 一致

可以 分别抑制对靶 图形 的形状 和颜 色判断
。

因此
,

图形 的物

理特征是能够被无意识加 工 的
、

不 仅如此 使用文 字
、

图形
、

数字材料做的阂下知觉实验还表明
,

视知觉无意识不仅 能加

工刺激 的物理特征
,

而 且还 能达 到语义水平 的加工
一 ” 。

不

能觉知 的某些刺激可 以 激活颗 区视觉皮层 ‘“ 、

二 。 和额叶皮层 川 的 电生理证据也支持该结 果
。

但是在

该研究中
,

形状线 索对靶 图形形 状判断任务的启动量

比颜色线索对靶 图形颜色判断任务 的启动量 、 要 小一

点 这很可 能是该研究设 计中使用 的图形颜 色是 两 种 而使

用 的形状则有两类 每类当中有 个 图形 造成 的
,

提示该实

验 中的颜色线索信号较强
。

即便在颜色线索信号较强 的情 况下
,

启动图形 和靶 图形

颜色一致与否并不会影响对靶 图形 的形状判断
,

显示 了对靶

图形的形状信息加工不受启动 图形 颜色线索 的影 响
。

该实

验结果提示 视知觉无意识对形状和颜色的加工过程是 可分

离的
,

而且形状和颜色特征也很可能在视觉腹侧通路上是分

开表征 的
。

这与 肠 用视觉搜索方法 的研究结果是吻合

的
。

颖下 区 有两 个细胞群集对颜色

或形状有特异性反 应 的 电生理证据也支持上述观点 「’“ 〕。

另

外
,

等人 也认为
,

颜色和 形状是分开表征 的
,

但是 如果

提出要求的
,

视觉系统可 以对颜色和形状信息进行整合 ‘ 〕。

相反
,

在形状线索信号没有颜 色信号强 的情况下
,

启 动

图形与靶图形的形状的一致可 以促进对靶图形颜色的判断
,

形状的不一致 可 以 抑 制对靶 图形颜 色的判断
。

从本研究的

实验结果分析看
,

这很 可能是无意识视觉加工对形状有 优势

效应造成的
,

提示视觉系统在加工 图形整体颜色时 对形状

信息的加工很可 能是 自动的
。

同时也说明 的研究结

果 —注意图形的整体颜色可 以 自动激 活 与之 相联 系的形

状表征队
,

〕,

是一种 自然编码的结果
,

而不是一种有意或策略

性的反应
。

等人后 来用 做的结果 也支持该结

论〔‘ 〕。

该结果与 的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
,

她 的特

征整合理论认为图形 的形状和颜色是两个不 同的特征 纬量
,

各种特征是 由功能上独立 的一个知觉的子系统所分析
,

这种

加工是 自动的
,

并且是 以 平行方式进行 的
,

而 客体 的辨认则

需要集中性注意的参与
,

集中性注意使得颜 色和形状特征得

以结合为的客体〔’ 〕。

但是在本研究中
,

由于启动图形 的 出现

是意识不到的
,

被试不 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 图形
,

在这样一

种情况下
,

却能发现对整体颜色特征的加工不可避免地激活

了与之联 系的形状表征
。

因此
,

视知觉无意识对形状 和颜色

特征加工 的编码过程很可能与实验任务密切相关
。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
,

图形的形状与颜色特征在 没有被觉知

的状态下是能被加工的
。

首先
,

启动图形的呈现时间为

时
,

被试的击中概率和 虚报概率没 有 达到显 著性差 异 而 且

在阂下启动实验后 对形状或颜色辨别的正 确率也没 有 超 出

正确概率 的 置 信 区 间
。

因此 被 试对该 图形是 不 能觉 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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