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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改变刺激对中的第一个刺激消失到第二个刺激出现之间的间隔 (interstimulus interval ,简称 ISI) ,并

控制呈现的刺激前后试验不重复 ,分别进行不同形状白色图形的异同判断实验和不同颜色圆形的异同判断实验 ,

系统地考察不同 ISI 下异同判断的同反应启动效应 ,研究异同判断的加工机制。两个实验均采用 2 (前次试验类

型 :异、同) ×2 (当前试验类型 :异、同) ×6 ( ISI :100ms、200ms、300ms、400ms、500ms、600ms) 重复测量设计。被试为

21 名大学本科生 ,其中男生 10 名 ,女生 11 名。结果发现 ,在两实验中的每一种 ISI 条件下 ,同反应后的试验的反应

时均显著短于异反应后的试验的反应时 ,即表现出显著的同反应启动效应。实验的结果支持异同判断的双过程模

型 ,并表明双加工机制可能是序列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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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序列效应 ( sequential effects) 或者试验间效应

(intert rial effects) 指的是前一试验的刺激 (或反应)

对当前试验的绩效的影响[1 ,2 ] 。在有关序列效应的

研究中 ,已经发现的比较一致的实验现象就是重复

效应。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重复 ,一种是刺激重复 ,

即当前试验所呈现的刺激和要求的反应都重复了前

一试验的刺激和反应 ;另一种是反应重复 ,即当前反

应重复了前一反应 ,但是呈现的刺激不同于前一试

验的刺激。重复效应就是指刺激重复或反应重复的

试验的反应时比刺激和反应都没有重复的试验的反

应时相对较短的现象。

　　迄今为止 ,对异同比较中的序列效应的研究很

少 ,一些早期的研究发现 ,若当前刺激对重复前一刺

激对时 ,异、同反应都会加快 ,但刺激重复对同反应

的影响要大于对异反应的影响[3 ,4 ] 。后来 Krueger

和 Shapiro 的研究发现 ,异同比较中有一种独特的

序列效应 ,那就是同反应后的反应快于异反应后的

反应[5 ] 。具体而言 ,就是同反应后的同反应快于异

反应后的同反应 (这与反应重复效应相吻合) ,同反

应后的异反应快于异反应后的异反应 (这与反应重

复效应刚好相反) 。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同反应启

动效应。Krueger 和 Shapiro 认为 ,在异同比较任务

中 ,被试不可能仅凭单个刺激来确定当前反应。比

如 ,在以字母为实验材料的异同比较中 ,某个字母

(如 F)可能在同反应 (如 FF) 中出现 ,也有可能在异

反应 (如 F G) 中出现。换句话说 ,不是单个刺激本

身 ,而是刺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异同判断的基础。

因此 ,在异同比较任务中 ,反应重复效应和刺激重复

效应是分离的。但是 ,刺激重复仍可能会使被试期

待做同样的反应。

　　Krueger 和 Shapiro 将反应 - 刺激间隔 (response

- stimulus interval ,简称 RSI) 作为实验自变量 ,研

究了不同的 RSI 对反应时的影响 ,结果普遍观察到

了同反应启动效应。但是 ,他们对这种现象并没有

给出很清楚的解释。他们认为 ,异反应后的异反应

虽然存在反应重复 ,但是其反应时之所以最慢 ,是因

为存在双重不利因素 : ⑴“异反应通常对下一反应有

不利影响”; ⑵“反应重复通常会有不利影响”[5 ] 。

对于反应重复的不利影响 ,他们认为是因为在他们

的实验中大多数反应重复的情况下并不伴随着刺激

重复引起的。对于异反应的不利影响 ,他们则没有

给出解释。

　　Li 和 Smith 研究了刺激先后呈现条件下异同

比较中的序列效应 ,并讨论了刺激对的表征对该效

　心 　理 　学 　报 　2003 ,35 (3) :317～322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17　　



应的影响[6 ] 。Li 和 Smith 区分了两种表征假说 ,一

是分离表征假说 ,认为刺激对中的两个刺激的表征

是彼此独立的[7 ] ;二是整体表征假说 ,认为刺激对

是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表征的[6 ] 。Li 和 Smith 的实

验结果不仅支持整体表征假说 ,而且还表现出明显

的同反应启动效应。他们认为 ,这是因为“同”刺激

对的表征优于“异”刺激对的表征 ,即“同”刺激对的

表征较稳定 ,而不稳定的、易衰减的表征会对后面的

试验有不利影响。

　　虽然 Krueger 和 Shapiro 的研究 ,还有 Li 和

Smith 的研究都观察到了同反应启动效应 ,但是在

数字比较任务中[8 ]却并不存在类似的效应 ,这说明

得出“大”的判断和“小”的判断可能是基于相同的加

工机制。在异同比较中 ,“同”反应和“异”反应对下

一次试验的不同影响 ,意味着“同”判断和“异”判断

有不同的加工方式。

　　综上所述 ,前人在异同比较研究中观察到了同

反应启动效应 ,并且认为这是因为异反应对其后的

试验有不利影响[5 ,6 ] ,Li 和 Smith 认为这是因为异

刺激对的表征不稳定 ,而这种衰减的表征会对后面

的试验有不利影响[6 ] 。显然 ,在对先后呈现的两个

刺激进行异同判断时 ,如果第一个刺激消失到第二

个刺激出现之间的间隔 (interstimulus interval ,简称

ISI) 越长 ,那么对该刺激对的表征就应该越不稳定。

根据 Li 和 Smith 的解释 ,我们可以预测随着 ISI 的

增大 ,同反应启动效应应该削弱甚至消失。另外 ,在

前人的两个研究中 ,都没有将刺激重复与反应重复

的效应分离开来。因此 ,本研究将 ISI 作为一个实

验自变量 ,并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完全排除刺激重

复的情况 ,系统地考察随着 ISI 的增大 ,同反应启动

效应的变化情况。在前人研究[6 ]和预试的基础上 ,

我们选择 100 , 200 , 300 , 400 , 500 和 600ms 作为

ISI 的 6 个水平。

2 　实验一 :不同形状白色图形的异同比较

2. 1 　实验方法

2. 1. 1 　被试 　21 名大学本科生参加本实验 ,其中

男生 10 名 ,女生 11 名 ,年龄 18～23 岁 ,平均年龄

19. 90 岁 ,视力或纠正视力正常 ,色觉正常。其中 11

名被试用右手食指按“1”键做同反应 ,用右手中指按

“2”键做异反应 ;另外 10 名被试则相反 ,用右手食指

按“1”键做异反应 ,而用右手中指按“2”键做同反应。

完成实验后每名被试都获得一定报酬。

2. 1. 2 　材料和仪器　基本刺激为白色的圆形、等边

三角形、正方形、菱形。圆形直径约 2cm ,等边三角

形边长约 2. 7cm ,正方形边长约 1. 8cm ,菱形由正方

形旋转 45 度得到 ,不同形状的面积相同。相同刺激

对和不同刺激对各一半。实验中刺激图形呈现在屏

幕中央 ,典型视距为 40cm。所有刺激图形的背景为

黑色 ,实验过程中计算机屏幕的背景也为黑色。实

验在 17 英寸显示器的 Pentium Ⅲ微机 800 ×600 分

辨率下进行 ,实验程序用反应时实验的标准化软件

E - Prime 编写 ,该软件平台对反应时的记录精度可

以达到 1ms。

2. 1. 3 　设计　采用 6 ( ISI :100、200、300、400、500、

600ms) ×2 (前次试验类型 :同、异) ×2 (当前试验类

型 :同、异)因素设计 ,3 个因素均为被试内变量。实

验因变量为正确率和反应时。

2. 1. 4 　程序　首先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 + ”

100ms ,然后呈现一个图形 500ms。间隔一定时间

( ISI)后 ,呈现第二个图形 ,要求被试判断这两个图

形的形状是否相同 ,并用右手的食指 (或中指) 按压

小键盘的“1”(或“2”) 做出反应 ,按键后图形消失。

计算机记录被试的按键和反应时 ,如果被试反应正

确 ,则 500ms 后进入下一次试验 ,如果不正确 ,则间

隔延长至 1500ms。

　　被试先进行 24 次试验的练习 ,其中异同反应各

半。被试的练习正确率达到 90 %以上才可以进入

正式实验 ,若正确率达不到 90 % ,则重新进行练习。

表 1 　实验一和实验二区组间的刺激分组

子集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Ⅰ

　　同 aa bb aa cc aa dd

　　异 ab ba ac ca ad da

Ⅱ

　　同 cc dd bb dd bb cc

　　异 cd dc bd db bc cb

　注 :a、b、c、d 分别对应于 4 种基本图形刺激 ,实验一中对应于白色

的圆形、等边三角形、正方形、菱形 ,实验二中对应于红色、绿色、蓝色

和黄色的圆形。

　　为了避免前后试验出现刺激重复 ,如表 1 所示 ,

我们将 4 种刺激 (表中分别以 a、b、c、d 表示圆形、等

边三角形、正方形、菱形 4 种图形)分成两个子集 ,如

子集 Ⅰ为{a , b} ,子集 Ⅱ为{c , d}。子集 Ⅰ的两个刺

激一共有 4 种组合方式 ,即{aa , bb , ab , ba} ,子集 Ⅱ

的两个刺激也有 4 种组合方式 ,即{cc , dd , cd , dc}。

轮流从子集 Ⅰ和子集 Ⅱ抽取刺激组合 ,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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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试验之间出现刺激重复。4 种刺激分为两个子

集的方式一共有 3 种 ,而每种分组方式作为一个区

组 (block) ,每个区组有 32 次试验。每种 ISI 有 3 个

区组 ,不同 ISI 之间的顺序随机 , ISI 内 3 个区组之

间的顺序随机。因此 ,正式实验共 18 个区组 ,32 ×

18 = 516 次试验。

　　为避免练习效应的影响 ,我们将每个区组的前

8 次试验的数据和每种 ISI 下的第 1 个区组的数据

排除在数据处理之外。这样 ,从每个被试的全部数

据中最多可得到 288 个有效的反应时数据。

2. 2 　结果

　　被试的反应正确率均在 0. 96 以上 ,不同 ISI 下

的正确率也都在 0. 96 以上。对正确率和反应时做

相关分析 ,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 , r = - 0. 134 ,

p = 0. 535 ,因此 ,可以认为被试在做反应时不存在

速度 - 正确率权衡。由于正确率都很高 ,所以下面

只对正确反应的反应时数据进行分析。

表 2 　实验一中异同判断的反应时 (ms)

反应

类型

ISI(ms)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SS 586 594 597 600 622 669

SD 605 620 619 612 645 670

DS 606 623 621 649 647 682

DD 656 659 680 682 690 719

　注 :S 表示同反应 ,D 表示异反应 ,SS 表示前次试验和当前试验都

是同反应 ;DS 表示前次试验为异反应 ,当前试验为同反应 ; SD 表示

前次试验为同反应 ,当前试验为异反应 ;DD 表示前次试验和当前试

验都是异反应。

　　分别对每种 ISI 下的当前试验的反应时数据

(表 2) 做 2 ×2 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在 6 种 ISI

条件下 ,前次试验类型主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前次

试验为同反应的反应时均小于前次试验为异反应的

反应时 ;除 400ms 和 600ms 以外 ,在其他 4 种 ISI 条

件下 ,当前试验类型主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同反应

时小于异反应时 ;除 600ms 以外 ,在其他 5 种 ISI 条

件下 ,前次试验类型与当前试验类型的交互作用均

不显著。

　　对全部反应时数据做 6 ×2 ×2 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 ISI 主效应显著 , F (5 ,100) = 11. 67 , p < 0. 01 ,

反应时随 ISI 渐增 (图 1a) ;前次试验类型主效应显

著 , F (1 ,20) = 57. 18 , p < 0. 01 ,同反应后的反应

快于异反应后的反应 ;当前试验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1 ,20) = 20. 47 , p < 0. 001 ,同反应快于异反应 ;

前次试验反应类型与当前试验反应类型交互作用显

著 , F (1 ,20) = 5. 22 , p < 0. 05。其余交互作用不

显著。前次试验类型和当前试验类型的主效应都显

著 ,意味着某次试验的反应类型 ,对该次试验的反应

时以及对下一次试验的反应时都有显著影响 ,这说

明同反应与异反应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差异。

3 　实验二 :不同颜色圆形的异同判断

3. 1 　实验方法

3. 1. 1 　被试　同实验一 ,被试先完成实验一 ,休息

5 分钟以后 ,再完成实验二。

3. 1. 2 　材料、仪器、设计和程序　同实验一 ,只是刺

激材料换成了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的圆形 ,圆形的

直径为 2cm。

3. 2 　结果

　　各被试的反应正确率均在 0. 96 以上 ,不同 ISI

下的正确率也都在 0. 96 以上。对正确率和反应时

做相关分析 , 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 , r =

- 0. 098 , p = 0. 673 ,因此 ,可以认为被试在做反

应时不存在速度 - 正确率权衡。由于正确率都很

高 ,所以以下也只对正确反应的反应时数据进行分

析。

表 3 　实验二中异同判断的反应时 (ms)

反应

类型

ISI(ms)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SS 603 569 574 573 567 590

SD 594 582 560 585 571 592

DS 612 609 598 596 587 607

DD 622 611 629 618 594 637

　　分别对每种 ISI 下的反应时数据 (表 3) 做 2 ×2

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除 100ms 以外 ,其他 5 种

ISI 条件下 ,前次试验类型的主效应都达到显著水

平 ,同反应后的反应时小于异反应后的反应时 ;当前

试验类型主效应均不显著 ;除 ISI 为 300ms 以外 ,其

他 5 种 ISI 条件下前次试验类型与当前试验类型的

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对全部反应时数据做 6 ×2 ×2 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 , ISI 主效应不显著 ;前次试验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 F (1 ,20) = 23. 69 , p < 0. 01 ,同反应后的反应快

于异反应后的反应 ;当前试验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

所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如图 1b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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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一和实验二不同 ISI 下的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

ISI(ms) 变异来源
F (1 ,20)

实验一 实验二

100 前次试验类型 11. 31 3 3 4. 23

当前试验类型 11. 98 3 3 0. 01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2. 46 0. 76

200 前次试验类型 12. 79 3 3 11. 78 3 3

当前试验类型 9. 48 3 3 0. 69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0. 17 0. 60

300 前次试验类型 32. 84 3 3 3 13. 43 3 3

当前试验类型 11. 90 3 3 1. 20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4. 08 4. 87 3

400 前次试验类型 24. 56 3 3 3 5. 73 3 3

当前试验类型 4. 16 1. 34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0. 95 0. 50

500 前次试验类型 14. 58 3 3 3 9. 89 3 3

当前试验类型 8. 46 3 3 0. 37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3. 08 0. 06

600 前次试验类型 7. 50 3 6. 50 3 3

当前试验类型 2. 84 2. 02

前次试验类型 3 当前试验类型 6. 69 3 1. 75

　注 : 3 p < 0. 05 , 3 3 p < 0. 01 , 3 3 3 p < 0. 001。

a) 　实验一 b) 　实验二

图 1 　不同 ISI 下同反应后的反应 (虚线)快于异反应后的反应 (实线)

4 　讨　论

4. 1 　“异”、“同”反应之间的差异以及异同判断的 　

　 加工机制

　　在排除刺激重复的条件下 ,本研究两个实验的

结果都表现出显著的同反应启动效应 ,前次试验的

“同”反应有助于下一次试验的反应。根据 Li 和

Smith 提出的整体表征假说[6 ] ,随着 ISI 的增长 ,同

反应启动效应应削弱甚至消失。但是 ,我们的实验

结果表明 ,不同 ISI 下都出现了同反应启动效应 ,且

ISI 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即无论前次

试验或当前试验是同还是异 ,反应时随 ISI 的变化

都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因此 ,Li 和 Smith 认为同反

应启动效应是由刺激的表征方式引起的解释与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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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是不一致的。那么 ,该效应是由什么原因引

起的呢 ? 我们认为 ,这种异反应和同反应对下一次

试验的不同影响 ,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不同的加工机

制所引起的。

　　异同判断的模型主要分成两大类 :单过程模

型[9 ,10 ]和双过程模型[11 \ 〗。单过程模型认为同判

断和异判断基于相同的机制 ,刺激比较的结果是产

生两个互逆的信号之一 ,即匹配的信号或差异的信

号。双过程模型则认为异、同判断分别由彼此独立

的比较通路来进行。单过程模型和双过程模型都包

含一个慢速比较器 ,进行分析的比较加工 ,可以给出

同或异的判断。但双过程模型还包含有一个同一性

指示器 (identity reporter) 。同一性指示器的加工速

度快于慢速比较器 ,但它不报告差异信息 ,只给出同

判断。这样 ,异判断只能来自于慢速比较器。双过

程模型也有不少争议 ,主要问题之一是慢速加工器

和同一性指示器是同时进行加工还是序列进行加

工。

　　本研究的两个实验都表明 ,同反应和异反应对

其后的反应有不同的影响 ,这进一步支持了异、同判

断有不同的加工机制 ,而且也支持了慢速加工器和

同一性指示器是序列进行加工的观点 ,即对每一对

刺激的加工都从同一性指示器的启动开始。对一对

相同的刺激 ,同一性指示器将发出“同”的信号 ,加工

结束 ,进入对下一次试验的加工 ,此时仍由同一性指

示器继续对下一次试验的刺激进行加工。如果一对

刺激是不相同的 ,同一性指示器虽然检测到差异 ,但

由于它不发出“异”的信号 ,因此需要启动慢速加工

器 ,进行确定性的分析比较后发出“异”信号 ,这才结

束加工 ,然后进入对下一次试验的加工 ,而这需要由

慢速加工器转换到同一性指示器的过程。因此 ,对

同反应后的反应 ,前后试验之间不需要加工机制的

转换 ,而对异反应后的反应 ,前后试验之间需要加工

机制的转换 ,这可能正是造成同反应后的反应快于

异反应后的反应的原因。

4. 2 　实验一和实验二结果的差异

　　本研究的两个实验的结果并未表现出完全相同

的趋势 (图 1) ,实验一中 , ISI 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

平 ,并且 RT 随 ISI 增大而增大。但实验二中 , ISI

的主效应不显著 , RT 也不随 ISI 增大而增大。另

外 ,当前试验类型的主效应在实验一达到了显著水

平 ,而在实验二中则不显著。这些差异对本研究的

主要结论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里只做一些简单的讨

论。

　　由于两个实验在实验程序、被试、实验仪器以及

无关变量的控制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 ,而仅仅是

在刺激材料上存在差异。由于刺激材料的影响 ,和

实验二相比 ,实验一中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到形状

加工上 ;而和实验一相比 ,实验二中则有更多的认知

资源分配到颜色加工上。因此 ,可以认为是由于对

形状和颜色的加工的差异导致了两个实验结果的差

异 ,这种解释和前人有关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 ,灵长类一些视皮层细胞对

某些视觉刺激特性 ,如方位、运动、深度和颜色等产

生选择性的激活反应。Hubel 和 Wiesel 的经典研

究[12～14 ]建立了这些特征检测的皮层功能柱理论。

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染色法发现 ,视皮层出

现了斑片状着色[15 ] 。这些切面呈卵形或圆形的柱

状结构参与颜色加工过程 ,称为颜色柱。Living2
stone 和 Hubel[16 ]发现颜色柱包含的细胞常有颜色

选择性。将单细胞微电极垂直插入颜色柱内[17 ] ,可

记录到只有单一对抗色的颜色细胞[18 ] ,每种细胞只

对一对对抗色 (红绿或黄蓝) 做出反应[19 ] 。然而 ,形

状编码与形状的内部表征方式有关 ,输入的形状是

由一些基本特征如线段、边、角、交叉等表征的 ,或是

由一些形状的基本要素 ,如“几何子”[20 ]表征的。形

状加工涉及到用于形状描述的内部加工操作问题 ,

如图形的放缩、旋转、比较以及抽取主轴等。因此 ,

在对一个图形的形状进行识别的时候需要进行一系

列的特征分解编码整合的过程。此外 ,最近的一项

多维刺激异同判断的研究发现 ,颜色较其它维度 (形

状 ,大小)更依赖于视觉辨别的机制[21 ] 。

　　此外 ,由于所有的被试都是先做实验一后做实

验二 ,因此 ,实验次序导致的练习效应也有可能引起

了实验一与实验二结果的差异。

5 结　论

　　本研究的形状异同判断实验和颜色异同判断实

验的结果均表明 ,在排除刺激重复的条件下 ,同反应

后的反应仍显著快于异反应后的反应 ,即存在同反

应启动效应。而且 , ISI 对同反应启动效应没有影

响 ,这一结果和 Li 和 Smith 将该效应归于异刺激对

的不稳定表征的解释不一致[6 ] 。本研究认为 ,同反

应启动效应进一步表现了异、同判断之间的差异 ,支

持异同判断的双加工模型 ,并且支持同一性指示器

和慢速比较器是序列进行加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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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PRIMING EFFECT OF SAME - DIFFERENT

JUD GMENT UNDER DIFFERENT ISIS

Zhang Zhiguang ,Xuan Yuming ,Fu Xiaolan
( L aboratory of Cognition , Instit 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China 100101)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sequential effect of same2different judgment under

different ISIs. Two stimuli were successively presented for comparison on each trial . A 2 ( the response types of preced2
ing trial : same , different) 2 ( the response types of present trial : same , different) 6 ( ISIs : 100ms , 200ms , 300ms ,

400ms , 500ms , 600ms) within2subjects design was used. 21 undergraduates (11 females and 10 mal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ials preceded by ”same”trial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rials preceded by

”different”trials in all conditions. This is called ”same”priming effect .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dual2process model of

same2different judgment and indicated that the dual processes work serially.

Key words 　same - different judgment , sequential effect , ”same”- priming effect , interstimulus interval ( ISI) , dual2
proc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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