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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等基于ERP研究检验风险决策中的心算过程

  文章来源：心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0-16 【字号： 小  中  大 】 

  人们在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下的适应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和生物学机制，是行为科学研究者需要回答的最基本的

问题之一。风险决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是人们在做出决策时究竟采取何种加工过程。主流观点认为，决策者会根据

期望法则（即：从几个选项中选择数学期望值最大的选项）做出决策，由于其遵循补偿性法则，因此也被称为补偿

性理论，如期望价值理论、预期理论等。然而，一些研究者对这些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并发展出了一类非补偿

性理论，如占优启发式（Priority Heuristic）、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等，认为决策是根据各

结果维度的差别做出的。目前来看，两家族理论各有行为数据支持，分歧难弥。因此，很有必要从认知神经科学的

角度探索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以明确其加工过程是否存在基于期望法则的心算过程。 

  近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组和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周仁来教

授合作完成了一项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从精确的时间特征方面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该研究设计了两种实验任务：一种是风险决策任务，要求参与者根据个人偏好进行选择；另一种是期望价值决

策任务，要求参与者选择期望值较大的选项。实验主要操纵了“最小结果维度差别大小”和“选项的计算难度”两

个因素。 

  按照认知心理学中经典的双分离推论逻辑：如果风险决策基于非补偿性法则，那么影响启发式加工过程的“最

小结果维度差别”的大小，将会影响决策结果和与风险相关的ERP成分；如果风险决策基于补偿性法则，那么影响

“期望计算加工过程”的计算难度，将会影响决策的“反应时”和与“计算难度”相关的ERP成分。  

  ERP研究结果发现：理论上能影响补偿性加工过程的“计算难度”因素，仅仅在期望价值决策任务（要求参与者

选择期望值较大的选项）中影响ERP的晚期正慢波——计算难度越大，参与者的“反应时”越长，做出正确选择的概

率越低，ERP晚期正慢波的波幅也越大；理论上能影响启发式加工过程的“最小结果维度差别大小”因素，仅仅在风

险决策任务（要求参与者根据个人偏好进行选择）中影响参与者的决策结果以及ERP的P300（刺激出现后300ms左右

达到峰值的正成分）和晚期正慢波——选项间“最小结果维度”的差别越大，P300的波幅越大，慢波的波幅也越

大；此外，在高计算难度条件下，风险决策任务比期望价值决策任务的晚期正慢波更大。这一研究结果对描述个体

风险决策行为的期望价值理论提出了有力质疑，说明风险决策也许并非存在如同补偿性法则所假设的心算过程。研

究者认为，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技术来验证风险决策中的心算过程，也许能够为今后质疑风险决策的期望法则

提示一个崭新的方向。 

    研究论文已在线发表于Brain and Cognition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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