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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三个实验!研究了注意瞬脱效应以便深入理解注意时间维度上的特性%实验一针对注意瞬脱效应

"简称T>效应#和刺激持续显示时间"简称,_#之间的关系!发现QnT或者,_的延长能减小T>效应%实验二的

结果再次证明,_的延长能减小T>效应!并且发现,_延长并没有伴随着对目标的加工速度的加快%实验三发现

在目标与干扰项没有显著的特征差异时!T>效应随着,_延长而减小的现象消失了!即,_对T>效应的影响出现

了实验性的分离%同时还证明突出显示可以通过加快对目标的反应速度来显著的减小 T>效应!而且 ,_因素只

有在目标具有突出的视觉特征时才能改变T>效应%
关键词!注意瞬脱效应!实验性分离!中枢干扰理论!VQkU范式%
分类号!><$";"

%!引!言

!!注意瞬脱现象是 >C@.DSB3A等人发现的’%!"(%
该现象表明$被试对单词流中前一个目标词的准确

辨认使得他们很难辨认出在该词后约*##-8内呈

现的另一个单词%%I<&年!iB/:28B04.CA3BC和 Q7BCE
0/34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注意瞬脱的研究把对

注意研究的焦点转移到注意的时间维度上!通常采

用VQkU范式%其具体方法如图%所示!其中由字

母)数字)单词)图形等组成的刺激流在同一位置以

+’"#个刺激=秒的速度连续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

辨别或觉察刺激流中的目标刺激"a.C4BA!以下简称

a#和一个探测刺激"UC@SB!以下简称U!一般在a后

的%’<个刺激中呈现#&刺激流呈现完后要求被试

报告a)U&刺激流中!a或U后的第 /个刺激通常简

称为as/项或Us/项%

图%!VQkU范式的图示

!!采用VQkU范式!研究者们取得了许多研究的

成果!例如 V.9-@3D等人!Z2G3和 U@AABC!>.88/34A2E
W./8B等人发现当目标a)U和as%项与刺激流中的

其他项越相似则 T>效应越明显’"!$!*(%j/B8SCB:2A

等人还发现目标 a)U必须被掩蔽才可产生明显的

T>效应’+!&(%U/BCCBY@0/:@BGC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提出了中枢干扰理论来解释 T>效应’<’%#(%该

理论把对刺激的加工过程分为感觉编码)知觉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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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枢加工过程!并且假设中枢加工过程可以和感

觉编码)知觉编码等外周加工过程平行进行!互不干

扰&而短期合并过程"简称 QaZ#’%%()心理旋转和反

应选择等心理操作都需要占用中枢加工机制!因而

不能同时进行%T>现象的机制是由于容量极端有

限中枢处理机制被 a的特征信息的短期合并过程

占用!U的特征信息得到知觉编码后!因无法及时得

到中枢处理而在掩蔽刺激的干扰下迅速衰减造成

的%见图"%

图"!中枢干扰模型的图示!其中Q,表示感觉编码!U,表示知觉编码!
QaZ表示短期合并过程!VQ表示反应选择!QaR表示短时记忆!V,表示行为反应%

!!由此可见中枢干扰理论强调相邻刺激间时间间

隔"以下简称 QnT#以及掩蔽刺激对 T>效应的影

响%按照中枢干扰理论可以预测$当 QnT延长时!
对a和U的中枢加工过程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就相

应减小了!因而会减小T>效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

TC3B00等人的研究结果的支持’I(%
!!但是中枢干扰理论忽略了另一个可能会对 T>
效应产生影响的因素///刺激持续呈现时间"BJ7@E
8GCBDGC.A/@3!以下简称 ,_#%以往的研究表明$,_
延长会产生强度累积效应!并导致反应时的缩短!如
果这种反应时的缩短反映的是中枢加工过程的加

快!那么可以预见,_的延长必然会导致T>效应的

减小%但是以往缺乏对 ,_因素系统的实验研究!
同时!,_因素在功效学中备受关注!对于提高人的

绩效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

究以便搞清楚两方面的问题$第一!,_因素是否会

影响T>效应&第二!如果有影响!那么,_对T>效

应产生影响的机制%希望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来加深

对注意瞬脱现象的理解!进一步完善其理论解释!同
时对复杂人机系统的界面设计提供指导%

"!实验一!刺激持续时间对 T>效应

有影响"简称,_效应#
!!本实验作为本系列研究的预备实验!通过系统

操纵,_和QnT!来研究,_和QnT的变化对T>效

应的影响%
#$%&实验方法

#$%$%&实验设备与被试!<名男性大学生参加实

验!年龄"#’""岁!矫正视力均为%;#以上!色觉正

常%所有被试单独测试!均未做过类似实验%实验

用一台%&英寸 ZVa显示器来显示刺激!标准键盘

用来反应%实验程序采用k>编制%
#$%$#&实验材料!实验中采用从"+个英文字母中

随机等概率选取的黑色字母串作为快速呈现的材料

且各刺激项不重复%目标 a和 U也是随机选取的

字母%其中第一个目标 a是蓝色的!在刺激流的第

%#’%"个序列位置随机等概率的呈现!第二个探测

目标U是紫色的!它在a后呈现的%’<个字符中等

概率地随机出现%刺激流呈现在屏幕中央的固定位

置!各个字符大小均为%+--K%%--%被试离屏幕

大约+#厘米%刺激呈现过程如图%所示%
#$%$!&实验设计!在本实验中!采用了""刺激持

续时 间 ,_分 为 %#-8和 +#-8#K""QnT分 为

%##-8和%(#-8#K<"a和 U间的间隔#组内设计%
根据QnT和,_的变化可以将实验分为四组%同组

的每次试验 QnT和 ,_都相同!每一组实验共有<
"a和U间的间隔#K"#次试验%被试每做完一组

就休息"’(分钟!他们参加四组试验的顺序按拉丁

方平衡%
#$%$’&实验任务和实验步骤!要求被试注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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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快速呈现的刺激流!在字母串呈现完毕后按键

盘相应键依顺序输入目标a)U%假如a和U分别为

字母>和i!则被试应该按>和i键做出反应%
!!实验步骤如下$首先!被试用练习程序熟悉实验

情境和实验任务!练习程序与正式实验程序的刺激

与任务一样!但练习程序的实验次数比较少%当被

试对a的正确率达到<#N时停止练习!接着开始正

式实验!要求被试按任务要求做出反应并尽可能保

证目标a的正确率%反应后按回车键后进行下一

次的试验%完成实验后要求被试报告各组实验的困

难程度%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本的数据分析!实验中不同 QnT和 ,_
水平下a)U的整体正确率如下表%所示%

表%&不同的.02和69水平下3%1的整体正确率

实验组别

=正确率

QnTM%##-8 QnTM%(#-8

,_M%#-8 ,_M+#-8 ,_M%#-8 ,_M+#-8

a的正确率 #;<+( #;I$* #;I$I #;I<#

U的正确率 #;+<* #;I%* #;<I< #;I+(

!!,_和QnT对a整体正确率有显著的影响%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QnT的主效应显著 ""%!&#
M"(;+"(!#O#;##"&,_的主效应显著 ""%!&#M
*%;<<"!#O#;###%但是a的正确率并不随着a和

U间的间隔改变而变化%a)U的间隔变量的主效应

不显著""&!$I#M%;("+!#M#;"<&&并且 U的位

置)QnT和,_的三维交互效应不显著 ""&!$I#M
#;+#(!#M#;+*#%a的辨认正确率见图(%

图(!目标a的正确率图

#$#$#&69和.02对 2<效应的影响!对 U的正

确率分析发现!a和 U间的间隔变量的主效应十分

显著!""&!$I#M(";"<*!#M#;###!结合图$可知

有显著的注意瞬脱效应存在!即在a)U间隔刺激较

少时U的正确率急剧下降%并且 a)U间的间隔变

量和QnT的交互效应显著!""&!$I#M%%;+($!#M
#;###&a)U间的间隔变量和 ,_的交互效应也十分

显著!""&!$I#M%(;+$(!#M#;###&U的位置)QnT
和,_的三维交互效应显著!""&!$I#M";$<(!#M
#;#"I%这些又说明T>效应的大小随着,_和QnT
两个变量的改变而产生显著的变化%U的正确率见

图$%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得到以下结果$"%#QnT和,_的延长会

图$!目标U的正确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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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T>效应显著减小!QnT和 ,_的延长还会造成

被试对a的反应正确率的整体上升%""#QnT和

,_两个因素对T>效应的影响有交互效应!也就是

说在较短的QnT条件下T>效应随着,_延长而减

小的比较快!较长的 QnT条件下 T>效应随着 ,_
延长而减小的比较慢%
!!QnT延长会使T>效应显著减小这一结果符合

中枢干扰理论的预测!但是QnT的延长还会造成被

试对a的反应正确率的整体上升则出乎意料!这一

结果暗示 a的中枢加工过程与U的感觉)知觉编码

等外周加工过程虽然可以并行进行!却共享注意资

源!因而可能存在着相互干扰!而中枢干扰理论假设

两者可平行互不干扰的进行可能是错误的%
!!,_延长会使外周加工过程易化!使对 U消耗

的注意资源减少!相应对 a的中枢加工过程投入的

注意资源就会增加!使得对 a的中枢加工速度加

快%最终体现为T>效应随着,_的延长而减小!而
a的正确率上升)a的反应时缩短%如果,_延长确

实会引起对a反应时的缩短!T>效应的减小!则可

以排除感觉和知觉编码过程加快而中枢加工速度不

变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会使 a)U两者的感觉和知

觉编码过程同时加快!但a)U的中枢加工过程之间

的相互干扰并不会减小%所以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外

周加工加快导致反应时缩短的可能性!这种反应时

的缩短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中枢反应加快造成的%

(!实验二!,_效应没有伴随着反应

时的加快

!!如果,_延长引起的强度累积效应确实能够加

快中枢加工速度!在 QnT不变时!a和 U的中枢加

工过程之间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就随着,_的延长而

减小!那么实验一的结果就可以解释了%按此假设

我们可以预测$被试对 a的反应时会随着 ,_延长

而缩短%因此本实验仍然用 ,_作为组内变量!以

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因变量来考察第一种

假设%
!!同时实验一中 a的正确率随着 ,_和 QnT变

化!这可能将被试对 a)U的反应权衡引入到结果

中!因此在本实验中采用相对比较简单的a!同时采

用严格的训练程序!要求被试对 a的反应正确率达

到I#N才可进行正式实验%
!$%&实验方法

!$%$%&实验设备与被试!共有%*名大学生参加实

验!%"名女生(名男生!年龄%<’""岁!矫正视力

均为%;#以上!色觉正常%所有被试单独测试!均未

做过类似实验%实验设备采用三台同样配置的电

脑%试验程序采用,)UVfR,编制%
!$%$#&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及刺激的物理参数基

本同实验一!不同之处有$a是红色的字母 T或 >
中的任一个!两个字母的呈现概率相等!在第+’I
个序列位置随机呈现%U是一个蓝色的字母!它可

能是除T)>之外的任一个字母!各个字母的呈现概

率相等!它在a后呈现的%’<个字符中等概率地随

机出现%
!$%$!&实验设计!本实验采用"",_的长短#K<
"a)U间的间隔#的被试内设计%实验中 QnT均为

%##-8!变量,_分两种水平!分别为%#-8和+#-8%
完全随机排列各次实验的顺序!以避免被试形成反

应定势!被试每做完一组I+次实验就休息%分钟%
!$%$’&实验任务和实验步骤!实验中要求被试注

视屏幕中央快速呈现的刺激流!在呈现 T时尽快按

%键!是>则按"键做出反应!并在字符串呈现完毕

后按与U对应的字母键进行反应%按任意键后进

行下一次的试验%实验的基本步骤同实验一!在被

试对a的反应正确率达到I#N后停止练习!随后开

始正式实验!要求被试按任务要求做出反应%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本的数据分析

表#&各种水平下3%1的整体正确率和3的平均反应时

实验分组 ,_M%#-8 ,_M+#-8

a的正确率 #;I& #;I&

a的反应时 $(%;&-8 $(%;(-8

U的正确率 #;&< #;<+

!!如表"所示!a的平均正确率在各条件下都大

于#;I*!检验表明,_对 a的整体正确率无显著的

影响!其 主 效 应 不 显 著!""%!%$#M#;#<*!#M
#;&&$%
!$#$#&69对 3的反应时的影响!先删除每个被

试对a反应错误时的数据!然后按三标准差原则删

除反应时的极端数据!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

下 结 果%,_变 量 主 效 应 不 显 著!""%!%$#M
#;##"!#M#;I+$&这说明,_的延长不能够显著加

快反应速度%a)U间的间隔变量主效应不显著!"
"&!I<#M%;"$(!#M#;"<&&两变量的交互效应也

不显著!""&!I<#M#;$$"!#M#;<&$%实验二中被

试对a的反应时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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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目标a的反应时图

!$#$!&69对2<效应的影响!对U的正确率进行

分析发现!a)U间的间隔的主效应显著!""&!I<#M
&#;(&+!#O#;###!这一结果结合图+可以说明有

典型的注意瞬脱效应存在%并且 a)U间的间隔变

量和,_变量的交互效应显著 ""&!I<#M$;+(*!#
O#;###&通过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 a)U间隔刺激

为%)")()$或<五个水平上时 ,_的简单效应显著

"#依 次 为 #;###!#;##%!#;##"!#;##%!#;#$(!
#;#%&#!而在另三个水平上 ,_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依次为#;+*I!#;$*+!#;%**#%这些结果说明在

本实验中,_变量对 T>效应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同时,_对U的整体正确率也有显著的影响!""%!
&#M(I;*%I!#O#;###%实验二中U的平均正确率

见图+%

图+!目标U的正确率

!$!&分析与讨论!本实验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表
明,_的延长确实能够减小T>效应!而且由于在本

实验中严格控制了目标a的正确率均在I*N以上!
因而可以排除被试对a和U反应权衡的因素%

!杜峰!葛列众;刺激持续时间对注意瞬脱的影响;"未发表#

!!但是在本实验中没有发现,_变量对第一个目

标a的反应时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 ,_的延长固

然导致了刺激强度的增加!却并没有伴随着加工速

度的显著加快%我们假设,_的延长会使中枢加工

速度显著加快!从而减小加工目标a和 U的双任务

之间的干扰!最终表现为T>效应的减小是错误的%

$!实验三$,_效应的实验分离现象

及形成机制

!!有证据表明!只是 ,_延长并不一定能够减小

T>效应%杜峰等人发现!!当任务一为辨别 T或

>!任务二为觉察k)i)c或 b哪一个出现!并且所

有的字母都是黑色时!,_的变化对T>效应没有显

著的影响!甚至有被试出现了 ,_效应的反转///
,_越长!T>效应越大%这样的结果和实验一)二

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即,_变量对T>效应的影响

出现了实验性的分离%
!!实验二中任务一是辨别红色的 T或 >!任务二

是辨别蓝色的字母%这个实验与出现反转 ,_效应

的实验的区别是!在那个实验中被试需要辨别每一

个呈现的字母以判断T或>以及k)i)c或b哪一

个呈现了%而在实验一)二中被试不需要对每一个

字母进行深加工!只需辨别彩色的目标字母即可%
我们推测当a)U与干扰项没有显著的特征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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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固然因 ,_的延长而得到了加强!但是干扰项

的干扰作用也随着 ,_的延长而加大!所以也就出

现了无,_效应或反转的 ,_效应%与此不同的是

在实验一)二中!a)U有明显区别与干扰项的视觉特

征"色彩#!因此干扰项的干扰作用并没有随着 ,_
延长而加强!所以出现T>效应随,_延长而减小的

现象%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就 ,_对 T>效应影响的

实验分离现象的成因进行实验探索!
’$%&实验方法

’$%$%&实验设备与被试!共有%&名大学生或研究

生参加实验!%"名女生*名男生!年龄%<’"+岁!
矫正视力均为%;#以上!色觉正常%所有被试单独

测试!均未做过类似实验%实验设备采用四台同样

配置的电脑%试验程序采用,)UVfR,编制%
’$%$#&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及刺激的物理参数基

本同实验二!不同之处有$四分之一的 a是红色的

字母T或>!另外四分之三是黑色的字母T或>!并
且字母T或>的呈现概率相等!在第+’I个序列

位置随机呈现%探测目标U是一个m)k)i)c)b)e
中的一个字母!它有四分之一可能是蓝色的!也有四

分之三可能是黑色的!+个字母的呈现概率相等!它
在a后呈现的%’+个字符中等概率地随机出现%
’$%$!&实验设计!本实验采用$"呈现的模式#K+
"a)U的间隔#的被试内设计%在这里只设置了+个

序列位置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在第&)<个位

置上呈现的U已经能够被相当正确地识别!不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实验中四种呈现模式的 QnT均为

%##-8!具体的实验设计如表(%
!!我们认为干扰项与目标是否有明显的特征差异

是产生实验分离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本实验中

显示模式$被作为基准!如果显示模式(和$没有

显著的差别则说明目标无显著特征时,_的延长对

T>无作用&而如果显示模式"和()$有显著差别!
则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在这里设置显示模式%则是

为了证明干扰项与目标是否有明显的特征差异决定

了不同的加工方式%

表!&实验三中各呈现模式的设置

显示模式
a)U持续

显示时间

干扰项持续

显示时间

目标a

的颜色

目标U

的颜色

干扰项

的颜色

% %#-8 %#-8 红色 蓝色 黑色

" +#-8 %#-8 黑色 黑色 黑色

( +#-8 +#-8 黑色 黑色 黑色

$ %#-8 %#-8 黑色 黑色 黑色

’$%$’&实验任务和实验步骤!实验中要求被试注

视屏幕中央快速呈现的刺激流!在目标字母 a呈现

后尽快按%键对字母T做出反应!或按"键对字母

>做出反应!并在字符串呈现完毕后按与目标 U对

应的字母键进行反应%按任意键后进行下一次的试

验%基本步骤同实验一%在被试对目标 a的反应

正确率达到I#N后停止练习!随后开始正式实验!
要求被试按任务要求做出反应%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本的数据分析!%&名被试中有三位被试

对目标a的反应正确率低于I#N!因而将他们的数

据删除以便避免两个任务之间的反应权衡引入到结

果中%对剩余%$名被试的数据分析得到各个显示

模式下a)U的正确率和对a的反应时!具体见表$%
表’&各显示模式下3%1的正确率和对3的反应时

项目 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

a的正确率 #;I* #;I+ #;I* #;I+

U的正确率 #;<& #;<$ #;+I #;+I

a的反应时 *%I-8 *#<-8 *$(-8 *$&-8

图&!目标a的反应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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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模式对3的反应时的影响!删除每个

被试对a反应错误时的数据!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

在对a反应正确时的反应时数据%然后根据三标

准差法则删除极端数据!以及小于 "##-8的数据%
分析发现$a)U的间隔主效应不显著!""*!+*#M
#;&*I!#M#;*<"&显示模式的主效应显著!""(!
(I#M"";&&$!#O#;###&但是两者的交互效应不

显著!""%*!%I*#M#;<%#!#M#;+++&这又说明显

示模式的改变使 a的反应时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配对检验表明$显示模式%和")()$之间有显著的

差异!显示模式"和()$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但是

显示模式(和$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由此可知!
当干扰项的,_为%#-8而目标为+#-8时反应时最

快!其次是显示模式%的反应时!而显示模式()$的

反应时是最慢的%具体见上图&%结合实验二)三

的结果表明$目标与干扰项无论有无明显的特征差

异可以用来引导注意加工!延长 ,_都不会减小 a
的反应时!这重复验证了杜峰等人的实验结果!%
同时还说明目标的显著特征本身已经足够加快反应

时了!因为显示模式%)"分别使目标在色彩和强度

方面显著的区别与干扰项%
’$#$!&显示模式对 2<效应的影响!删除每个被

试对a反应错误时的数据!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在

对a反应正确时 U的正确率!以避免反应权衡的影

响!所以只保留对 a反应正确的数据%分析发现$
a)U的间隔变量主效应显著!""*!+*#M**;I&$!#
O#;###&这说明有明显的 T>效应出现%同时显示

模式的主效应显著!""(!(I#M($;*<%!#O#;###&
两者的交互效应也十分显著!""%*!%I*#M(;(I<!#
O#;###&这又说明显示模式对 T>效应有显著的影

响%配对检验表明$显示模式%和"之间!显示模式

(和$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显示模式%和()$
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显示模式"和()$之间也有显

著的差异%具体见表*%
!!这样的结果表明$目标与干扰项之间在没有明

显的特征差别可以用来引导注意加工时!延长 ,_
不会减小T>效应!这与实验一)二的结果不同%这

种实验分离现象的成因是$在目标无显著特征时!干
扰项的,_延长加大了干扰作用形成的%所以显示

模式()$之间没有差异!而显示模式 ""干扰项的

,_仍为%#-8#和()$之间均有显著的差异%另外

这个结果模式也说明当目标具有区别与干扰项的显

著特征时!要比两者没有特征差异时的 T>效应显

著的小%这和 V.9-@3D等人!Z2G3和 U@AABC!>.8E
8/34A2W./8B等人的研究成果是吻合的’"!$!*(%本实

验中U的正确率图见图<%

表+&各显示模式中1的正确率配对比较表

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 平均值之差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I&$

$ %!! )#;%&$ #;#"< #;###

"!! )#;%$$ #;#"% #;###

( *;<I(,)#$ #;#%< #;I&$

! 杜峰!葛列众;刺激持续时间对注意瞬脱的影响;"未发表#

图<!目标U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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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_的延长对 T>效应的影

响确实有实验分离现象!因为显示模式(和$的T>
效应和反应时都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显示模式"和

显示模式()$的T>效应和反应时均有显著差异说

明了干扰项的干扰作用随着,_的延长而增大是产

生该实验分离现象的重要原因%另外!显示模式%
和显示模式()$的T>效应和反应时均有显著差异

说明了!目标和干扰项的特征差异对减小 T>效应

有重要作用%
!!但是在本实验中发现显示模式%和显示模式"
中对第一个目标a的反应时有显著的加快!这和实

验二中,_的延长却没有伴随着加工速度加快的结

果不一致%这说明了不同的因素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来影响T>效应的%

*!总结与讨论

! 杜峰!葛列众;刺激持续时间对注意瞬脱的影响;"未发表#

!!本研究中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在目标与干扰项

有明显的特征差异时!刺激持续时间的延长确实能

够显著的减小注意瞬脱效应!而实验二的结果重复

了实验一的结果模式&同时又证明在此目标与干扰

项有明显的特征差异时!刺激持续时间的延长并没

有显著缩短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也就说明在此条

件下刺激持续时间并不是通过加快中枢的信息加工

速度来减小T>效应的%
!!注意到以往解释T>效应的理论都强调任务的

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反应时间!两个目标 a和

U之间的时间间隔等影响 T>效应的因素!但是这

些因素显然已经无法解释本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了%
因为实验二中目标 a和 U之间的时间间隔得到了

严格的控制!而反应时的数据也表明在 ,_的两种

水平上反应速度没有显著变化%众多的理论包括中

枢干扰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个现象!这表明 ,_对

T>效应的影响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实现的%
!!与反应速度加快的假设并列的另一种可能性是

刺激持续时间的延长会影响目标 U的特征信息在

视觉短时记忆中储存时间%根据 j/B8SCB:2A等人的

研究结果和杜峰等人的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在 U
没有后续掩蔽时没有 T>现象%所以一般认为!储

存在视觉短时记忆中的目标信息 U在没有掩蔽刺

激的干扰下!可以无损地保持 $##-8以上&但是在

有后续掩蔽的情况下!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衰退!有

可能是在几十毫秒内%而,_的延长很有可能增强

了储存在短时记忆中的目标信息抗干扰的能力%使

得目标信息能够在视觉短时记忆中储存更长的时间

从而减小T>效应%虽然这种可能性在本研究中未

加以探讨!但是却有一定的实验事实支持这一观点!
Q.-GB08等人发现随着刺激持续呈现时间的增加!视
觉短时记忆的保持时间加长’%"(!所以应该在后续的

研究中对这种可能性予以关注%
!!在实验三中我们发现!在目标与干扰项没有显

著的特征差异时!T>效应随着,_延长而减小的现

象消失了"显示模式(和$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也就是说,_对T>效应的影响出现了实验性的分

离%但是当干扰项的 ,_保持为 %#-8!目标的 ,_
为+#-8时"显示模式"#!T>效应比作为基准的显

示模式$要显著减小!这说明干扰项的干扰作用随

着,_的延长而增加是产生实验性分离的重要原

因%由于显示模式%和"中T>效应比基准显著减

小!而且在两种条件下!目标均采用了突出显示"以

显著的特征将目标与干扰项区别开来#!所以我们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目标突出显示能够显著的减小

T>效应!而延长,_只有和突出显示相结合才能显

著的减小T>效应%
!!在实验三中!显示模式"的反应时最快!显示模

式%其次!显示模式()$的反应时最慢%这和前两

个实验的反应时结果模式结合起来可以表明视觉突

出性和,_因素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 T>效应

的%无论是以色彩标识目标或延长目标的,_以突

显目标!都会通过加快对目标的反应来减小 T>效

应%而不管目标是否突出显示!延长 ,_都不会加

快对目标的反应速度!之所以在目标突出显示条件

下延长 ,_能够减小 T>效应可能是由于 ,_的延

长增强了储存在短时记忆中的目标信息抗干扰的能

力%而当目标没有区别于干扰项的突出特征时!延
长,_不能减小 T>效应则是由于干扰项 ,_的延

长使得干扰项的干扰作用增强了!也就抵消了延长

目标,_的作用%
!!在过去的视觉搜索研究中!‘AA/和 ?@:2!‘/!和

@̂A2DGC[等人’%(’%*(认为视觉的前注意特征或者说

前注意加工过程能够将注意引导分布在空间中的具

有显著特征的目标%根据我们的实验研究!我们有

理由相信前注意加工同样也能将注意引导到分布在

一定时间维度上具有显著特征的目标上%所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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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否突出显示决定了加工的方式!当目标具有突

出的视觉特征时!被试只需在特征水平上进行加工

就能将目标选择出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当目标没

有突出的视觉特征时!被试必须辨别每一个刺激以

选择目标%正因为此!,_在两种条件下产生了实

验分离现象%我们也认为有必要用一个动态加工的

模型来取代中枢干扰理论%应该在T>理论模型中

加上前注意加工引导注意加工的阶段!而中枢干扰

理论只是在目标具有突出的视觉特征时的一个简化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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