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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和外源性视觉空间选择注意
杨华海 赵晨 张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以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选择为主题
,

空间选择性注意的控制性加工和 自动加工过程

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
,

特别是 自动化加工过程
,

取得 了一些新的实验证据 对其形

成的机制提出了一些理论 提出了选择注意自动化和控制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本文介绍了

有关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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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对视野中的信息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加工
,

这被称为视觉选择性注意
。

注意可以被吸引到某一

刺激所在的区域
,

也可以从一个刺激转到另一个刺激
。

这些注意朝向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外显的头动

和眼动
,

也可以是单纯由中枢机制达到的隐蔽的朝向
,

通过反应时
、

识别阑限和 等指标测量出

来
。

对于环境信息的加工
,

有 自下而上的加工或称数据驱动的过程
,

以及 自顶向下的加工或称目的

引导的两个过程
,

前者往往是 自动化
,

而后者是有控制的加工
。

在视觉选择性注意领域
,

这一类问题

被归结为注意的控制间题 注意选择是外源性 的还是 内源性 的
,

即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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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念和研究方法

内源性注意选择

早在一个世纪多以前
, ,

即 已提 出有两类注意 主动的
,

随意的
,

耗

费心神的 和被动的
,

反射性的
,

不随意的
,

不费心神的
。

现在一般称这两类过程为内源性和外源性

选择注意
。

在一项实验中
,

应用了这类研究的一个常用范式 空间线索技术
。

在 目标刺

激之前
,

在注视点给被试呈现一个加号或箭头做为线索
,

线索的有效性作为一个 自变量 加号出现
,

目标刺激等概率的出现在注视点的左右两侧
,

称为中性条件 呈现箭头
,

如果 目标刺激有 的概

率出现在箭头所指的一边
,

则是有效条件 如果有 纬的概率出现在箭头所指的一边
,

则是无效条

件
。

比较三种实验条件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

来考察注意的朝向
。

相对于中性条件
,

反应时短或

错误率低的称作获利
,

反之叫损失
,

通过这种“利益 一 损失 ”
分析来说明注意选择过程的存在

。

注意

指 向的区域将得到更好的加工
,

反应时更短
,

错误率更低 非注意指向的区域反应时变长
,

错误增

多
。

如果有效条件获利
,

无效条件损失
,

说明存在着注意朝向
。

实验结果正是如此
,

说明被试对 目标

出现地点的预期导致了注意的预分布
,

这种注意朝向是受意图控制的
,

故称为内源性注意选择
,

又

叫作随意性注意选择
。

外源性注意选择

外源性注意选择的实验证据要相对晚近一些
。

证明
,

无论外周线索对 目标出

现地点提不提供信息
,

都能吸引注意 而 中央线索只有在对 目标出现地点提供信息的条件下
,

才能

吸引注意
。

而且外周线索引发的注意朝向不受第二重任务的影响
,

不能被 自主地抑制
,

被视为是反

射性 的和 自动化 的 中央线索 引起 的注意朝 向是被控 制的
,

受第二重任务的影响
。

等人更证明
,

即使被试知道外周线索不可能指示出目标出现的位置
,

注意仍被它所吸引
。

由

于外周线索引发的注意选择独立于意图控制
,

主要取决于刺激特性
,

故称为外源性注意选择
,

又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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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随意注意选择
。

具有什么特征的外周线索能引发不随意注意选择 川认为从原先的空

白处突然出现的外周刺激
,

以下简称突现 具有吸引注意的能力
。

他们用注意选择研

究的另一个常用的方法视觉搜索来验证这个假设
。

被试要在屏幕上 个元素中迅速判断指定的 目

标元素是否存在
。

如果平均反应时随 增大而增大 称为集合大小效应 , 说明这 个元素是序列

加工的 如果平均反应时独立于 的大小
,

说明这 个元素是平行加工的
。

在他们的实验中
,

一开

始屏幕上呈现的是一系列字符
“ 日 ” ,

然后
“
日

”

的一些笔画消失而变成了字母 比如
,

这些是非突

现的字母 同时
,

一个字母出现在原先空白的地方
,

这是突现的
。

目标字母有相同的可能性是所有这

些字母中的一个
,

所以被试不会有意地去注意突出字母
。

实验结果显示在 目标字母是突出的情况

下
,

没有集合大小效应 而 目标字母是非突现的情况下则有集合大小效应
。

这不能以平行加工来解

释
,

而说明一个带有突出的字母能吸引注意
,

总是被优先加工
。

外源性注意选择的不随意性

特异子与外源性注意选择

在一个由大量元素构成的视觉显示中
,

如果一个或几个元素在某一维度上与其余所有元素都

不相同
,

而其余元素在这一维度上又都一致的话
,

这一个或几个元素就称之为特异子
。

特异子在主观上很显著
,

似乎应该是一种能引发外源性注意选择的刺激
。

证实了这

个假设
。

他让被试在许多 字母中搜索一个 符号
,

或在 中搜索
。

在部分实验尝试中
,

非 目标字

母中的两个被以不同颜色显示出来 这与任务是无关的
,

要求被试忽略它们
。

结果发现在有颜色特

异子出现的实验尝试中
,

反应时都变长了
。 ,

同样证实了颜色特异子在 已知与

任务无关的情况下也能吸引注意
。

报告了另一种不随意地吸引注意的特异

子 纹理中的方向差别
,

用它来作为线索在 已知线索与任务无关的情况下
,

被试对出现在它附近的

目标反应更为准确
。

这些研究都表明特异子能够独立于意图地吸引注意
,

但也有支持相反结论的实

验
。

报告
,

颜 色特异子和亮度特异子不能吸引注意
。

用类似的视觉搜索方法发现运动特异子也不能吸引注意
。

他们让被试在旋转过的字母 中

搜索一个旋转过的字母
。

结果发现
,

反应时没有差别
。

如何解释这些似乎矛盾的结果 认为这是由于被试采用了不同的注意策

略
。

在某些条件下被试进入
“

特异子探测 ”
模式

,

在另一些刺激条件下
,

被试进入
“

特征探测 ”
模式

。

他

们用实验显示
,

只有在任务可能以
‘’

特异子探测
”
的模式来完成时

,

一个被要求忽略的特异子才可能

吸 引注意
。

在一个视觉搜索任务中
,

包含几个同样的目标或是呈现几个各不相同的刺激作为非 目

标
,

都使得不可能仅仅靠搜索特异子来发现 目标
,

这样的条件下
,

无关的特异子不能吸引注意
。

突现与外源性注意选择

从上面提到的几个实验研究来看突现刺激似乎可以很可靠地
,

自动化地吸引注意
。

在把突现与颜色特异子和亮度特异子进行 比较之后
,

更认为突现具有特殊的吸引注

意的能力
,

可能某些视觉通道对视场中的突然变化特别敏感
。 〕在已引发

出内源性选择注意的背景下研究外周突现的作用
。

他们用一个箭头指导被试将注意集中在一个 目

标区域
,

然后在四个可能的 目标区之一的附近
,

呈现一个加亮的小方块
。

结果发现
,

由箭头引出的内

源性选择注意会被随机的
,

与任务无关的小方块的突现所干扰
。

因此他们认为注意预先分配到特定

的区域并不能阻止突现引起的注意转移
。

琴 使用亮度在意识闭之下的突现刺激作

为外周线索
,

发现其可以 自动地吸引注意
。

在实际上 已经满足了 自动化加工的三个最强条件之一

加 工不在意识控制下进行
。

即便如此
,

还是有一些实验表明突现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吸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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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对突现吸引注意的高度 自动化提出了挑战
。

乙 年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如

果注意高度集中在 目标区域
,

非 目标区出现的突现并不能把注意从 目标区吸引过来
,

在某些条件下

注意是可以不被突现吸引的 被试确定地知道 目标将要出现的位置 被试有充分的时间提前

集中注意
。

一 ‘ 〕的实验结果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

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选择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时候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开来
。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

某些特异

子能 自动地吸引注意
,

但必须在被试进入“特异子探测
”

模式的条件下 突现刺激能够不随意地吸引

注意
,

但也会受到别处 已经高度集中的注意的抑制
。

内源性和和外源性选择注意相互作用的机制是

怎样的呢
, 。 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说明这个向题

。

他们认为

存在一种注意的控制设定 。 ,

反映着高层的
,

由当前任务引出的知觉 目标
,

比如
,

指

导语要求
“

搜索红色的垂直线段
” ,

那么当前感兴趣的视觉特征就是“红色
” , “垂直

”

等
,

这就会控制

注意的分布
。

不随意注意
,

即使是突现引出的
,

最终也是决定于这种控制设定
。

他们用实验证明
,

一

个无关的空间线索
,

只有当和 目标属性一致或相近时才能吸引注意
。

等人在 年做了一系

列实验
,

进一步验证了他们的假设
,

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他们认为注意控制定势起着广泛的调节

作用
,

但是它只区别两类刺激 动态的的不连续性和静态的不连续性
。

动态的不连续是通过刺激属

性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定义的 静态的不连续性是通过刺激属性在空间上的变化来定义的
。

相应的
,

注意转移应该在同一类刺激之间得到
,

而在这两类刺激间是观察不到注意的转移的
。

突现吸引注意的机制

有两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
。

第一种注意到突现是一种亮度的突然增加
,

认为这可能会激活一些

对高时间频率敏感的视觉通路
,

从而引导注意朝向突现物
, 。

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

认为突现是视野中新物体的出现
,

需要产生一个新的知觉表征
,

比

如一个客体文件
, ,

来容纳知觉物体的属性
,

这就会触发一个注意的中断信号
,

从而吸引注意到新物体
。

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这两种理

论
。

使用与背景等亮度的刺激
,

如用与背景不同的纹理来使一个新的知觉物体显现出来
,

这种突现

没有亮度的变化
。

实验结果支持“新物体
”

理论
,

即使没有亮度变化
,

视野中新物体的出现也能吸引

注意
,

而单纯的亮度增加不能吸引注意
。

也证实
,

运动本身不能吸引注

意
,

但当运动把一个物体从它的背景中分隔出来时
,

注意就被吸引了
。

对于突现吸引注意的这种解

释和实验方法
,

也有不同看法
。

主要认为 及其以后的同类实验中
, “ 日

”

字符

的视觉暂留会延缓非突现字母的知觉
,

从而显得突现字母受到了优先加工
。

这一问题 目前正在争论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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