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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现对内源性选择注意的影响
‘

赵 晨 张 侃 杨华海

( 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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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空间线索技术的实验模式
,

考察内源性选择注意与外薄性选择注意的相互关

系
。

实验结果表明
,

外周线索突现可以优先地被加工
,

但并不是完全高度自动化帅 ‘当注惫受内源

性中央线索引导集中到一个与突现刺激不一致的空间位 ! 时
,
突现刺激不能引导出自动化的外源

性选择注意
。

关健词
:

内诬性 外源性 选择性注魔

1 前言

对视觉信息的有选择的加工被称为视觉选择性注意
。

在视觉空间选择性注意领域
,

注意的自动

加工和控制性加工过程分别对应于外源性 ( Exo g en ou s )选择注意和内源性 (E nd og e no u s )选择注

意
,

它们的区别在于注意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视觉刺激的特性或是源于人本身的 目标状态 〔’〕
。

在早先的研究 中
,

我们利用空间线索技术
,

发现视觉中央线索在短至 50 毫秒 S O A (St im ul us O n -

se t A sy nc hr o ni es )的条件下就能可靠地引导 出内源性选择注意 ; 另外检验三种注意模型
,

发现外周

线索突现 (A b ru Pt O ns et s )( 简称突现 )激活反射性 的
、

自动化加工的外源性选择注意
,

这时注意转

移 以注意 中心连续移动的方式进行
,

支持了探照灯模型阁
.

那么
,

当注意已经在 中央线索的引导下

集中在某一区域时
,

外周线索是否仍旧能 自动化地吸引注意?内源性选择注意是否能被外源性的突

现刺激打断 ? 突现引导的外源性选择注意是否满足高度 自动化的定义 ? 以及内源性选择注意与外

源性选择注意的相互关系如何 ?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
。

一些研究表明
,

短暂的突现能 自动化地吸引注

意
,

但另一些实验却得到相反的结论
。

M ul ler 和 R ab bi tt 1 9 8 9 年的实验结果显示
,

虽然 自主性的注

意分配影响了突现对注意的吸引
,

但由中央线索引出的 自主性 的内源性注意也会被随机的突现打

断
。

这表明外源性注意是完全自动化加工的
,

不受内源性选择注意控制的影响 [3j
.

Y an ti s 和 Jo ni d e s

1 9 9 0 年的实验得到 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

即突现并不能超越注意的自主性分配闭
。

T h ee u w e s 1 9 9 1 年

进一步研究了内源性和外源性视觉选择注意的关系
。

实验结果显示
,

当注意 自主性地集 中时
,

出现

在非 目标 区的突现不起作用
,

而出现在 目标区的突现使反应时增长
;当注意不能被提前集中在某个

区域时
,

突现刺激出现在 目标区引起获利
,

出现在非 目标区引起损失 (相对于中性条件
.

反应时短或

错误率低 的称作获利
,

反之称为损失 )
。

这表明当注意 自主性地集中时
,

突现的外周线索引起 自动化

的外源性注意被阻止
,

反射性的外源性选择注意不能超越内源性选择注意的控制设定 [5J
。

但是 M c -

C o r m ic k 1 9 9 7 年的实验使用亮度在意识 阂之下的突现刺激作为外周线索
,

发现其可以 自动地吸引

注意
。

这实际上 已经满足了自动化加工的最强条件之一
:

加工不在意识控制下进行 [6j
。

这些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论
,

但是对它们进行进一步分析
,

发现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
。

Y : n -

ti s 和 Jo ni d e s 的程序与典型的线索技术有些不同
,

他们没有使用突现作为外周线索
,

而是使用的是

T o dd 和 V a n G el der 1 9 7 9 年发明的非突现程序
。

这个程序中突现和 目标呈现是同时的
,

所 以不能

对中央线索与外周线索相互作用的时间特征进行分析
。

M ul le r 和 R a b bi t 使用的是一个 50 %效度

,

本工作受到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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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线索
,

另外中央线索和目标间的 SO A 是 60 0m s

—
I 0 0 0m s 。

这些条件也许不能使注意处 于

完全集中的状态
,

从而使突现打断了内源性注意
。

我们使用的实验范式与 T h e e u w e s
.

J
.

的相同闭
。

但是 T he eu w es 只使用了 1 00 %有效的中央线索
,

在他的实验 中
,

注意平均分布的状态是通过中央

线索在 目标出现之后呈现的 S O A 条件得到的
。

这样就会使 100 %有效的中央线索在 目标出现之后

呈现不使注意提前集 中
,

但是在 目标出现之后呈现的中央线索可能会成为外源性的干扰因素
,

所以

我们使用了 100 %有效和 1 00 %无效的中央线索
,

并均在 目标出现之前呈现
。

另外
,
T h e 。u w e s 的实

验结果显示
,

当注意被高度集中在一定区域时
,

出现在 目标位置附近的突现对加工起干涉作用
。

这

个结果似乎又表明
,

即使在高度集中的注意状态
,

突现仍能 自动化地吸引一部分注意资源
。

我们根据以前研究的结果
,

采用了 100 %有效或 100 写无效的箭头对预注意的集中状态进行控

制
,

比较在不同的预注意状态下突现刺激对注意加工的影响
。

另外
,

还对中央线索和外周线索之间

的时间间隔 S O A 进行了操作
,

研究其对外源性和内源性选择注意相互作用的影响
。

2 实验方法

2
.

1 被试

23 名 (男 21 名
,

女 2 名
,

年龄 18 一 22 岁 )工科大学生
,

视力 (含矫正视力 )正常
,

自愿参加
,

付给

被试费
。

2
.

2 仪器

所有实验过程由 A ST 48 6D X 66 微机控制完成
,

刺激均以 V G A 64 o x 48 0 图形方式呈现
,

屏幕

背景色为黑色 ( EG A 一

BI
,

A C K )
。

实验在昏暗照明的房间中进行
。

被试眼睛从离屏幕 40 厘米处进行

观察
,

以下领架 固定头部
。

2
.

3 刺激与任务

在一次实验尝试中先后呈现中央线索和外周线索突现
,

刺激呈现序列与时间如图 1 所示
。

要求

被试尽快在三个 由掩模转变成的字母中搜索目标字母
, “H ”

或
“
S
” ,

二者必居其一
,

看到
“
H

” ,

立 即

用左手食指按
“Z ”键反应

;
看到

“
S
” ,

立即用右手食指按
“

/
”

键反应
。

每次实验呈现一个 目标刺激
“
S
”

或
“H ”

和两个非 目标字母 ( “E ” , “P ”

或
“U ” )

。

被试按键反应后即开始新的一次实验尝试
。

S O A . 2的
, , oo J O川抽s

33333

日日日

Fi加血 . P成叫别泊
. 山)

卜, . 以《12 00 . )

圈 1 实脸刺激呈现序列

2
.

4 实验设计

实验是 2 x 3 x 3 的被试内设计
,

自变量如下
: ( l) 中央线索的效度

:

有效 ( 目标 1 00 %出现在箭

头指示的位置 )
,

无效 ( 目标一定不出现在箭头指示的位置 ) ; ( 2 )外周线索
:
有效 (突现与目标位置一

致 )
,

无效 (突现与 目标位置不一致 )
,

不呈现突现
; ( 3) 呈现 中 央线索和呈现外周线索之间的 S O A s :

2 0 0m s ,

5 0 0 m s 和 10 0 0m s 。

2
.

5 实验程序

每个被试参加两个部分的实验
:

中央线索有效和无效
,

二者按先后顺序在被试间平均分配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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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部分之前
,

通过指导语告诉被试 中央线索和目标之间的效度关系
。

每个部分包括三个单元
:

外

周线索有效
、

无效及不呈现外周突现刺激
,

出现的次序按 3 x 3 拉丁方安排
。

每个单元包括三个不同

水平的 S O A
。

S O A
、

目标
“S ”

和
“
H

”

的出现及 出现的位置
,

均进行平均随机分配
。

共六个单元
,

合 42 。

次实验尝试
,

平均实验时间约为 35 分钟
。

要求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保持眼睛的固定
。

2
.

6 指导语与练习

指导语由计算机呈现
,

同时呈现刺激示例
,

要求被试既快又 准地进行反应
。

在正式实验之前
,

进

行至少 50 次基线实验的练习
,

每次练习都提供正确与否的反馈
,

在正式实验时没有反馈
。

3 实验结果

错误反应
、

反应时超过 1 5 0 0 毫秒或小于 20 0 毫秒的数据不作分析
。

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

时及相应 的错误率见表 1
。

以 中央线索有效性
、

外周线索和 S O A 为因素 (2 x 3 x 3 )
,

分别对反应时

和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的 MA N OV A 分析 (使用 S P S S fo r w ind o w s V
.

7
.

5 )
。

对错误率的分析发

现
,

各因素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故主要对反应时进行分析
。

对反应时
,

中央线索有效性 的主效应显著
,

F ( 1
,

22 ) 一 90
.

2
,

P <
.

0 0 1
,

中央线索有效时
,

无论外

线索突现有效
、

无效或者不呈现突现
,

在三种 S O A 条件下
,

反应时都比中央线索无效时短 (无效线

索减去有效线索的反应时获利效应达 1 11
.

26 毫秒 )
。

外周线索主效应不显著
,

F ( 2
,

4 4) 一 2
.

44
,

P

>
.

05
。

在中央线索有效的各个 S O A 条件下及中央线索无效时
,
5 00 毫秒 S O A 和 1 0 0 0 毫秒 S O A

条件下
,

外周线索有效的反应时均小于外周线索
、

无效时的反应时
,

但差异不显著
.

S O A 主效应显

著
,

F ( 2
,
4 4 ) = 1 8

.

8 7
,

P <
.

0 0 1
,

2 0 0 毫秒 S O A 条件下反应时最短 ; 5 0 0 毫秒 S O A 时反应时增长 ;

1 0 0 0 毫秒 SO A 时
,

反应时最长
。

中央线索有效性
、

外周线索和 S O A 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
,

F (4
,

8 8 ) ~ 2
.

8 4
,
P <

.

0 5
。

表 1 不同中央线索效度
、

外周线索与 SO A 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R T ,

二秒 m , ) 及错误率 ( % )

中央线索
.

有 效性

有效 R T

%

无效 R T

无效

4 6 2
.

0

2 0 0m s

有效

4 9 4
.

8

无效

5 0 0
.

0

无效

4 5 6
.

8

SOA

S O0m s

有效

4 6 9
。

3 4 5 6
.

9 2

4

5 7 2
.

8 3

4 4 0
.

7 3

4

5 5 5
.

1 4

10 0伪m s

有效

4 5 2
。

3 4 52
一

1

6 3 3 3

5 9 8
.

0 5 8 0
.

8 5 9 0
.

1 5 7 1
.

4 5 7 8
.

0 5 7 3
.

7 5 6 6
.

3

% 5 8 6 5 5 4 5 4 5

因中央线索有效性
、

外周线索和 S O A 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
,

故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
。

只有

SO A 为 2。。毫秒时
,

以及 中央线索有效的条件下
,

外周突现有 效与外周突现无效差异显著
,
t〔2 2〕

一 3
.

83
,

P <
.

00 1 ;
外周突现有效与不呈现突现差异显著

, t〔2 2」一 3
.

41
,
P <

.

05
。

S O A 为 1 0 0 0 毫秒

时
,

以及 中央线索无效的条件下
,

外周突现有效与不呈现突现差异显著
,
t〔2 2 ] ~ 2

.

07
,

P <
.

05
。

4 讨论

本实验在我们以前所做实验的基础上选用不同的 S O A
,

使得 中央线索与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

涵盖了引导视觉选择注意所需时间的范围
。

因为 50 %无效的中央线索与 10 0 %无效的中央线索的

效果并无显著差异 [81
,

故本实验只选用 1 00 肠无效和 1 00 肠有效的条件
。

1 00 肠有效的中央线索使注

意高度集中
,

结果发现
,

在这样 的条件下
,

外周突现不能引导出自动化的外源性选择注意
。

根据突现

刺激是完全 自动化加工这一理论假设
,

当突现出现时
,

它可以反射性地吸引注意
。

因此
,

无论中央线

索是否有效
,

即无论被试的预注意设定是怎样的
,

如果突现出现在 目标位置附近
,

它可以使这个区

域出现的目标得到更多的优先性被加工
,

使反应时减小
; 而当夹现出现在非 目标位置附近时

,

因为

它 自动化地吸引注意所 以影响对 目标的加工
,

起干涉作用
,

则使得反应时增长
。

如果突现引起的是

完全 自动化的外源性选择注意
,

则反应时在 中央线索的效度上不应该表现出差异
.

而是只应受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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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线索效度的影响
。

但在本实验中
,

当中央线索有效时
,

无论外周突现的情况
,

在各个 S O A 条件下

反应时均短于中央线索无效时
,

且中央线索效度显著性水平小于
.

0 01
。

这个结果说明外周突现并不

是完全高度 自动化加工的
,

不能打断由中央线索引导出的内源性选择注意
。

外周线索主效应不显著表明外周突现不能打断由中央线索引导出的内源性选择注意
,

当内源

性选择注意已集中在某个地点时
,

一个与其不一致的外周突现刺激难 以吸引注意
。

但是我们发现
,

当其与内源性选择注意一致时
,

在某些条件下
,

对内源性选择注意是有提高作用的
。

当中央线索有

效时
,

在 2 00 毫秒 S O A 的条件下
,

在外周突现有效的情况下
,

使得反应时缩短 (效应达 38 毫秒 )
,

且

与突现无效 ( t〔2 2 ) = 3
.

8 3
,
P <

.

0 0 1 )和不呈现突现 ( t 〔2 2〕一 3
.

4 1
,

P <
.

0 5 )差异显著
,

这说明突现可

以得到更多的优先性被加工
。

当中央线索无效时
,

在 SO A 为 10 0 0 毫秒的条件下
,

突现有效与突现

无效差异显著
, t
「22 ] 一 2

.

07
,

P <
.

05
,

对此的解释是中央线索无效不能引导出内源性选择注意
; 且

在 SO A 足够长时
,

中央箭头的干涉影响已消失
,

因此外周线索吸引注意到突现闪出的位置
,

说明

突出吸引注意要受到内源性选择注意的限定
,

突现并不能完全高度 自动化吸引注意
。

S OA 主效应显著
,

随着 SO A 的增长
,

选择注意的反应时逐渐缩短
,

这说 明中央线索和外周线

索之间的时间间隔
,

对内源性和外源性选择注意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

由于中央线索有效性
、

外周

围线索和 S OA 的交互作用显著
,

可 以更清楚地 了解 S O A 对中央线索和外周 突现相互作用 的影

响
。

当中央线索有效时
,

在 200 毫秒 SO A 条件时
,

突现有效与不呈现突现和突现无效反应时差异显

著
;而在 so A 为 500 和 1 0 0 0 毫秒的条件时

,

外周突现有效
、

不呈现突现及突现无效反应时均无显

著差异
。

这说明中央线索使预注意集中到某一空间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 (至少长于 2 00 毫秒 )
。

当

中央线索无效时
,

在 2 00 毫秒和 5 00 毫秒 S O A 条件下
,

突现对反应时影响无显著差异
;而在 1 0 0 0

毫秒条件下
,

突现有效与突现无效差异显著
。

对此可 以从注意的抑制来解释
:
当中央线索无效时

,

中

央线索是分心信息干扰选择反应
;

so A 为 1 0 0 0 毫秒时
,

中央线索的干涉影响减弱
,

因此有效突现

使得反应时缩短 [;]
。

这说明当注意不被预先集中时
,

外周突现可以得到更多的优先性 吸引注意资

源
。

5 小结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外周突现并不能高度自动化地引导出外源性选择注意
。

突现引起的反射性的

外源性选择注意受内源性注意控制设定的影响
。

当注意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时
,

突现不能引起自动

化加工的外源性选择注意
;
当注意不被预先集中在某一位置时

,

突现 自动化地吸引注意
,

获得加工

的优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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