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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视觉分类是来 自视觉刺激的传入特征集与源 自概念知识 的预期特征集之 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

包

括匹配提取加工和冲突抑制加工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 探索视觉分类的时间过程 结果表明
,

预期特征集越大则 波幅越大
,

显示 出预期特征集对注意的调节效应 当预期特征集大于或等于 时
,

引出了明显的 成分
,

显示 出预期特征与传入特征不一 致时的冲突效应 类别判断在晚正成分
,

成分上有明显反映
,

对冲突刺激的抑制加工也相当敏感 分析表明
,

视觉

分类加工的时间过程如下 选择性注意
、

特征知觉
、

特征 匹配 提取
、

类别判断 冲突抑制
,

其中类别判

断是分类的核心过程
,

但前 个子过程构成 了分类的基础 本研 究结果支持高水平分类加工主要反映在

上的结论

关键词 视觉分类 事件相关电位 预期特征集 传入特征集 冲突抑制

分类 是根据特定 的标准确认对象

身份的过程
,

经过分类人们可 以将世 间万物分门别

类地 区分开 ‘ , 分类是基础性 的认知活动
,

如果不

能将知觉信息 区分为不 同类别
,

那么原始知觉信息

实际上是无用的阴 多年来
,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开展

了大量工作
,

期望探明分类的心理与神经基础 ,

早期研究认 为
,

晚正成分
,

的波幅反映了涉及背景更新的分类加工的

程度低 等人 发现 的 对被试的外显分

类活动敏感 等人 研究了分类中目标刺激与

标准刺激间的相似性变化在 上的反映
,

发现

波幅可反映相似性在分类中的效应 而 等人

发现人脑能够非常迅速地对复杂背景下的 自然物体

做 出正确区分 目标刺激 动物照片 和分心刺激 非

动物照片 引起的 波形在刺激后 处 出现分

离
,

非动物图片引起波形在 巧 处折向负方向
,

而动物图片引起波形则持续正走向直到 才折

向负方向 等人王’”发现非动物图片在

和 时间窗 口 内引出了更负的 和 ,

而动物图片则在 时间窗 口引出了更正的

成分 他们认 为 与高水平分类加工有关
一

印 等人 川发现
,

在对被试进行充分训练之

后
,

仍然不能提高动物 非动物的 自然景物的分类

速度
,

这意味着视觉分类要经过多个加工阶段
,

并且

这些阶段不能被压缩

可见
,

分类的 研究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结论

一种结论认为
,

分类在 或 上得到反映 另

一种结论认为
,

分类在早期成分 上即得到了反映

之所 以出现如此不同的结论
,

原因在于 已有研究对

分类的认知加工过程没有清晰的理解 显然
,

分类是

传入特征集与预期特征集的相互作用过程
,

这一过

程包含 种情况 在对应维度上传入特征与预期特征

一致
,

则提取该特征 传入特征与对应维度上预期特

征不一致
,

则抑制该特征 传入特征在预期特征集中

没有对应特征
,

则忽视该特征

以 甲 等人 的研究为例
,

在对
“
动物

”
和

“
非

动物
”
照片进行分类反应时

,

个体关于
“

动物
”
的概念

能够为分类活动提供 自上而下 的判断依据
,

形成预

期特征集 如四肢
、

眼睛
、

翅膀
、

毛发等 而客体本

身所具有的特征通过视觉加工 以 自下而上 的方式传

入
,

构成传入特征集 如红色羽毛
、

长嘴等 如果传

人的刺激特征 中有任何一个落入预期特征集
,

那么

即可做出
“
正确的

”
反应

认为 早成分反映了分类加工的研究大都是

以 等人 的范式开展的 在该研究范式下
,

根

据概念
“
动物

” 、 “
非动物

”
形成的预期特征集非常大

当传人特征集来 自具体动物时
,

这些传人特征几乎

都可以落入预期特征集
,

而不会引起特征冲突 实际

上
,

视觉刺激呈现后 时大脑仅能进行初步的

知觉加工 ‘ 因此
,

在这类研究中发现的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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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可能只反映 了大脑对个别特征的知觉
,

而没有

能够反映更高水平 包含冲突
一

抑制过程 的分类加工

但是包含冲突
一

抑制的分类对人类适应行为来说是更

有价值也是更普遍的认知活动
,

毕竟动物
一

非动物的

粗略分类对于认识复杂的世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如前述及
,

分类是建立在预期特征集和传入特

征集二者的相互作用上 的
,

这就需要对刺激的特征

灵 活地加 以操纵
,

标准几何图形能够达到这样的效
果

,

而且这类材料还能够控制经验和背景因素 ‘’ 在

本研究 中
,

先通过一个归纳任务 ’ 让被试比较两个

几何图形
,

找出其中的共 同特征 形成预期特征集

然后 以此预期特征集为标准
,

判断第 个几何图形

由该图形得到传入特征集 与前两个几何 图形是否

为同一类 分类标准是
,

传人特征集中有且只有一个

特征在对应维度上与预期特征集匹配 匹配特征为 ,

则做出肯定判断
,

传入特征集中没有任何特征在对

应维度上与预期特征集匹配
,

则做出否定判断

传人特征集与预期特征集之间将出现 种相互

作用 传人特征落人预期特征集
,

且与对应维度特征

匹配 引起匹配提取加工 传入特征落入预期特征集
,

但与对应维度特征冲突 引起冲突抑制加工 传入特

征没有落人预期特征集而与任务无关 引起无关忽视

加工 设计 种条件 预期特征集有 个特征
,

预期特征集有 个特征
,

预期特征集有 个特征

允
,

通过新的实验设计
,

希望记录并讨论包含冲突控制的高水平视觉分类的

脑电动态变化过程

实验方法

被试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有偿被试
,

名男性
,

名女性
,

年龄范围在 岁
,

平均为

岁
,

所有被试身心健康
,

右利手
,

视力正常或矫正后

正常
,

均签署了实验知情同意书

刺激材料 刺激材料均是规则的几何图形
,

包括三角形
、

正方形
、

圆形和十字形 图 全部材

料由 绘制
,

将每个图片以 格式文

件单独导 出 图片大小为 三角形 底
,

高
、

正方形 边长
、

圆形 直径
、

十字形 边长 材料高度和宽度均不超过
,

被试双眼与屏幕距离为 一 ,

因此水平与垂直视

角均小于
, “

每个图片可能在形状
、

颜色
,

色彩模式

和条纹方向 个维度上变化
,

每种维度变化都是
,

由此构成 张相互不同的图片
,

图

片背景均为黑色 三角形
、

圆形
、

正方形
、

十字形

黄色
, , 、

蓝色
, , 、

绿色
, , 、

红色
, ,

水

平
、

竖直
、

及

记录 实验仪器为 脑电记

录系统
,

参考电极置于双侧乳突连线
,

前额接地
,

采

用 导电极帽记录脑电
,

同时记录水平眼电和垂直

眼电
,

滤波带通为 一 ,

采样频率为

导
,

头皮电阻降至 价以下 进行离线分析 。件
,

分析时程 即 为
,

含基线
,

自动矫正眨眼等伪迹
,

波幅大于士 林 者在叠加中

被 自动剔除

程序和任务 首先
,

出现小十字
,

持续

其次
,

同时出现刺激 和刺激
,

持续
,

让被试归纳二者间的共同特征
,

形成一个

新类别 最后
,

呈现刺激
,

被试根据刚才得到

的类别规则判断 是否属于新类别 分类反应
,

呈现随被试按键终止

是以特征来界定的
,

有 种情况 图 只

由 个特征来界定
,

如
“
条纹为横线

”
的所有图形

,

符合该特征则做肯定反应 图
,

否则做否定反应

由 个特征来界定
,

如
“

形状为正方形
、

条纹为

图 刺激材料
、

实验任务及其答案示例 这里仅示意了方向和形状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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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所有图形
,

符合其中一点即做肯定反应 图
,

否则做否定反应 由 个特征下界定
,

如
“

形状为圆形
、

颜色为红色
、

条纹为
“ ”

的所有图形
,

符合其中一点即做肯定反应 图
,

否则做否定

反应 这样构成了 种分类任务
,

即 个匹配提

取
、

个无关忽视
、

个匹配提取
、

个冲突抑

制和 个无关忽视 和 个匹配提取
、

个冲突

抑制

只有在练习时正确率达到 以上者才进人正

式实验 个被试均达到了这一要求 由于 出现

后被试才开始进行分类加工
,

因此 分析时程从

出现后开始

数据分析和统计 对 和

条件引发的脑电分别进行叠加和平均 选择以

下 个电极位置记录的 波形用于统计分析
,

, , , , , , , , , , ,

前

部 个电极点
, , , , ,

刊
, , ,

后部 个电极点 主要测量并分析
, ,

和 对 分前部 一 和后部

分别测量其波幅 基线到波峰 对 在
一 时间窗 口 内测量其波幅 基线到波峰 对

在 一 时间窗 口 内测量其波幅 基线到波

峰 对 则在 时间窗 口 内测量其平均

波幅

用二因素重复测量 对早期成分
,

和 的波幅以及晚期成分 的平均波幅进行分

析
,

因素为条件 三水平 和
,

电极位置 前部 为 个电极点
,

后部 为 个电

极点
,

和 以及 为 个电极点 采用
一

法矫正 值

实验结果

行为数据

被试在 和 条件下分类反应的平

均正确率分别是
,

和 根据信

号检测论
,

每个被试的 值 击中数 正确否

定数 刺激总数 大于 则表示其反应是可信的
,

分

析结果显示全部 个被试的反应皆是可信的 反应

时间的方差分析显示
,

条件主效应极显著
, 二

,

尸 反应方式 是或否 主效应显著
,

咒
,

尸 二 ,

条件与反应方式交互

效应不显著
, ,

尸

显然
,

做出肯定反应需要进行匹配提取
、

冲突抑

制和无关忽视的加工
,

而做出否定反应则不包括匹

配提取加工 由于匹配提取是分类中的关键加工
,

所

以只有肯定反应下的加工是完全意义上的分类活动
,

本研究仅对做出正确的肯定反应 的结果做分析 在

肯定反应方式下
,

和 的平均反应时间

分别为
,

和
,

条件主效应极显著
,

二 ,

尸 均值多重 比较显示
,

极显著

地快于
,

一
,

尸
,

一 极显

著地快于
, , ,

显

著快于
, ,

成分

前 部
,

条 件 主效 应 显 著吓
,

,

尸
,

电极主效应极显著吓
,

月
,

尸
,

条 件 与 电极 交 互 效应 不 显 著

挤
, ,

尸 条件多重 比较显示
,

和 差异不显著
, , ,

和 差异不显著
, ,

尸
,

和 差异显著伊
, ,

尸
,

后

部 一
,

条件主效不显著
, ,

,

电极 主效应极 显 著
, ,

尸

,

条 件 和 电极 交 互 效 应 不 显 著 , 二

,

成分
,

条件主效应显著
, , 二

,

电极主效应不显著挤
, ,

,

条件与电极交互效应显著
, ,

尸 二 条件多重比较显示
,

与 存在显

著差异伍
, ,

尸
,

与 存在

极显著差异 一
,

一
,

尸
,

与

没有显著差异
, 二 ,

成分
,

条件主效应极显著 , 巧
,

尸

,

电极主效应显著吓
, ,

尸

,

条件与电极交互效应极显著伊
, ,

尸 二 条件多重 比较显示
,

与 差异极

显著
, , ,

与 差异

极显著
, ,

尸
,

与 差

异不显著
, ,

对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条件主效应极显

著吓 么
, ,

电极主效应极显著
, ,

尸 二 ,

条件与电极交互效应

显著
, ,

尸 条件多重 比较显

示
,

与 差异极显著挤
,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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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差异极显著 尸
, ,

尸

,

与 差异不显著
, 二 ,

讨论

反应时间的行为数据显示
,

显著快于 ,

又显著快于 如前所述
,

包含 个匹配

提取和 个无关忽视 包含 个匹配提取
、

个

冲突抑制和 个无关忽视 则包含 个匹配提取

加工和 个冲突抑制加工 个条件涉及的加工过程

数量是相同的
,

并且都包含 个匹配提取
,

因此它们

之间 的差异在冲突抑制和无关忽视上 这一结果说

明冲突抑制较之无关忽视更 困难
,

提示 冲突抑制可

能发生更复杂的思维阶段
,

而无关忽视可能发生在

较简单的阶段 比如注意

在 时
,

个条件都在中前部引起 了明显的

波
,

而且 个条件引起的波幅在负方向上呈现出

有规律的下降关系 引起的波幅最高
,

其次
,

最低 根据多数 研究结果
,

成分与注意

有关 「’ 当被试的工作记忆中保持着 个可能选择的

时候
,

被试需要注意的特征数量是 个 而当保持着

个可能选择时
,

需要注意的特征数量就 个 当只

保持 个特征时
,

所需要注意的特征只有 个 这样

来看
,

波在负方向上的波幅很好地反映了被试在

任务中需要注意的特征数量
,

即所需要注意 的特征

数量越多波幅就越大

从 开始
,

条件下的波形与另两个条

件下的波形开始出现差异 到约 三个条件下

的波形均达到一个峰值 成分
,

的 波幅较

之另两个条件更大
,

而 和 之间没有明显差

异 根据有关研究
,

在 巧 时出现的 与

及 波形的分离是特征知觉的开始
,

到

出现 时特征知觉结束 下更大的 波幅

显示
,

在此条件下引起的知觉匹配更强 而 和

下的 波幅较小
,

显示在这两个条件下特征觉

察更分散
,

这是因为 目标特征数量不止一个
,

知觉匹

配更分散
,

强度因而较低 具有显著的条件与电极

没 有 差异
,

这说 明知觉加 工 主要 与 中前部脑 区 有

关

波与心理冲突密切相关 ‘ , ‘ 在本研究 中
,

和 均引出了较明显的 波
,

但 在此

刻几乎无成分出现
,

这提示 和 引起了较强

烈的心理冲突 具有显著的条件与电极交互效应
,

结合图 的波形分析
,

可知中前部各点在 上存在

更多差异
,

而顶枕部各点在 上则差异较小
,

这可

能与 反映冲突觉察有关
,

因为冲突觉察一般与前

扣带回激活有关 ’ 分析可知
,

在 个维度上出

现冲突抑制
,

只在 个维度上出现冲突抑制
,

而

则根本没有冲突抑制 显然
,

冲突抑制过程的存

在会造成心理冲突
,

而这种过程越多造成的心理冲

突越大 个条件在 上的波幅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没有引起明显的 和 都引出了明显

的
,

引起的 还略高于 这是因为

在 个维度上出现冲突抑制
,

而 则只在 个维

度上出现冲突抑制

在 成分之后
,

约 处
,

引出了相当

明显的 成分
,

而 和 的 则不明显 图

这种关系可解释为
,

经过知觉察觉和知觉冲突之

后
,

大脑开始在思维水平上有意识地对冲突的特征

加以抑制 一般认为 反映着复杂且高级的心理

加工 等人 认为
,

的潜伏期代表着对刺

激的评价和分类所需要 的时间 结合本研究任务性

质分析
,

可知 代表着分类加工的完成
,

这里所谓

的分类加工是在知觉分析基础上发生的带有决策色

彩的判断

另外
,

有研究者认为 成分代表着某种刺激

加工的抑制〔’“ 本研究中 不包含抑制加工
,

而

和 都包含了抑制加工
,

这在波幅上有清楚

的反映 引起的波幅显著大于 和 不过
,

与 引起的 波幅没有显著差异
,

这一结果

可能与思维 的平行加工有关“ ,

但还需要开展进一

步研究加以讨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
,

可描述分类加工的时间过程

图 根据预期特征集
,

被试将形成两个准备 维度

准备和特征准备 维度准备表现在注意加工上 注意

目标维度 如颜色
、

形状 而不注意无关维度 如方向

在刺激出现后约
,

只有 目标维度受到注意 以

实线表示
,

而无关维度被忽视 方向
,

以虚线表示 ,

即 目标维度得到进一步加工
,

注意的加工在波形上

表现为 进一步加工即为知觉分析加工
,

其加工

结果是识别出 目标维度上的具体特征是什么 红色
、

圆形
,

知觉分析的加工在波形上表现为

之后分类加工进人特征 匹配阶段
,

此时表现 出

了特征准备的作用 将知觉分析得到的传人特征与

预期特征加以比较
,

如果二者相同
,

则受到提取并进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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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尹
、

、

、

、

、

一 林

一

一 协

动 ⋯
‘ 一

“ 一 ’“

⋯
’。“

锣摧粼
”

︸︶

乃﹃

,

、 尹

‘ ,

图

一

种条件在肯定分类方式上的总平均图

电极点
, , ,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征匹配配配 类别判断 抑制控制制
选选择性注意意意 传入特征知觉加工工工工工 特征抑制 特征提取取

图 视觉分类的时间过程 以 条件为例

入下一阶段加工 如果二者不同
,

则出现冲突
,

如果

出现冲突
,

将在波形上引出 在知觉分析结束之

后
,

即进人类别判断阶段 在此阶段
,

被试将进一步

对冲突的特征加 以抑制
,

并根据匹配的特征做出
“

正

确反应 ”的判断
,

类别判断的波形表现为 而对

冲突特征的抑制将导致 波幅变小 值得注意的

毛 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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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在特征进入思维阶段
,

即使出现冲突
,

大脑也不

能容易地消除特征 的印象
,

因此对冲突特征 的抑制

将持续一段时间
,

这可能是 和 引起的

波幅明显小于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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