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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控制系扰的操揪台歌爵中握常需耍考虑

的 一个简题是如何安排信号 �刺激�和控制电纽 �反

应电纽 �的关系
。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甜采用何种刺

激与反应的配合方式可以保荻操纵迅速井且可靠
。

在实脸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刺激一反应配合方

式
。

第一种 �实脸  � 是刺激灯呈现在信号板上
,

反

应电纽毅在操纵者手边
,
二者分开

,

但保持着空简

配置上的相应关系
。

第二种�实歇 ! �反应电纽道接

装在每个刺激灯之下
。

实撇中昆录了操作的反应时

和发生的错改反应
。

然后
,

应用了信息渝的某些分

析方法∀#∃ 处理实脸精果
,

借以表明哪种配合方式效

果校好
。

主要实蔽精果列为表  。

表  两种配合方式的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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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刺激的信息量
。

在实撇 + ,
反应时

也随信号的增多而增长
,

但二者为楼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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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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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有 Χ 者
,

皆以比特为单位
。

从表 < 精果可以看出
,
不渝刺激数目多少

,

实

壶 “的桔果总是优于实输 > 的精果
。

特别是在刺激

数目增多时
,

这种优越性更为明显
。

如实敬 > ,

随

刺激的数目增多
,

反应时有较大的增长
,

井显示在

刺激的信息量和反应时之简有一个抛物楼的函数关

, , ∗ ∋ & #% # # # ) 信号灯号

图 ) ∋ 个刺激灯实脆条件下反应时和反应条件嫡的比较

Χ
刺激的信息量和反应时之简的关系是赘多专阴研究

的对象
,

可参考文献 Δ)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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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巧个刺激灯实毅条件下反应时和

反应条件嫡的此较

斜率很小 2 Γ: 反 应川4 % Η < ∗ 7 十。
∃

, # + Χ 。

如果再考虑

到在不同实骏条件下错襄出现的频率和分布 情况
,

则两种不同配合方式的差别
,

从表 # 中传递函数的

此较看
,

就更为明显
。

而信息获得率则为梳一表示

反应的速度和准确性的棕合指标
。

此外
,

我们还分析了在各种实脸条件下
,

对不

同的刺激作反应对
,

速度和可靠 性 有 什 么 区
’

别
。

用反应的部分条件嫡 7 89 :力 作为各别反应的可靠

性的指标
。

条件嫡愈大表示可靠性愈差
。

桔果见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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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晃
,

在实蔽 > ,

一般的趋势是刺激

系列两端的反应蛟为可靠而且迅速
,

在刺激系列加

长 :刺激数目增多; 时
,

中简部分反应也有所改善
。

在突敲 ## 中
,

精果恰恰相反
,

在刺激系列两端部分

反应蛟慢
。

而整个地来看
,

实蔽 − 精果显然优 于

实歌 > 桔果
。

这些桔果都汞明第二种刺激一反应 配 合方式

效果较好
。

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刺激与反应 密 切 精

合
,

近于简单心理反应
,

不需要蛟复杂的心 理 过

程
,

在殷舒信号板时最好采用这种配合方式
。

但在

实际应用时它也有一些缺点
,

如信号板面积 很大

时
,
则操作不便

,

而且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往往不能

适合于复杂的操纵活动
。

如果由于客观条 件 的 耍

求
,

信号与反应电纽必须分开
,

而它们之背只存在

着室简上的对应关系时
,

就有必耍考虑各别信号传

递信息的效率不同
。

如系列两端及中央部分效果校

好
,

那么就可以把出现概率多或意义重要的信号放

在这些位置
,

借以保蔽反应的迅速和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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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杠素 与具 咯嗓 单 核 昔 酸 的 相 互 作 用

柱雨 著 邹 承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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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氧化电子传递链内有两类进行氧化还原作

用的重要的辅基
,
郎异咯嚓核普酸及血扛紊

。
电子

如何在它们之背进行传递是颇为重耍的简题
。

但关

于血杠素与异咯嚓核昔酸之简是否有直接的相互作

用似尚未晃蒲报导
。

我们在研究血杠素对一些黄酶

的影响 ># 时已握观察到血杠素对这些酶有强烈的抑

制作用
,

井且血杠素在老化之后抑制作用虽有降低

但对不同电子受体却能表现不同的抑制程度
,

这指

出血江素可能的作用点之一是异咯嚓辅基
。

用自动耙录式分光光度舒可以直接观察到血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