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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配与注意选择能力的年龄差异比较

罗 　婷 Ξ 　焦书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 100101)

摘　要　为了考察注意能力的年龄差异 ,分别从注意分配能力和注意选择能力两个方面对青年和老年被试的表现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青、老年在注意分配能力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而青、老年在注意选择能力上却有显著的差异 ,老年的注意选择能力有

显著的衰退。因此 ,注意能力衰退对认知年老化的影响可能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注意控制能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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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注意是意识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 ,在人类

的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注意能力也被

认为影响到整体认知能力 ,或者说是一般智力因素

的主要因素之一[1 ,2 ] 。尤其是在认知老化的研究中 ,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注意能力的下降是认知老化

的一个主要原因[3 ] 。

随着年龄的增长 ,造成注意资源限制的原因可

能有两个 :一方面是注意资源总量的减少 ,即注意资

源的绝对有限性 ;另一方面则是有效利用资源的能

力下降 ,造成了资源使用的冲突 ,即注意资源的相对

有限性。早先的一些研究者将注意能力衰退对认知

能力的影响归因于注意资源的衰减[4 ,5 ] ,而近期的一

些研究却表明 ,真正引起认知老化的可能并不是注

意资源的衰减 ,而更可能是注意的控制能力的降

低[6 ,7 ] 。研究者们认为注意的控制能力是工作记忆

系统中央执行器的主要功能之一 ,因此在各种认知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8 ,9 ] 。中央执行功能的衰退

是工作记忆衰退的首要原因[10 ] ,而控制性注意正是

中央执行器的监控、协调和抑制能力的核心 ,其衰退

无疑也是工作记忆 ,乃至整体认知能力衰退的主要

原因[11 ,12 ] 。本研究希望通过比较青、老年在注意分

配和注意选择能力上的年龄差异 ,来探讨注意资源

的衰减和控制能力的下降对认知老化的影响程度。

参与本研究的包括 :60 名大学生 ,男 29 名 ,女

31 名 ,平均年龄 20. 72 ( SD = 1. 34) 岁。50 名退休老

年 ,男 29 名 ,女 21 名。平均年龄 66. 22 ( SD = 5. 97)

岁。所有被试均视力正常 ,或矫正视力正常 ,右利

手 ,无色盲。

2 　注意分配能力的比较

2. 1 　实验方法

　　左手任务 :直径为 1cm 的红色、蓝色、黄色的圆

点 ,以红色圆点为目标刺激。右手任务 :黑色汉字

“上”、“下”、“左”、“右”,以“上”为目标刺激。

单任务 :在呈现 500ms 的注视点消失之后 ,左右

侧刺激同时呈现 ,要求被试仅使用左手对左侧刺激

既快又准地进行甄别 ,或者使用右手对右侧刺激既

快又准地进行甄别。

双任务 :注视点呈现 500ms 之后消失 ,左右侧刺

激同时呈现 1000ms ,之后是 3000ms 空屏。要求被试

同时对左侧和右侧刺激既快又准地进行甄别 ,对两

侧刺激的反应无论先后。

2. 2 　结果与讨论

在双任务条件下 ,为了避免因为考虑反应次序

而分散注意力 ,对被试的两侧反应没有先后次序的

硬性要求。这样也可以避免被试按照固定顺序进行

反应 ,保证两侧任务形成注意分配上的冲突。数据

记录时 ,将被试的第一个反应时作为注意分配条件

下的反应结果。
表 1 　单、双任务中的反应时 (正确率)结果

　　　单任务　　　 　　　双任务　　　

M SD M SD

青年 518. 7 (87) 53. 75 (18) 843. 78 (94) 105. 41 (7)

老年 686. 7 (93) 75. 87 (11) 1013. 46 (89) 139. 21 (11)

　　对反应时结果进行 2 (年龄组) ×2 (任务条件) 的

方差分析表明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显著〔F(1) = 119.

85 , p < 0. 01〕,单、双任务条件之间的差异也显著〔F

(1) = 916. 27 , p < 0. 01〕,但任务条件和年龄因子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1) = 0. 002 , p > 0. 05〕。

年龄组之间的反应时差异体现了老年在认知能

力上的衰退。认知加工速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被认

为是老年反应减缓和认知能力衰退的一个主要原

因[13 ] 。在单任务条件下 ,老年被试的反应时显著长

于青年被试 ;在双任务条件下 ,老年被试的整体反应

绩效低于青年被试 ,这都是认知能力衰退的正常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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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任务条件下 ,被试必须同时对两侧刺激进

行甄别 ,并分别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因此必须将注

意资源合理地分配到两侧刺激的加工上。由于注意

资源的有限性 ,在注意分配竞争中就会产生冲突 ,导

致反应绩效的下降 ,这对青、老年都是必然的。

同时对两侧刺激进行甄别意味着对加工资源的

竞争和对输入输出通道的竞争 ,而注意资源的有限

性是这些竞争中最大的限制。从单任务条件到双任

务条件的反应绩效下降 ,就体现了注意资源的有限

性。任务条件和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这说明双任务造成的资源竞争冲突对青年和老年被

试的影响程度一致 ,老年的注意资源并不比青年更

有限。由此看来 ,注意资源的绝对量并没有随年龄

增长而显著地衰减 ,那么 ,注意的选择能力 ,即对资

源有效地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能力可能是一个重要的

影响因素。

3 　注意选择能力的比较

3. 1 　实验方法

以红色、绿色、蓝色的汉字“红”、“绿”、“蓝”(24

号)为刺激 ,9 个彩色汉字随机呈现。单任务 :注视

点呈现 500ms 之后消失 ,然后立即呈现刺激 ,要求被

试对刺激某一固定维度的属性 (颜色或字义) 进行判

断。所有被试都完成两个部分的单任务。双任务 :

注视点呈现 500ms 之后消失 ,随机呈现提示“颜色”

或“汉字”,1 秒钟后呈现刺激 ,要求被试根据提示对

刺激特定维度的属性 (汉字的呈现颜色或者汉字的

意义)进行判断。

3. 2 　结果与讨论

单任务条件下 ,被试可以预先确定需要被加工

的特征维度 ,并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进行同一维度的

加工 ;而双任务条件下 ,被试不能预知需要加工的特

征维度 ,只能在任务提示呈现之后 ,在刺激的两个特

征维度上进行选择而后加工。
表 2 　辨别任务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单任务　　　 　　　双任务　　　

任务 被试 M SD M SD

颜色 青年 753. 29 (97) 99. 31 (4) 899. 45 (96) 164. 92 (4)

辨别 老年 1316. 01 (93) 234. 81 (10) 1708. 51 (91) 380. 79 (10)

字义 青年 664. 58 (97) 72. 13 (6) 967. 47 (97) 186. 81 (7)

辨别 老年 1002. 49 (97) 166. 22 (5) 1836. 03 (85) 387. 73 (16)

　　表 2 中列出了两个辨别任务中 ,青、老年被试在

单、双任务下正确率和反应时结果。颜色辨别任务

中 ,无论青、老年的正确率都达到了 90 %以上 ,反应

绩效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反应时的延长上。对反应时

结果的 2 (年龄) ×2 (任务条件) 的方差分析表明 :单、

双任务条件下反应时差异显著〔F (1) = 112. 03 , p <

0. 01〕,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反应时差异亦显著〔F (1)

= 338. 83 , p < 0. 01〕,任务条件和年龄组因素的交互

作用显著〔F(1) = 23. 43 , p < 0. 01〕。字义辨别任务

中 ,单、双任务的反应正确率差异并不明显。对反应

时结果进行 2 (年龄) ×2 (任务条件) 的方差分析 ,结

果表明 :单、双任务条件下反应时差异显著〔F (1) =

527. 68 , p < 0. 01〕,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反应时差异亦

显著〔F(1) = 286. 52 , p < 0. 01〕,任务条件和年龄因

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 = 115. 05 , p < 0. 01〕。

两个辨别任务中 ,无论是单任务还是双任务条

件 ,年龄组之间的反应正确率都很接近 ,青、老年被

试的反应绩效差异主要体现在反应时结果中 ,这是

认知加工速度减缓直接导致的。两个辨别任务中都

出现了显著的任务条件主效应 ,即双任务条件下 ,所

有被试的反应时都明显长于单任务条件的反应时。

在单任务条件下 ,目标维度是预知的 ,且恒定不变 ,

被试只需要关注目标维度信息 ,不必考虑非目标维

度。根据 Treisman 的注意衰减作用模型 ,被试预知

任务要求 ,就可以通过过滤器对非目标维度上的信

息进行过滤。而在双任务条件下 ,被试不能预知目

标维度 ,从而预先抑制非目标维度的信息。刺激呈

现时 ,两个维度的信息都被自动地加工 ,而必须通过

注意的选择过程来抑制对非目标维度信息的加工 ,

加强对目标维度信息的加工 ,从而得到正确的反应。

因此 ,被试的辨别受到干扰 ,反应时显著延长。

两个辨别任务中 ,都出现了显著的任务条件和

年龄的交互作用 ,老年在双任务条件下所受到的干

扰比青年更大 ,反应时延长更显著。也就是说 ,由于

双任务条件下不能预知目标维度 ,老年在选择目标

维度时遇到了更大的冲突 ,难以及时地抑制非目标

维度的信息 ,使目标维度信息的加工受到了较大的

干扰。所以说 ,老年的注意选择能力显著低于青年。

4 　总讨论

　　本研究从注意分配能力和选择能力两个方面来

考察了青、老年之间的注意能力差异。注意分配能

力的测量主要考察在两项任务同时进行的情况下 ,

是否能够兼顾两者 ,进行有效的反应。这一指标体

现了注意资源的有限性特征 ,资源总量越大 ,就越容

易兼顾多项同时进行的任务。注意选择能力的测量

主要考察当任务要求在刺激的不同维度上变换时 ,

注意在选择目标维度时的灵活转换能力 ,或者说是

根据需要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这一指标体现了有

效使用注意资源的控制能力 ,能够迅速准确地选择

目标 ,就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认知加工。

注意分配任务的比较说明 ,注意资源的绝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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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减少 ,因此注意资源的总

量本身并不是青、老年表现出注意能力差异的原因。

青年与老年在注意能力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是由于注

意资源的相对缺乏导致的 ,也就是对有限资源的有

效使用能力导致的。老年的注意选择能力显著低于

青年 ,他们难以象青年那样有效地抑制无关信息 ,所

以 ,他们难以对有限的注意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 ,从

而更多的受到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在类似的实验

中 ,罗婷曾采用数字和图形材料进行测试 ,也得到了

类似的结果[14 ] 。由此可以推测 ,在大多数与注意资

源相关的认知任务中 ,老年所表现出来的资源有限

性缺陷主要是来自于老年的注意选择能力的降低 ,

而不是注意资源绝对总量的下降。与注意分配能力

相比 ,注意选择能力可能在认知年老化中扮演着更

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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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etween Age2related Differences of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Luo Ting , Jiao Shulan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age2related difference of attention ,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attention abilities of younger adults with that of older

adults in 2 aspects :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Data collected from 60 younger adults and 50 older ad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ge2related difference in attention allocation. Although the attention resource of older adults is not critical for the allocation

task ,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the resource decreased with aging. Significant age2related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elective attention betwee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us the influence of attention decline on recognition aging might come from the declin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 rather

than from the decrease of attention resource.

Key words :sttention allocation ,selective attention ,cogni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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