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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探讨视空间和语义通道内的注意资源的限制对 bj‘的影响的&个实验!来验证)bj‘的低级成分不

受注意资源限制的影响和bj‘的高级成分受注意资源限制的影响*的假设%实验%T和%=的结果表明!在基于空

间位置的简单检测任务中!bj‘的低级成分既不随语义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减!也不随空间通道内注意资

源的减少而消减%实验"T和"=结果表明!在基于客体特性的辨别任务中!bj‘的高级成分既随语义通道内注意

资源的减少而消减!又随空间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减%因此!辨别任务中的bj‘受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
同时!实验结果还表明!bj‘的高级成分对空间通道内的注意资源的需求要高于对语义通道内注意资源的需求%
关键词!返回抑制!记忆负载!一般性注意资源%
分类号!=-&"<$

%!前!言

X>94.S和Q>;.4"%(-&#在检查注意定向的过程

中发现!注意运动不仅会产生一个早期的易化效应!
而且会导致一个晚期的抑制效应%即如果从提示线

索呈现到靶子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GjT#小于$##
/9!那么被试检测呈现在提示位置的靶子比检测非

提示位置上的靶子更快%相反!当 GjT大于$##/9
时!被试检测呈现在提示位置的靶子比检测非提示

位置上的靶子更慢%X>94.S和 Q>;.4用)返回抑制

"14;1]1D1>4>6S.D?S4!bj‘#*来定义后一种现象’%(%
随着对 bj‘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结果表

明!bj‘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抑制现象%它不仅可以

出现在检测某一靶子的简单检测任务中!而且可以

出现在基于客体特性的辨别任务中’"!$(%然而\?81@
04.J等人"%((,#发现!这两种任务中的 bj‘有不同

的时 程///检 测 任 务 中 出 现 bj‘比 辨 别 任 务 的

早’&(%\?8104.J等人"%((-!%(((#的实验证明!由于

辨别任务对分析靶子相关特征的需要而减慢了bj‘
的出现’*!+(%王均等人"%(((#和王玉改等人""####
通过在不同难度任务中设置不同水平的 GjT也发

现!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bj‘出现得更晚’,!-(%这

些都说明!两种任务"检测任务和辨别任务#中的

bj‘是有差别的%笔者的一项前期研究试图通过探

究bj‘与负启动"dX#关系!进而推测前+后注意网

络之间关系的实验结果中发现!在受到 bj‘影响的

位置"提示位置#上没有出现dX!%这一结果说明!
bj‘对注意资源需求的优先权高于dX!所以bj‘压

制了dX的出现%这一研究结果似乎与已有的研究

成果相悖%因已有的研究表明!dX是一种控制性较

强的+是在内源性选择注意过程中发现的+受注意资

源限制的抑制现象’(!%#(!而 bj‘是一种注意对外周

线索的外源性定向而引起的抑制现象!并且已有的

研究已揭示!外周突现刺激所引起的外源性选择注

意是自动的+不受注意资源限制的"‘./145D>4等!
%(("#’%%(%因而bj‘理应是自动性的!不应受注意

资源限制的!那怎么会出现 bj‘对资源的优先权高

于dX呢,对此!笔者思索良久%后来查阅了 f2.14
"%((&#’%"(和 ‘>D;].SD等"%((&#’%$(的研究结果!才

帮助笔者理出了头绪%
f2.14"%((&#指出!bj‘有高+低两种成分%bj‘

的低级成分是一种影响早期视觉的机制%它受上丘

脑调节!与眼动相联系%当任务要求检测反应或眼

动反应的时候!此种成分占主导%bj‘的高级成分

对呈现在被抑制位置"提示位置#上的刺激的后期

加工产生影响%它受皮层区域调节%此种成分在辨

别任务中占主导地位’-(%‘>D;].SD等人"%((&#的研

究也指出!与丘脑相联系的基于空间位置的bj‘"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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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的低级成分#!在婴儿$’+个月左右就已发育

成熟!所以它的自动性+反射性较强’%$(%
据此笔者推测!在辨别任务中占主导地位的

bj‘高级成分!将不同于在检测任务中占主导地位

的bj‘低级成分%bj‘高级成分很可能是控制性强

的!受注意资源限制的%因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合理

解释!bj‘高级成分对注意资源需求的优先权高于

dX%而笔者的前项研究也正是采用能产生 bj‘高

级成分为主导的基于客体特性的辨别任务%当然!
这种思考的正确性要由实验加以证实%为此!本研

究假设$"%#在检测任务中占主导地位的 bj‘低级

成分!若不受一般注意资源的限制!具有自动性!则
此时bj‘不会随空间或语义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

少而消减&""#在辨别任务中占主导地位的 bj‘高

级成分!若受一般注意资源的限制!则此时 bj‘会

随空间或语义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减%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设计 &个实验%实验 %T

和%=中!分别用语词或无意义图形作为记忆材料

来分别分散语义和空间通道内的注意资源!让被试

在*种不同负载水平下完成简单检测任务!来检验

bj‘低级成分是否会随语义和空间通道内的注意资

源的减少而消减%在实验"T和"=中也分别用语

词或无意义图形作为记忆材料!让被试在*种不同

负载水平下!完成基于客体特性的颜色辨别任务!以
此来检验bj‘高级成分是否会随语义和空间通道

内的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减%

"!实验%"T#!小亮点检测的bj‘和

词的再认

#$%&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h"的重复测量实

验设计%第一个变量为记忆负载的大小!分为*个

水平"#’&#%另一个变量是!空间位置是否被提

示!分为提示和非提示位置两个水平%实验 %由

bj‘测试和词汇记忆两个任务互相穿插进行%bj‘
的测试按照典型的bj‘范式"即为外周提示/中央

提示/呈现刺激#进行%要求被试作简单检测反

应%再认测验以如下方式进行$每次被试在进行

bj‘测试之前都呈现一个双字词"第%次 bj‘测试

除外!因为其负载为##!要求被试记住它%在实验

之前告诉被试!每组测验中所识记的&个词将用于

每组测验之后的再认测验%*次检测为一组测验!
每组测验结束之后!呈现一个探测词!要求被试通过

按键!判断这个词是不是先前识记过%记录再认正

确率%这样随着每组*次测试的进行!被试的记忆

负载由第%次测试的#个词增加到第*次测试的&
个词"见图%#%而且在一半的测试中!探测词与前

面识记过的&个词中的一个相同"匹配#!而在另一

半测验中则不同"不匹配#%在匹配条件下!探测词

与前面识记过的第%+第"+第$或第&个词相同的

次数相等%设置再认测验及其上述的这种安排!一
方面是为了考察本研究的实验假设!即随着识记忆

项目数的增加!被试的注意资源被分散的程度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 bj‘会不会随之消减&另一方面是为

了通过对再认错误率进行 8>9D;>:分析!来考察被

试是否对每组测验中所呈现的&个词进行了记忆%

负载 # % " $ &

测试 % " $ & *

附加词 银行 汽车 手表 公园

探测词

钢笔

图%!每组测验的显示顺序示例

在正式实验前有&组""#次#练习测试!让被试

熟悉实验进程%在正式实验中!每一被试共完成

$*#组测试"其中有$#组捕捉测验#%完成$*组测

试之后插入适当的休息%实验%T共取得$"#h*h
"%O$$+##次的bj‘的测试数据!+,"#组"次#的再

认测试数据%
#$%$# 被试 选取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共"%人

"男-个!女%$人#!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仪器和材料 由+-+计算机呈现刺激%计算

机屏幕的背景为黑色%以一个)N*号作为注视点!
其左右的两个外周方框为靶子可能出现的空间位

置%要求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一直注视屏幕中

央的)N*号%注视点+方框和实验中呈现的刺激均

为白色%靶子是一个以,个象素为半径的白色小亮

点%它随机呈现在两个方框之一中%被试的任务是

检测这个小亮点%被试距离屏幕约+#:/!每个方框

距中央注视点+g视角!方框的水平+垂直视角均为

%g%正式测试中!每次测试所使用的词!从)银行*+
)汽车*+)公 园*+)钢 笔*+)玻 璃*+)电 视*+)沙

发*+)篮球*!-个常用双字词中随机选取%
#$%$0 程序 一次测试的刺激显示顺序见图 "%
每次测试开始!在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一个可见框架!
它由一个中央注视点和两个外周方框组成%如图所

示的七个框架的呈现顺序如下$"%#可见框架在计

算机屏幕上保持-##/9%""#某个被随机选定的外

周方框变成绿色!作为外周提示线索%外周提示持

续$##/9之后消失%"$#外周提示线索消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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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可见框架"##/9%"&#之后!中央注视点变成绿

色!持续$##/9!作为中央注视线索!它使被试将注

意重新定向于中央注视点上%"*#中央注视线索消

失之后!立即呈现可见框架%*#/9%"+#之后!呈现

靶子"白色小亮点#!靶子随机出现在提示位置或非

提示位置%要求被试一旦发现靶子!既快又准地按

)空格*键做出反应%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为确

保被试发现靶子后才按键!所以在其中安排一些捕

捉试验!予以检查%一旦发现对捕捉试验进行反应!
则该组测试成绩作废%",#被试做出反应后!在屏

幕中央呈现一个词"上述 -个词中的一个#!持续

,*#/9!要求被试识记%一组测验结束后!呈现一个

探测词!要求被试判断它是否曾识记过%对一半被

试来说!如果判断为)是*!则按)U*键&如果判断为

)否*!则按)K*键%而另一半被试则相反%

图"!一次测试的刺激显示顺序示例

#$#&结果和讨论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标准差及bj‘量见表%%
表%数据是来自$$+##次测试%

由于本实验使用的是检测任务!比较简单!总体

检测反应错误率很小!只有#<#+l!所以不再对错

误率进行分析%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h"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位置是否提示主效应显著!@"%!"##
O+-<-#*!"M#<#%!提示位置的反应时均慢于非提

示位置的反应时!说明实验中出现了显著的bj‘效

应%进一步对*种负载条件下的提示和非提示位置

上的反应时进行相关样本 D检验!发现*种负载条

件下 都 出 现 了 bj‘"!#O-<",+!"O#<##&!%O
+<%&"!"O#<##&!"O&<*",!"O#<##&!$O*<**%!
"O#<##&!&O+<+(&!"M#<###%""#负载水平的主

效应显著!@"&!-##O,+<-,!"O#<##%X>9D;>:检

验"事后^检验#表明!负载水平#上的反应时明显

短于其它&个负载水平&而其它&个负载水平上的

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没有负载的条

件下!被试的反应要明显快于有负载条件下的反应%
"$#负载水平与有无提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O%<*,!"O#<%("%

对*种负载条件下的 bj‘量进行的最小显著

性差异检验"\G[#表明!负载为#的 bj‘量与负载

为&的bj‘量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O#<#+(#!其
它负载条件下的 bj‘量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进一

步对负载#和负载&下的 bj‘量进行相关样本的 !
检验!表明两种条件下的 bj‘之间差异显著!!O"F
%%&!"M#<#*%

这种结果是符合实际的!即当整个认知系统没

有负载!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时!人们在进行空间

搜索时!对已搜索过的位置的抑制水平较低!又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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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资源!如果必要时!还可能返回到已经搜索

过的位置上!再次搜索%但是当认知系统处于高负

载水平时!为了保证完成次任务的质量!并保持较高

的注意搜索效率!被试对已搜索过的位置的抑制量

就会加大!尽量不再返回到已搜索过的位置%这种

结果再一次证明!bj‘是提高搜索效率的一种有效

的+灵活的认知抑制机制%
!!对被试的再认错误率进行分析%再认错误率见表"!

表%&实验%T和%=中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平均数"/9#!标准差"/9#及bj‘量"/9#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统计项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实验%T!!!

? $$# "(, *%- &+- *#( &+, *#( &+$ *## &&+

7> $( "- -& ,( -# -, ,( -% ,- +-

bj‘量 $$ *# &" &+ *&

实验%=!!!

? *"- &(- +#- *-% +"( *(# +%% *(% *-" *&,

7> -% %#" %%$ %%% %%- %"$ %"% %"( %#$ (#

bj‘量 $# ", $( "# $*

!!表"数据来自,+-#组次再认测试%表中)匹配

%*指探测词与每组测验中被试识记的&个词中的

第%个相同!其它的匹配条件则依次类推&)不匹

配*表示!探测词与被试识记的&个词均不同%从

表"的实验%T数据!可见再认错误率随匹配数的

增加而呈递减的趋势%最小显著性差异检验"\G[#
表明!不匹配条件下的错误率明显高于匹配&条件

下的错误率""M#<#*#!而匹配%和匹配&条件下的

错误率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O#<#+,#%进一步

进行的相关样本 D检验表明!不匹配和匹配&条件

下的错误率有显著差异"!O$<**!"O#<##"#&匹配

%和匹配 &条件下的错误率之间差异显著"!O"<
(%%!"O#<##(#%这些结果说明!当探测词与第&个

识记的词相同时!被试再认的错误率最低!而当探测

词与第%个识记的词相同时!被试再认的错误率最

高%这说明!本实验所设置的负载水平是有效的%

表#&实验%T和%=的再认错误率"l#

实验 不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实验%T %% (<* -<$ -<$ $<+

实验%= ""<%, ""<(" %,<*+ %%<( "<(-

鉴于上述实验%T数据的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 "
点结论$"%#随词语负载水平的增加!再认错误率呈

递减趋势%这表明负载水平的设置是有效的%""#
各负载水平上均出现bj‘并且各bj‘量之间差异不

显著%这表明词语负载水平的增加对bj‘无影响%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实验中出现的

bj‘是基于空间位置的!而被试需要识记的材料则

是词语!这两种任务并不竞争同一种注意资源!即它

们分别处于不同的表征系统内!它们所需要的是不

同系统"空间和言语#内的注意资源!所以词语负载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对外周亮度变化的检测%因此本

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说明!基于空间位置的

bj‘不会随着语义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失%
那么基于空间位置的 bj‘!是否会随着视空间通道

内的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失呢,这正是实验%"=#
中要探讨的问题%

$!实验%"=#小亮点检测的bj‘和

图形再认

!$%&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与实验%T相同%唯一不同的

一点是!本实验中!每次测试后!要求被试识记的材

料是如图$所示的-个图形中的一个%
!$%$#&被试!随机选取大学本科生"%名!男生%#
人!女生%%人!年龄在%,’""岁之间!裸视或矫正

视力正常!以前均未参加过同类实验%
!$%$!&仪器和材料!仪器与实验%T完全相同!所
用的材料如图$所示的图形%
!$%$0&程序 与实验%T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实验

%=是再认图形%
!$#&结果和讨论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平均数+标准差及 bj‘量

见表%%
!!对反应时进行*h"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负载水平的主效应显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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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实验%=中使用的识记材料

"O#<##%\G[检验表明!负载水平为零的反应时明

显低于其它&个负载水平""M#<#*#!而其它&个负

载水平上的反应时之间差异不显著%""#位置是否

提示的主效应显著!@"%!"##O*-<-%$!"O#<##%
这说明出现了明显的 bj‘效应%进一步对*种负

载水平下的提示和非提示位置上的反应时进行相关

样本 D检验%结果表明!在*种负载水平下均出现

了明显的 bj‘效应"!#O"<(+-!"O#<##-&!%O
"<&,-!"O#<#""&!"O&<,(,!"O#<##&!$O"<*%(!
"O#<#"&!&O"<,-$!"O#<#%%#%这表明!bj‘没

有随着空间通道内的注意资源的减少而消减%"$#
两个因 素 之 间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O
#<&(&!"O#<,&%

对各负载水平下的 bj‘量进行 \G[检验均无

显著差异%
检测反应的平均错误率十分小!只有#<#(l%

所以不再对检测反应的错误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匹配及不匹配条件下的再认错误率见表"%对

各种匹配条件下的再认错误率进行单因素*水平的

方差分析!结果差异显著!@"&!%###O"#<,-"!"O
#<##%\G[检验表明!不匹配和匹配%条件下的再

认错误率最高!匹配&条件下的再认错误率最低!匹
配"和匹配$条件下的错误率居中%

从实验%=数据的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随空间图形负载水平的增加!再认错误率呈递

减趋势%这表明空间图形负载水平的设置是有效

的%""#各负载水平上均出现bj‘并且各bj‘量之

间的差异不显著%这表明空间图形负载水平的增加

对bj‘无影响%
综合实验%T和%=的结果可知!基于空间位置

的bj‘!既不随词语负载水平增加而消减!也不随空

间图形负载水平增加而消减%亦即被试对词语的或

图形的记忆不会影响他们对外周亮度变化的检测%
据此!可得出!基于亮度变化检测的 bj‘低级成分

不受一般注意资源的限制!不随总体注意资源的减

少而消减的结论%因此!bj‘低级成分具有自动性%

&!实验""T#!颜色辨别的bj‘和词

! 的再认

0$%&实验方法

0$%$% 实验设计!与实验%T基本相同%唯一不

同的是!由于在本实验中!让被试完成的是辨别任

务!因这类任务不会存在提前反应!所以本实验中不

再加入捕捉试验%
0$%$#&被试&随机选取大学本科生%+人"男-人!
女-人#%被试年龄在%-’"&岁之间!裸视或矫正

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以前均未参加过同类实

验%实验在灯光微弱的房间中进行!被试逐个完成

实验%
0$%$!&仪器和材料&与实验%大致相同%不同的

是!本实验中!被试完成的是一个基于客体颜色特性

的辨别任务%实验中使用的刺激是一个红色或黄色

的亮点儿!被试的任务是辨别它的颜色%对于一半

被试!当小亮点是红色时!按)J*键!是黄色时按)K*
键反应%而另一半被试则相反%
0$%$0&程序&除被试完成颜色辨别任务外!其它的

与实验%T相同%
0$#&结果和讨论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平均数+标准差+错误率及

*种负载条件下的bj‘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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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验#T和#=中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平均数"/9#!标准差!错误率"l#及bj‘量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统计项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提示 无提示

实验"T!!!

? *"( &-% +*% +%+ ++, +&# ++& +$( +-& +,%

7> ,, +- %#+ -% (, -" (& (* -, (#

bj‘量 &- $* ", "* %$

错误率 %<%, %<*+ %<,+ %<%, %<*+ "<$& %<(* "<*& &<+, "<,&

实验"=!!!

? +$" +#+ ++- +$$ +-& +*% +(* +,% +-" +,(

7> +" *( -, (# (+ -# -( +* ,( (+

bj‘量 "+ $* $$ "& $

错误率 %<$, #<$( %<,+ #<(- "<($ %<*+ "<$& #<(- "<%* %<*+

!!对反应时进行*h"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位置是否提示的主效应显著!@"%!%*#
O*-<#+-!"O#<##!说明实验中出现了 bj‘效应%
""#负载水平的主效应显著!@"&!+##O%-<"%(!"
O#<##%\G[检验表明!负载水平为#的反应时明

显低于其它&个负载水平""均为#<###!负载水平

为%的反应时明显低于负载水平为&的反应时""O
#<#&,#!其它$个负载水平下的反应时之间差异不

显著""m#<#*#%"$#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
+##O%<-(,!"O#<%"$%在负载水平#+%+"和$上

均出现了显著的 bj‘效应"!#O*<,&!"O#<#%&!%
O$<"&,!"O#<#%&!"O"<(,&!"O#<#%&!$O
$<#--!"O#<#%#!而在负载水平&上bj‘效应不显

著"!&O%<"+-!"m#<#*#%从表$的各种负载条件

下的bj‘量中也可看出!随着负载的增加!bj‘逐渐

消减%
对辨别反应的错误率进行*h"因素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表明!"%#负载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O&<+%!"M#<#*%""#位置是否提示的主效应

及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m#<%#%
\G[检验表明!负载水平为&的错误率显著高于其

它&个水平""M#<#*#%这种结果与辨别反应时间

的结果也基本相符!即辨别反应的错误率随着词语负

载水平的增加而加大!而辨别反应时也相应地增加%
对各负载水平上的bj‘量进行\G[检验表明!

负载水平为#的抑制量明显大于负载水平&"8O
#<##(#%这与实验%T中基于空间的 bj‘上所得到

的结果正相反%即在辨别任务中!bj‘的高级成分

随资源的分散而减弱&而在检测任务中 bj‘的低级

成分则不%这表明!bj‘的高+低成分的确具有不同

的特性%

匹配及不匹配条件下的再认错误率见表&%对

其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差异显著!@"&!,*#O&<
*&&!"O#<##"%\G[检验表明!不匹配条件及匹配

%条件下的错误率最高!其次是匹配"条件!匹配$
和&条件下的错误率最低%这表明!词语负载水平

的设置是有效的%
从本实验数据的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词语负载水平的设置是有效的%""#基于客体

特性的bj‘高级成分随词语负载水平的增加而消

减%据此!可得出!基于客体特性的 bj‘高级成分

对注意资源是敏感的%但在本实验中!次任务的识

记材料是双字词!是基于客体语义特性的&而主任务

"即辨别任务#中 bj‘的高级成分也是基于客体特

性的%因此!本实验的主+次任务可能争夺的是同一

系统内的基于客体特性的注意资源%因而!本实验

的结果还不能充分证明!辨别任务中的 bj‘高级成

分受到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为此!在实验 "=
的次任务中!要求被试识记空间图形!来进一步探

讨!bj‘的高级成分是否还受空间通道内的注意资

源的限制%

*!实验""=#颜色辨别的bj‘和图

! 形再认

"$%&实验方法

"$%$% 实验设计&除要求被试识记的材料是空间

图形外!其它的与实验"T相同%
"$%$#&被试 选取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人"男

生+人!女生%#人#%年龄在%-’"&岁之间!裸视

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未参加过同类实验%
"$%$!&仪器和材料 除识记空间图形外!其它的与

实验"T完全相同%



!"期 金志成等$一般性注意资源限制对返回抑制的影响 %+(!!

"$%$0 程序 与实验"T相同%
"$# 结果和讨论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平均数+标准差+错误率及

*种负载条件下的bj‘量见表$%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h"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负载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O*<&$$!"M#<#%%Y?B.3IG[检验表明!负载

水平为#的反应时明显小于负载水平$和&""M#<
#*#!其它负载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位置是否

提示的主效应显著’@"%!%*#O%(<(*"!"O#<##(%
这说明实验中出现了显著的bj‘效应%"$#两者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O%<*"&!"O#<"#,%在

负载水平#+%+"和$上!提示位置上的反应时显著

高于非提示位置上的反应时"!#O&<&--!"M#<#%&
!%O$<*-,!"M#<#%&!"O"<,-%!"M#<#*&!$O"<
"$-!"M#<#*#!即均出现了 bj‘%但在负载水平&
上!提示和非提示位置上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O
#<"#,!"O#<-$(#!即当空间图形的负载水平为&
时!bj‘消减至不显著%

实验"=数据的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 "点$
"%#空间图形负载水平的设置是有效的&""#辨别任

务中的bj‘高级成分随图形负载水平的增加而消

减%据此可得出!辨别任务中的 bj‘高级成分对注

意资源是敏感的!受注意资源的制约%
综合实验"T和"=的结果!可知!bj‘高级成

分!既随词语负载水平增加而消减!又随图形负载水

平的增加而消减%据此!可得出辨别任务中的 bj‘
高级成分受一般注意资源的限制!随总体注意资源

的减少而消减的结论%因此!bj‘高级成分具有控

制性%
对各种条件下反应的错误率进行*h"因素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位置是否提示

的主效应显著!@"%!%*#O,<*+*!"O#<#%*!说明!
提示位置上的错误率明显高于非提示位置%这与反

应时的结果基本相符%""#负载水平的主效应不显

著!@"&!+##O%!"O#<&%*%"$#两个因素之间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O#<"%&!"O#<($%
再认错误率见表&%

表0&实验#T与#=的再认错误率"l#

实验 不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实验"T %*<-" %&<*+ %#<*+ +<$ $<"$

实验"= ""<++ $*<(& $#<&, ""<++ *<&,

!!对匹配和不匹配条件下!被试的再认错误率进

行单因素*水平的方差分析!差异显著!H"&!,*#O
*<-!8O#<##%\G[检验表明!匹配&条件下的错

误率最低&匹配%条件下的错误率最高&匹配"+$及

不匹配条件下的错误率中等%这说明!再认错误率

随空间图形负载水平的增加而减少%表明空间负载

水平的设置是有效的%
对*种负载水平上的 bj‘量进行的 \G[检验

表明!负载水平为&的 bj‘量显著低于负载水平%
和"!也体现出 bj‘随着空间通道内注意资源的减

少而呈消减的趋势%

+!总讨论

本研究的&个实验分别设置了语词+图形作为

记忆材料!并在完成检测+辨别任务中分别考察了不

同记忆材料的*个负载水平对bj‘的影响%
首先!从本研究的&个实验的再认错误率的分

析中可知!实验%T和"T的语词再认错误率!随语

词记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实验%=和"=的图

形再认错误率!也随图形记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递

减%这些结果说明!本研究所设置的语词或图形的

记忆负载水平是有效的%本研究只有所设置的语词

或图形的记忆负载水平是有效的前提下!才能论及

语词或图形的记忆负载水平对 bj‘的影响%现在

前提条件符合!就可分析!在检测+辨别任务中 bj‘
是否受到语词或图形记忆负载水平的影响%

实验%T和%=是为了通过考察在简单检测任

务占主导的 bj‘低级成分是否随语词或图形的记

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消减!来推测 bj‘低级成分是

否受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即是否具有自动性#%
从实验 %T和 %=的结果和检验结果中可知$

"%#位置是否被提示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在实验%T
和%=中均出现了bj‘&""#记忆负载水平主效应显

著!并在*种记忆负载水平上都出现显著的 bj‘!
bj‘量并不随记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消减%这些都

表明bj‘低级成分不随语词或图形的记忆负载水

平的增加而消减%因此可推测!bj‘低级成分不受

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它是一种自动性较强的抑

制现象%
实验"T和"=是为了通过考察在辨别任务占

主导地位的 bj‘高级成分!是否随语词或图形的记

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消减!并以此来推测bj‘高级

成分是否受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即是否具有控

制性#%
从实验 "T和 "=的结果和检验结果中可知!



%,#!! 心!!理!!学!!报 $*卷

"%#位置是否被提示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在实验"T
和"=中出现了 bj‘&""#记忆负载的主效应显著!
但当记忆负载水平为&时!其 bj‘减至不显著!并

且bj‘量随记忆负载水平的增加而递减%这些均

表明bj‘高级成分随语词或图形的记忆负载水平

的增加而消减%据此可推测!bj‘高级成分受一般

性注意资源的限制!是一种控制性较强的认知抑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个实验的结果验证了本

研究的假设%
在基于空间位置 bj‘的研究领域内!以往的研

究多数只检查最近一次被提示位置上的bj‘%但在

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在一次搜索结束之前!可能需要

许多 次 的 注 意 运 动%所 以 研 究 者 们 也 探 讨 关 于

)bj‘能抑制多少个先前被注意过的位置*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涉及到在空间搜索过程中记

忆成分的作用%而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也可提供一些

启示%
X>94.S和 Q>;.4"%(-&#’%(和 0̂32>S"%(-*#’%&(

在多个位置上同时呈现注意线索!结果所有先前被

注意 过 的 位 置 上 都 存 在 bj‘%AS15;D和 ‘1:;0SE
"%((+#也在-个可能位置中的%个!"个!$个和&
个同时被提示的位置上都发现了更慢的检测潜伏期

’%*(%这些实验都说明!bj‘的确能够存在于多个

先前被注意过的位置!在 bj‘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它能够标识并记忆已经注意过的位置%但 XS0DD和

T]S0/9"%((*!%((+#在相继提示多个位置的研究中

却发 现!bj‘只 在 最 近 一 次 被 提 示 的 位 置 上 存

在’%+!%,(%而[04J15.S等人"%((-#同样使用序列视

觉搜索任务对不同的空间位置进行相继提示!结果

却发现!bj‘可以发生在$个被相继提示的空间非

连续位置上’%-(%G43E.S等人""####的研究又进一

步扩展了以上结果!他们发现在一个序列视觉搜索

任务中!bj‘至少可以存在于*个被相继提示的位

置上!而且 bj‘量在最近一次被提示位置上最大!
并逐次递减’%((%以上研究表明!在bj‘机制中的确

有某种记忆成分在起作用%与以上研究相符!本研

究的实验%T和%=也表明!即使在被试在短时记忆

中同时保存&个空间图形的情况下!bj‘的低级成

分仍然会出现!并不受一般性注意资源的限制%据

此可推测!有可能当所有的空间位置被同时提示时!
这种记忆成分能够保存在同一时刻被同时提示的所

有空间位置上!使注意不再返回到它们上面%而当

所有的空间位置被相继提示时!这种记忆成分也至

少可以保持*个被提示位置&但也有可能在保持过

程中对不同位置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性标识"类似于

c04D19等人提出的注意优先性’"#(#&也有可能由于

记忆表征间的干扰或衰退使最先被提示的位置表征

减弱!从而造成各个相继提示位置在bj‘量上的差

异%然而!要考察这种记忆成分的具体作用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在上述各项对多个位置上 bj‘的研究中!被试

所要完成的都是简单检测任务!被试只需要对刺激

的某一单个维度"如亮度#进行搜索!也就是说!在

这种任务中出现的是 bj‘的低级成分%但近期!研
究者们提出!在各种辨别任务及组合搜索任务中!记
忆成分的作用很小%如 I>S>F1DJ和 A>26."%((-#要

求被试在一些Y字母中寻找字母 \!并不断变换刺

激显示中每个字母的位置’"%(%如果这种搜索任务

中存在记忆成分!使注意不再返回到已经搜索过的

位置上!那么刺激显示中刺激位置的改变将大大降

低被试的搜索效率%但实验结果表明!被试的搜索

效率并没有受损%所以他们认为!视觉搜索任务中

不存在记忆成分%V12:;S19D等人""####考察了视觉

搜索过程中的眼动’""(%他们要求被试在$%个大

写字母中搜索字母-C.%结果发现!被试在搜索过

程中经常重新注视已经注视过的项目%所以他们认

为!bj‘中没有记忆效应%上述研究要求被试完成

的都是辨别任务!而这些任务中出现的应该是 bj‘
的高级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在 bj‘机制

中!基于空间位置的成分减少!而影响非空间特性辨

别及后期反应阶段的成分增多%本研究中的实验

"T和"=表明!bj‘的高级成分受到一般性注意资

源的限制%它既随语义通道!又随空间通道内注意

资源的减少而消减%所以在上述研究中虽然没有发

现对位置的记忆成分!但很有可能在 bj‘的高级成

分中含有对非位置特性的记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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