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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

一

引言

与颜色视觉一样
,

运动视觉也是视觉系统的一个

基本维度
,

为 了适应环境
,

所有动物都有这样的机制
。

运 动视觉 可 以提供运动物体某些方面 如形状
、

质地

等 的信息 也可 以提供一些线索来帮助观察者搜索或

进行准确地深度与距离判断
。

因此
,

知觉运动的能力影

响着人对视觉经验的解释
。

运动信息加工受到许多因

素的影响
。

视觉运动信息加工

加工机制

在较高等动物的视觉系统中
,

视网膜及外侧膝状

体 内没有特定的运动觉察细胞
。

运动觉察发生

在网膜和 对视觉信息加工之后
。

但
,

在视 网膜和

内存在两类与运动觉察有关的细胞
。

一是感受野

较小的 细胞
,

它能对持续的光强度变化反应
,

可 以对

视觉信息进行线性整合
。

二是感受野较大的 细胞
,

它

对光变化 的反应是暂时的
,

而对视觉信息作非线性整

合
。

虽然边缘部分和中央窝在运动方向和速度大小的

辨别阑限接近
,

但视网膜的中央 窝和边缘部分对运动

的觉察存在着明显差异
。

在一定范围内边缘部分的运

动觉察能力 比中央窝更强
。

对于朝 向中央窝运动的知

觉潜伏期要 比离开 中央窝运动的知觉潜伏期短
。

对于

运动开始的反应时也表现出相 同的规律
。

中央窝部位

能准确地知觉一个运动物体 的方向
,

而边缘视觉则会

产生很大错误
。

另外
,

边缘部分下部比上部具有更强的

知觉能力
。

大脑两半球对视觉运动信息的加工也表现 出的不

对称性
,

具有皮层部位特异性
。

在运动的辨别过程 中
,

右半球的枕叶
、

颗叶和顶叶 区 的视觉诱发电位

幅度增加
,

而左半球相应部位的视觉诱发电位则没有

增加
。

运动信息的提取始于枕叶
,

而进一步的加工则在

颖叶和顶叶进行
。

运动信息整合

物体运动时
,

其空间位置随时间而变化
。

因此
,

空

间和时间就成为运动知觉的重要线 索
。

视觉运 动知觉

就是依赖于对运动 目标的空间和时间信息整合而完成

的
。

在时间特性上
,

运动结构中的点在呈现 一

时
,

视觉系统就可 以觉察运动的结构
。

这是从 目标中抽

取最少数 目的点所需要的时间
。

在空间特性方面
,

如果

缺乏足够的空 间信息
,

视觉系统就无法进行准确的运

动知觉
。

例如
, “

小孔问题 ” 。

对 目标

的表面特征知觉取决于对取样所获得的不同位置点的

整合
。

单位时间内取样的数 目增加
,

将会使知觉成绩提

高
。

运动信息的空间整合主要发生在与运动方向平行

的方向范围内 而垂直方向上较少
。

在空间一时间整合

过程 中
,

取样时间和取样点的数量之间存在着权衡
。

如

果 每次取样点较少
,

则总取样 时间就长 相反
,

则总取

样时间就短
。

在速度整合过程中
,

视觉系统可 以 把视野 中运动

点 的速度整合起来
,

产生与这些点的平均速度接近的

速度知觉 在不同速度的运动点的辨认中
,

总是以这些

点 的平均速度为判断基线
。

来 自不同速度点的整体平

均速度的差别阂限与来 自相同速度点的整体平均速度

的差别阑限接近
。

另外
,

速度大小的整合与方向整合过

程一致
,

因此
,

这两种加工机制可能是相同的
。

运动信息加工可能是 由局部到整体
,

又从整体到

局部的复杂过程
。

视觉系统首先分析运动模式的局域

特征
,

并且 比较不同时刻同一特征 的空 间位置
,

进而确

定局域运动方向和速度大小
。

它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局部信号 的确定
。

局部速度信号 的矢量平均
。

对一定区域内的运动方式 如移动
、

转动
、

扩展或缩

小等 的总体证据进行评价
。

视觉运动信息加工的影响因素

一个运动 目标
,

除运动特性外
,

它还包括如颜色
、

形状和大小等特征
。

由于这些特征的空间位置随时间

而变化
,

所以
,

它们将影响到视觉运动知觉
。

此外
,

观察

者的某些特性 如眼动
、

经验等 也对运动知觉产生影

响
。

门 颜色

电生理学研究表 明
,

大脑皮层对运动的分析是在

颖叶上 沟后部进行 的
,

而颜色编码细胞则主要分布在
、

部位
。

因此
,

对颜色和运动信息的加工是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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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平行的
。

运动加工区域内的细胞不对颜色反应
。

但

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
,

颜色在似动觉察中确实起 了重

要作用
。

在知觉神经通路中
,

一些基本特征 如颜色
、

运

动
、

深度和形状等 加工之间有明显的交互作用
。

例如
,

颜色对运动知觉的影响受到观察距离的制约
。

运动知

觉也可 以驱动颜色知觉
、

颜色扩散知觉以及运动区域

的深度关系知觉等 颜色和运动的加工通路可能不同
,

但通路之间又相互影响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

对比度

在运动方向的判断中
,

对比度也同样起作用
。

有人

用两祯图形交替呈现的方法让观察者判断运动方向
。

当两核图形的对 比度都很低时
,

方向判断很困难
,

而当

增加任何一帧图形的对 比度时
,

都有助于运动方向的

判断
。

视觉系统觉察运动的最优空间位移

和最小运动觉察闭限 叭 也受刺激的对

比度的影响
。

这可能是由于视觉系统的生理学特性引

起 的
,

而不是刺激的物理特性
。

在追踪运动 目标过程

中
,

背景亮度的变化将影响对整个视野总体亮度水平

的知觉
。

例如
,

当 目标从亮区域向暗区域移动时 对 比

度增加
,

知觉到 的总体亮度下降 而 目标反方向运动

时 对 比度减少
,

则知觉到总体亮度水平增加

刺激呈现时间间隔

似动现象中
,

两亮点之间有时间间隔 时所觉

察到的运动要 比无时间间隔时所觉察到的运动速度更

快
。

尽管两种情况下的时间频率和空间距离相等
。

还影响到二阶运动
一

觉察中的加

工特征
。

在有 情况下
,

二阶运动觉察成绩受到掩蔽

刺激特征的严重影响
,

这说明这种条件下的觉察机制

是以特征为基础 的 相反
,

在无 情况下
,

成绩几乎不

受影响
,

则此时是使用运动能量进行觉察的
。

同时
,

刺

激的呈现时间对主观运动也有影响
,

呈现时间越长
,

主

观运动速度越慢
。

形状和大小

在运动知觉 中
,

刺激的非颜色特征并不都等同地

被用来进行运动加工 的 单独的形状信息不能提供较

强 的线索
,

它必须和其他视觉信息相互作用
,

才能促进

运动方向的确定
。

目标大小对运动知觉也有影响
。

例

如
, “

小孔问题 ”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眼动

运动知觉过程 中
,

运动信号是产生眼动的驱动力

当眼睛注视一个运动目标时
,

就产生追踪运动
。

眼睛的

平滑追踪运动 盯 在运动知觉中起重要

作用
。

此过程 中的随意眼动控制系统包含 四个功能性

成 份 即 计 划
、

控 制
、

取 样

和连接 飞
。

其中前三个成份实现

预测功能
。

在这里
,

头一眼协调系统对追踪过程中的随

意眼动的控制起重要作用
。

运动目标的知觉和眼动之

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的关系
。

平滑追踪时
,

眼睛的最大速

度约为 度 秒
。

在追踪过程中
,

眼球还会产生不随意

的微小震颇
,

以获得持续的网膜像
。

同时
,

运动后效也

是眼球震颤的结果
。

人的期望也会影响眼动模式
。

例如
,

阅读母语材料

读者的注视点大都落在语意群的适当位置上
,

这是由

于语意期望被激活而引起的
。

同样
,

对 目标运动的速度

和方向的期望也影响其后 的追踪反应过程 当预测到

运 动方向发生变化时
,

眼睛便产生预期追踪运动 因

此
,

视觉运动知觉不仅有 自下而上的加工
,

也有 自上而

下的加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