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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猴对实物的辨别反应向照片的迁移
”’

高 芳 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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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5 2 6和% 4 5 2 6 7, , ,

8 4 9 2 : ; < 3 =和> < ? 2 3 6〔�, ,

以及≅ Α, ) : 2 3和Β = =1Α: ? 2 3Χ 都做

了黑猩猩对立体实物的辨别反应向照片及图片迁移问题的实验研究
。

其 中除 ≅ Α: :2
3 和

Β == 1Α11 ? 2 3
外

,

其他人都以他们的实验结果证明黑猩猩能成功地把 习得的对立体实物的辨

别反应迁移到实物的照片或图片上去
。

然而
,

用恒河猴这样的猴科动物做此类实验 的 报

道很少
。

林国彬等帕 用我国特产的金丝猴做了从立体实物到其照片和画片的概括的实验
。

实

验 中先训练金丝猴形成对立体实物的稳定的辨别反应
,

然后用与实物同大的黑白照片
、

黑

色素描画
、

实线轮廓画和虚线轮廓画进行测验
。

结果表明
,

金丝猴未能将对实物的辨别反

应迁移到照片和画片上去
。

在该实验中
,

测验用照片是黑 白的通常的照片和画片7即没有

剪去背景 Δ
,

测验时四项测验刺激物按随机顺序出现
。

这样
,

基础训 练 和测 验 的刺激物的

情 境 颇为不同
,

照片和画片上的多余信息有可能干扰了动物对照片和画片的反应而影响

了动物的测验成绩
。

如果排除这种多余信息
,

猴科动物能否完成这 种 迁移呢 Ε 本实验试

图 回答这个问题
。

因为金丝猴是珍贵的稀有动物
,

本实验采用了更容易得 到 的 恒 河 猴 作 为 实 验 动

物
。

方 法

7一 Δ实验动物
Φ
实验动物为九只恒河猴 7Γ4Η 4Η

4 Ι ϑ1 4= =4Δ
,

四雄五雌
,

均为云南野

生猴
,

年龄+
Χ

/一 Κ
Χ

/岁
,

实验前除在笼 中驯养外未进行过任何实验和训练
。

7二 Δ实验装置和刺激物
Φ
实验装置为推式辨别学习装置认”

。

在该装置正面中 间 部

分有两个带有 + ΛΗ Ι Μ + ΛΗ Ι 的透明有机玻璃窗口的刺激物呈现盒
,

刺激物就放在这两个

呈现盒里
,

动物透过呈现盒的有机玻璃窗可以看见盒内的刺激物
。

当动物推动任一 个 呈

现盒时
,

该呈现盒下面的食物坑就露出来
。

如果动物推的是装有阳性刺激物的呈现盒
,

它

就可以在该呈现盒下面的食物坑中得到一小块奖赏食物
。

本实验中轮换使用饼干
、

核桃
、

苹果
、

梨和花生米作为奖赏食物
。

装置正面有一块不透明的塑料档板
,

当这个档板被放下

来时正好档住两个刺激物呈现盒的窗口
,

此时实验者可以往两呈现盒中放上刺激物 并 在

装有阳性刺激物的呈现盒下面的食物坑中放上奖赏食物
。

装置下面装有四个轮子
,

实 验

+Δ 本文于+ , − Κ年 − 月 + Ν 日收到
。

仿
木文是根据刘范导师指导下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中部分实验结果写 出的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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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将该装置推近或拉离实验动物
。

训练实验使用两对立体刺激物
Φ 7 + Δ房子 7十 Δ和墨水瓶 7一 Δ模型

,

7 Κ Δ圆锥体 7十 Δ

和球 7一 Δ
。

阳性刺激物和阴性刺激物的大小从外观上看大致相等
,

都为蓝灰色
。

测 验 用

刺激物是与立体刺激物同大小的照片
,

为了使它们更接近训练时的情境
,

将照片着 以与刺

激物相同的颜色并将背景部分剪去
,

贴在 + ΛΗ Ι Ο +ΛΗ Ι 的无 色透明有机玻璃板上
。

测验

Π时将这样的一对贴有立体刺激物照片的有机玻璃板插在两个呈现盒里靠近窗 口的沟槽内
Χ

呈现给动物
。

7三Δ实验程序
Φ 正式实验前先将实验装置放在实验室内一周

,

使动物熟悉和适 应 这

一装置
。

然后
,

对动物进行预备性训练
,

使它们学会在实验装置上推动呈现盒取食
。

方法

是这样的
Φ
将装置推到装有一个实验动物的笼前

,

当着动物将任一个呈现盒的食物 坑 露

出并放上食物让动物取食
。

然后
,

逐渐减少食物坑的露出部分继续训练
,

直至呈现盒完全

将它下面的食物坑盖住
,

动物熟练地推开呈现盒从食物坑中取食
。

预备训练中两呈 现 盒

内都不放任何刺激物
,

并且每次半随机地在两个食物坑中装上食物
。

Θ 正式实验时先用第一对立体刺激物即房子和 墨水瓶模型对动物进行二择一辨别学习

训练
。

方 法是这样的
Φ
把装置拉到动物够不到的地方

。

放下前面的不透 明档板
,

按 事 先

编排好的半随机顺序将阳性立体刺激物 7小房子Δ和阴性刺激物 7墨水瓶Δ分别放在两个呈
一

现盒中并在装有 阳性刺激物的呈现盒的食物坑中放上食物
。

拉起档板约 Ρ 秒钟后
,

将 装

置向装动物的笼子推进
。

动物做出推动呈现盒取食的反应后立即将档板放下
,

拉回 装 丑

并准备下一次试练
。

在每一次试练中只准许动物对一个呈现盒反应
,

不管动物反应 是 否

正确实验者立即将另一个呈现盒 闭锁
。

每天每只动物进行 /。次试练
,

阳性刺激物按半随

机顺序在左右两边各出现�Ν 次
。

当动物出现位置偏好时 7即连续对某一边反应十次Δ便按

下面方法进行位置校正
Φ
撤出偏好一边的呈现盒和另一边的刺激物

,

连续让动物对 非 偏

好一边的呈现盒反应三次并给以食物奖赏
。

然后恢复训练并在头三次把阳性刺激物放在

非偏好的那一边
。

在这三次中如有两次正确反应则转入正常训练程序
。

本实验规定动物

日正确反应率连续两天达到或超过 −Ν 多7即每天正确反应 Λ− 次
,

∀一 +
Χ

Ρ, Κ Μ 1。月Δ作为训

练合格标准
。

规定这样的标准是为了使动物在侧验前能稳定和熟练地对立体刺激物进行

辨别
。

动物训练达到标准后就开始用该对立体刺激物的照片进行迁移测验
。

在测验期间每

天每只动物同样进行/Ν 次试练
,

其中 Λ 次呈现照片进行测验
,

动物在测验 中无论反应对错

都不给予奖赏
。

在其余的Ρ/ 次试练中仍呈现训练用的立体刺激物
,

反应 正 确 时 照 例 奖

赏
。

连续进行 +Ν 天直到每只动物用照片进行的测验次数达到ΛΝ 次时为止
。

第一对刺激物的实验结束后
,

休 息 Ρ 天
,

接着开始第二对刺激物的实验
,

程序 同 上
。

在整个实验期间
,

每天上午对四只动物进行实验
,

下午为五只
。

对动物喂食时间及数

量进行控制
。

在每天实验之前
,

动物的食物剥夺 时间均在七小时以上
。

结 果

表 + 中列出的数据是九只动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 号
、

获号和 , 号动物在两对立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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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物辨别学习中每天正确反应的次数和 日正确反应率
。

图 + 是根据表 + 数据绘制的这

三只动物的辨别学习曲线
。

从表 + 和图 + 可明显地看出问题内学习和问题间 学 习 的 趋

势
。

表 + �号
、

−号和,号动物在辨别学习训练中每天正确反应次数和日正确反应率

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动物每天在的次试练中正确反应次数
,

括号内数字为当天的日正确反应率 7拓Δ
。

动动动 实 验 日日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编编编 +++ ΚΚΚ ��� ΛΛΛ ΡΡΡ /// ΤΤΤ −−− ,,, + ΝΝΝ +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号号 Κ了7Λ Ρ
Χ

ΝΔΔΔ � Ρ7Ρ −
Χ

� ΔΔΔ Λ +7/ −
·

� ΔΔΔ Ρ ,7, −
·

�ΔΔΔ Ρ ,7, −
·

� ΔΔΔ Ρ �7− −
·

�ΔΔΔ Λ� 7Τ +
Χ

Τ ΔΔΔ Λ �7Τ +
Χ

Τ ΔΔΔ Λ Ρ7Τ Ρ
Χ

Ν ΔΔΔ Ρ �7− −
·

� ΔΔΔ Ρ Λ7匀Ν刀ΔΔΔ

−−− 号号 Κ +7� Ρ
·

ΝΔΔΔ � Λ7Ρ /
,

ΤΔΔΔ � Τ7/ +
Χ

ΤΔΔΔ Λ Λ7Τ �
Χ

�ΔΔΔ Λ +7/ −
·

� ΔΔΔ Λ Τ7Τ−
·

� ΔΔΔ Λ −7− Ν
Χ

Ν ΔΔΔ Ρ Κ7− /
Χ

Τ ΔΔΔΔΔΔΔΔΔ

,,, 号号 Κ /7Λ +
Χ

Τ ΔΔΔ , 过7连: Τ、、 ΛΚ7Τ Ν
·

ΝΔΔΔ Λ Κ7Τ Ν
·

ΝΔΔΔ � ,7/ Ρ
·

Ν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 号号 � �7Ρ Ρ
Χ

ΝΔΔΔ � ,7/ Ρ
Χ

ΝΔΔΔ / Τ7, Ρ
Χ

ΝΔΔΔ Ρ −7, /
Χ

Τ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 号号 气, Υ几气 Ν、、 Λ ,7− +
,

Τ ΔΔΔ Ρ,7, −
·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Ρ ,7,−
·

� ΔΔΔ / Ν7+Ν Ν
·

Ν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ΛΛΛΛΛ Λ7Τ �
·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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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只动物达到训练标准所需的试练次数
。

以及训练最后两天平均 日正确反应率 列 于

表 &
。

表 & 动物达到训练标准时所需训练次数及训练最后两天平均正确反应率

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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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0
括号内的数字为训练最后两天的平均正确反应率 #拓∃

。

表 ) 给出了各动物在用两对立体刺激物照片进行的测验中的正确反应次数及正确反

应率
。

从表 ) 司看到在第一对照片的测验中有七只动物选择阳性照片的次数达到或超过
 

&/ 次 # 1 2 。
 

% .∃
,

表现出从立体刺激物到其照片的辨别反应的迁移
。

但是在第二对照片的

测验中只有两只动物达到或超过这个次数
。



� 期 高芳圃
Φ

恒河猴对实物的辨别反应向照片的迁移

表 � 动物在两项测验中的正确反应次数及正确反应率
,

缨匕丁
一

丁下卜七今六雀二越士二巨万
Ζ一⋯

Κ ,7了Κ一

卜州
Κ /7/ Ρ一

⋯
Κ

州 哩生翌州
一

Φ 吧1
一

些Φ Φ⋯
一

缨
葺
二对照

+
Κ � 7Ρ了一 Δ

⋯
Κ Λ 7/。一Δ

+
Κ Ρ7/ Κ一 Δ

+
Κ , 7Ε Κ一Δ

[
Κ /‘/ Ρ一 ,

[
Κ。·7Ρ +一,

[
Κ +‘Ρ Κ一 ,

Δ
Ξ

Κ �7
Α
Ε一 ,

[
Ξ

Κ +‘/

∴
一,

朴 了号动物在第二对照片的测验中有一次拒绝反应 7第 Κ! 次Δ
,

因此它的总测验次数为�, 次
Χ

括号内的数字为动

物在测验中的正确反应率
。

讨 论

+
Χ

从表 � 的数据可看到
,

在第一对立体刺激物的照片的测验中
,

七只动物选择阳性

刺激物照片的反应次数超过 Κ/ 次
,

显示出从立体刺激物到其照片的辨别反应的 迁 移
。

本实验中使用的第一对立体刺激物与金丝猴实验完全相同
。

进行辨别学习训练的条

件也基本相同
,

只是测验用的刺激物不同
。

如前所述
,

本实验只用照片进行测验
,

而 且 为

了排除照片上多余信息的干扰作用将照片的背景剪去并着 以与立体刺激物相同的颜色
。

在这样的条件下恒河猴在测验中显示出了从立体刺激物到其照片的辨别反应的迁移
。

金

丝猴和恒河猴在分类上同属 旧大陆猴
,

一般认为它们的智慧水平比较接近
。

因此可 以 设

想
,

如果对金丝猴实验中使用的黑白照片进行同样的处理后
,

该实验或许能得到和本实验

相似的结果
。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
,

黑猩猩能将其 习得的对立体刺激物的辨别反应成功地迁 移 到

立体刺激物的照片和画片上去
,

而在本实验的测验中
,

使用的照片是经过处理加 工 的
,

所

以司以认为在本实验中恒河猴表现出来的这种迁移要比黑猩猩在难度上低一些
。

Κ
Χ

在第二对照片的测验中有七只动物对阳性照片的反应低于 Κ/ 次
,

而这七只动物

中有六只在第一对照片的测验中是超过 Κ/ 次的
。

全体动物在第二对照片的测验中反应都

变得迟钝了
,

对照片的反应也比较混乱
。

Τ 号动物在第二对照片的第 ΚΤ 次测验甚至不作

反应
。

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林国彬等在关于金丝猴实验的报告中所提出

的
,

在动物对照片的反应总得不到强化的情况下
,

动物可能形成对实物与照片的情境之间

的辨另1Σ从而降低了测验成绩
。

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动物对照片的反应总得不到奖赏因

而使动物总的反应兴奋性降低而反应迟钝
,

错误增加
。

六号动物在两对照片的测验 中选择阳性照片的次数都达到或超过 Κ/ 次
,

这可能是 由

于该动物对实验条件特别适应的结果
。

该动物在实验中与实验者配合得最好
,

最 驯 顺
。

四号动物在第一对照片测验中选择阳性照片ΚΝ 次而在第二对照片测验中选择 Κ, 次
,

这可

能是它在第一对立体刺激物和照片的训练和测验中还没有很好地适应实验条件
,

经 过 第

一对立体刺激物和照片的实验后逐渐适应 了这一实验条件
,

因此在第二对照片的测 验 中

成绩提高了
。

九只动物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所取得的不同的结果显示出动物之间存在的

个体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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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在用房子和墨水瓶模型进行的基础训练中
,

九只恒河猴达到训练标准所需 训 练

次数为 +−Ν 一 //Ν 次
,

和林国彬等的实验中三只金丝猴 的相应的训练 次数 7+/Ν 一 /,Ν 次Δ相

差不大 7=一 Ν
Χ

/ + / Λ
,

∀ ] 。
Χ

+ Δ
。

因此可以认为这 两种猴科动物对立体刺激物的辨别作 业 基

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

这一结果与这两种动物在进化位置上非常接近的事实是相符合的
。

Λ
Χ

从表 + 中还可看到
,

在第一对刺激物的训练中
,

年龄较大的动物 7+
、

Κ
、

�
、

Λ
、

/号
,

Κ
Χ

/岁左右Δ达到训练标准所需训练次数要比年龄较小的动物 7Τ
、

−
、

,
、

+8 号
,

+
Χ

/ 岁左右Δ所

需训 练次数要少 7年龄与训练次数倒数之 间的相关系数
3一 Ν

Χ

− / , Κ
, : 一 ,

,

∀⊥ Ν
Χ

Ν Ν +Δ
。

这

似乎表明在这一年龄范围内
,

年龄较大的动物学 习得更快些
。

小 结

在总结金丝猴的从立体到平面辨别反应迁移实验的基础上
,

采取将测验照片背景 剪

去并着以与立体刺激物相同颜色的措施减少 了立体刺激物与照片在呈现时的情境方面的

差异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恒河猴表现出了从立体刺激物到它们的照片的 辨 别 反 应 的 迁

移
。

根据本实验结果
,

当测验次数较多时
,

如果动物对照片的反应持续得不到奖赏
,

动 物

的测验成绩可能会受到影响
。

本实验结果还表明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在 +
Χ

Ρ一Κ
Χ

Ρ岁范围内的恒河猴
,

年龄较大的比年

龄较小的更快地学会对立体刺激物的辨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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