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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注意中的客体与空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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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意选择理论可以分为空间选择和客体选择两大模型 ,文章首先介绍了这两类模型的观点 ,概述了客体选择和空间因

素的关系与区别 ,也介绍了包括距离操纵和线索启动在内的客体选择和空间选择分离技术及其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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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系统在特定时刻的输入信息远远多于它所能加工
的 ,因而必须对输入信息进行筛选 ,这就是注意的选择性作
用。Duncan 从概念上将注意区分为基于空间的注意和基于客
体的注意 (Space - based & Object - based approach) [1 ] 。前者假
设在同一时刻能注意到的空间区域大小是有限的 ,后者则假
设在同一时刻能分配到注意资源的客体数目是有限的。一个
问题便由此提出 :基于空间和基于客体的注意是仅仅为概念
上的区分 ,还是反映了两种本质不同的注意 ? 对于这个问题
的探讨 ,前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综述了一些有关的
研究。

1 　基于空间的选择性注意 (Location - ba sed Selec2
tive Attention)

　　传统的注意理论认为注意选择的是空间区域 ,空间位置
在选择信息上起了特殊作用。“探照灯”模型假设如果把注意
限制在视野里一个连续的区域里 ,那么该区域里的信息会优
先加工或激活。空间注意模型在过去几十年里主导了注意的
研究 ,许多研究试图确定探照灯的特性 ,如大小、形状、边界、
转移速度等等。根据后来的这些研究 ,对探照灯模型进行了
修正 ,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型 ,如放大镜 (zoom lens) 模型、渐变
理论 ( Gradient theory) 。放大镜模型认为注意的空间区域大小
是可变的 ,并且加工效率随着区域增大而减小。渐变理论认
为注意集中于某个中心位置 ,分配在中心位置周围的注意资
源随着距离中心越远而逐渐减少。尽管这些模型在某些方面
会有不同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 :注意的选择最终是以
空间位置为基础的。

有几种方法可以引导被试注意特定的空间位置 ,测查距
离注意中心点不同处的信息加工 ;在这些方法中 ,支持空间选
择模型的许多证据来自空间线索范式。在这些范式里 ,被试
的任务是检测或识别特定位置上呈现的靶子 ,通过对比线索
位置和非线索位置的靶子反应来测量注意的线索效应。通
常 ,线索位置的反应会优于非线索位置 ,但这种反应模式随线
索类型和 SOA 时间变化而变化。

2 　基于客体的选择性注意 (Object - ba sed Selective
Attention)

　　许多研究发现客体能够限制注意对刺激的空间分
配[1 - 4 ] 。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注意选择是基于客体的理论 ,

认为注意选择的是相互竞争的客体表征 ,而不是传统上认为

的连续的空间区域 [1 ,2 ] 。已经有明显的证据支持注意受到客
体的影响 ,最常见的是分散注意范式和空间线索范式的实验
结果。在分散注意任务中 ,被试通常需要进行两个作业。
Duncan 发现两个作业涉及同一个客体时成绩要好于涉及两
个客体 ,Duncan 将这个结果称为“同客体效应”(Same - object

effect) ,作为基于客体选择的证据 ,因为叠加的客体位于相同
的空间区域 ,基于空间选择的理论难以解释这个结果[1 ] 。
Lavie & Driver 表明当两个靶子元素呈现在同一个客体上比在
不同客体上识别更快更准确 ,即使在两个靶子位于不同客体
时空间距离比位于同一个客体小时 ,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4 ] 。

线索范式 (Cueing Paradigm) 引导注意定向于空间特定区
域或特定客体的局部。许多结果表明当注意引导向客体局部
时 ,注意会扩展到整个客体 ,体现出同客体优势。Egly 等控制
探测点和线索点的距离相等 ,结果发现 ,对于无效的线索 ,与
线索点同客体的探测点检测更快 [3 ] 。这表明和空间位置一
样 ,至少在预测性线索的条件下注意可以分配到客体上。

3 　客体选择性注意和空间的关系

　　尽管有关基于客体注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实验结果支持
他们的观点 ,但一些研究者对这结果的基于客体的解释提出
了异议 ,认为基于空间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可以解释这些结果
的[5 ] 。这就使得研究者们对客体选择注意和空间的关系有了
分歧的看法。一些研究认为基于客体的注意与基于空间的注
意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分 ,客体注意的本质是空间注意的一种
特殊表现形式 ,一种客体导向的空间注意 (object - directed

spatial attention) ,注意选择客体是通过空间位置选择的 ;即空
间位置在注意选择中是一种起普遍作用的特殊因素 ,这是空
间特殊性假设。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客体注意是独立于客体所
占有的位置 ,注意选择一个客体是基于其它特征而不是空间
位置 ,它与空间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性注意 ,即空间位
置并不是一种特殊因素 ,只在空间注意中起作用 ,客体注意独
立于空间位置 ,这是客体纯粹性假设 (pure object hypothesis) 。
3. 1 　空间调节的客体注意 (空间特殊性假设)

　　针对客体选择的实验结果 :有些学者认为也可以用空间
选择来解释。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客体选择性注意实质上是
一种特殊的空间注意。Kim & Cave 将客体选择的实验结果解
释为“特征驱动的位置选择”( Feature - driven Location selec2
tion) :注意分配到具有靶子特征的空间位置上 [5 ] 。因此“客体
导向的位置选择”(Object - directed Location selection) 的观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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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与了空间的独特性。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支持 ,在 Egly 等
人的范式中 ,注意在客体间转移的时间受到客体之间的空间
距离影响[6 ] 。Kim & Cave 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在视觉搜索
中 ,探测刺激出现在前期靶子位置或具有靶子某个特征的干
扰项位置上时反应会得到促进 ,探测刺激出观在无靶子特征
的干扰项位置上时反应会更慢 [5 ] 。这说明空间注意是由靶子
特征驱动的 ,即使在非常简单的特征搜索中也有空间注意 ,客
体的作用似乎是确定哪些空间位置被注意。Barrett 等也发
现 ,指向客体的内源注意会受到空间信息的影响 [7 ] 。近年来
有研究发现 ,注意的客体效应受到集中和分散注意条件的影
响 ,客体效应通常是在分散注意主导的条件下产生 ,在集中注
意主导条件下则效应减弱 ,显示出客体效应受到空间注意的
调节[8 ,9 ] 。
3. 2 　纯粹的客体注意

但是 ,也有证据表明 ,在适当的条件下注意可以选择纯粹
的客体表征而不受空间位置的影响 [1 ,6 ,10 ,11 ] 。这种观点认为
客体选择性注意是独立于空间位置的。Vecera & Farah 发现
在特征报告任务中 ,注意在两个重叠客体之间的转移不受客
体的空间分离影响[11 ] 。他们采用 Duncan 的实验范式 ,结果
显示报告属于不同客体的两种特征的反应与两个客体的相对
位置无关 ,例如 ,与它们是否位于相同位置或相互分离无关。
这些发现表明基于客体的选择可能独立于基于空间的选择而
起作用。Law & Abrams 在类似的空间线索范式里也发现了
“同客体效应”,并且发现这种客体效应不受指向刺激局部的
内源性或外源性的空间线索注意的影响 [12 ] 。

4 　客体选择和空间选择的分离

　　由于客体本身也占有一定的空间 ,使得客体选择和空间
选择容易混淆起来。在对注意是选择空间还是选择客体而独
立于客体占有的空间这个问题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采取了一
些方法尝试对客体与空间进行分离。在这些研究中 ,采取的
方法通常都是在各自的研究假设下保 持一个因素不变 ,操纵
目标因素 ,其推理的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保持客体因素不变 ,

而空间效应存在 ,则空间对选择起作用 ;如果保持空间因素不
变 ,而客体效应 (同客体 VS 不同客体) 存在 ,则客体对选择起
作用。这两种推论逻辑通常是分裂开的 ,采用前一种推论逻
辑的研究使用操纵空间距离和空间线索启动探测的方法 ,通
常这些方法只测查空间效应 ,得出注意选择是基于空间的结
论 ;采用后一种逻辑的研究使用活动刺激 (变动客体的位置)

的方法 ,通常只测查客体效应 ,得出注意选择是基于客体的结
论。也有很少的研究同时考察空间效应和客体效应 ,得到了
混合的结果。
4. 1 　空间距离的操纵
　　早期的研究试图通过注意的距离效应来说明注意是空间
导向的。推论的逻辑是如果注意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
体上 ,在两个客体相距较远时比相距较近时更困难 ,那么这种
客体的表征不是空间不变的 ,注意操作的是基于空间的表征。
这些研究表明干扰项对靶子的干扰效应随着它们之间的距离
增加而减小 ;注意两个刺激在它们距离较近时更容易。

在 Duncan(1984)提出基于客体的注意后 ,一些为客体注
意提供支持的研究针对空间注意的距离效应 ,将空间距离作
为控制变量 ,通过注意的同客体效应来说明注意是客体导向
的。这其中的推论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对两个特征的判断在
两个特征同属于一个客体比分属于不同客体时容易 ,由于此
时空间距离保持恒定 ,这种反应差异不是空间距离造成的 ,从

而注意操作的是客体表征。但是 ,这个推论逻辑仍然存在争
议。Vecera & Farah 认为在这些任务里 ,仍然涉及到空间信
息。他们认为如果放弃探照灯的概念 ,假设注意可以集中到
组合的空间序列 ( Grouped Array)上 ,即注意能通过激活客体占
有的空间区域来形成客体的形状轮廓 [7 ] 。这个观点可以扩展
到多个组合在 —起的客体占有的多个位置上 ,称之为“客体定
向的空间选择”:在这种选择里非空间因素如形状、颜色等的
相似性组织能够影响注意分配到特定位置 ,并且一旦选择靶
子元素位置 ,空间注意可能扩散到客体局部占有的其它位
置[5 ] 。Davis 等人提出另一种观点 ,认为这种分散注意任务的
结果可能是由于两个客体比一个客体有一个比较大的自动注
意扩散范围 ,当这种注意扩散范围的差异消除后单个客体
(大)和两个小客体的差异消失 [13 ] ,但他们仍然发现两个小客
体的同客体优势。根据这些结果。他们认为同客体效应的机
制是客体注意的自动扩散。

上述研究对客体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考察是分裂开来的 ,

另一些研究同时考察了客体效应和距离效应 ,表明距离调整
同客体效应。Kramer & Jacobson 采用 Eriksen 的反应竞争范
式 ,即靶子有两种 ,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反应 ,两者互为干扰项 ,

形成靶子和干扰项引起的反应互相竞争的实验范式 ,发现不
相容干扰项的干扰效应随着靶子和干扰项的距离增加而减
小[14 ] 。总的说来 ,空间距离的操纵支持注意是基于空间的观
点。
4. 2 　线索启动范式

另一种用来探讨空间效应或客体效应的方法是 :在前一
时刻让被试注意特定位置上的客体 ,然后在稍后的时刻重新
引导他们的注意转向同一位置或不同位置上的另一个客体或
同一个客体。这就是通常的线索启动范式。Kramer 等人通过
这种程序发现同一位置上的反应时优势 [14 ] ,这支持空间选择
的观点。Tipper 等人通过这种程序发现了同客体效应 [14 ] ,这
支持客体选择的观点。
4. 2. 1 　空间启动范式 (Spatial Priming Paradigm ,空间线索)

在经典的空间启动范式 (线索范式在空间注意研究的一
种变式) 中 ,被试根据线索引导注意到某个位置 ,然后对线索
位置或非线索位置的刺激进行反应。通常 ,如果靶子出现在
线索位置 ,反应会更快更准确。在探照灯模型的框架内 ,这种
效应被认为是表明了注意操作的是空间 :在靶子呈现时 ,注意
仍然维持在线索位置上 ,这就是该位置的反应更好的缘故。
然而 ,当线索不再预示靶子信息 ,这种解释就不成立了 ,因为
更好的反应可能源于自上而下的因素。也就是说 ,由于被试
知道线索位置是与靶子相关的 ,被试可能注意该位置而与靶
子的表征无关。

在线索位置不预示靶子位置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空间效
应。其它使用快速系列呈现 (RSVP) 和部分报告任务的研究
也表明 ,在被试必须报告带有某种特征 (例如 ,某种颜色)的项
目时接近线索位置的项目错误最多。这些结果说明 ,通过某
种属性选择客体的过程是受空间表征调节的 [14 ] 。
4. 2. 2 　客体启动范式 (移动刺激 ,Moving Display)

前面的实验只是探讨对 —个客体的注意是否必须激活它
的空间位置 ,即 ,选择是否受到空间的调节。由于注意通常重
新导向不同客体的表征 ,因此并不能区分出基于客体的选择。
为了确定注意是否也选择内部的客体表征 ,实验程序必须包
括一个条件 ,在这个条件下 ,前一时刻注意的客体在随后时刻
出现在另一个位置上 (客体作为启动线索) 。

一些实验通过变动刺激的位置将客体与空间位置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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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注意是追随客体还是仍然联系于线索化的位置。这些证
据来自 Tipper 等人的实验 [14 ] 。他们采用 IOR(返回抑制 , Inhi2
bition of Return)范式、负启动范式以及视盲被试等方法进行研
究。IOR 研究表明 ,注意回到前一时刻注意的位置时反应变
慢 ,负启动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前一时刻忽略的刺激项反应
变慢。另外 ,单侧视盲不能对位于视野对侧的刺激反应。尽
管早期研究认为这三种现象是与空间联系一起的 ,近来的研
究使用移动刺激表明这些注意效应可以跟以客体为中心的表
征联系在一起。Lamy & Tsal 采用 Egly 实验的一个变式 [15 ] 。
被试必须检测靶子在两个客体的四个末端之一是否出现 ,这
两个客体的颜色形状不同。靶子出现前线索会出现在其中一
端 ,预示着靶子最可能出现的位置。为了分离线索客体和它
的位置 ,在一半试验中 ,在靶子出现时两个客体交换位置。当
靶子出现在线索客体上时 ,不管位置是否线索化反应时都是
最快的。

5 　结语

　　总的说来 ,研究表明选择有时是基于空间的 ,有时是基于
客体的 ,但获得每种效应的条件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任务相关性看来并不决定哪一种选择机制会被应用。因为不
管靶子出现在线索化位置还是非线索位置 ,不管靶子出现在
线索化客体上还是非线索客体上 ,空间效应和客体效应都可
能出现。最近有研究考察了空间注意和客体注意的相互影
响 ,发现客体注意会影响空间注意 ;也有研究发现空间注意会
影响客体注意[15 ] 。Kim & Cave 在论证客体选择的本质时 ,提
出了一种可能 ,在视觉加工中 ,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机
制 ,它们在不同的加工水平上共同起作用 :一种选择空间位置
表征 ,一种选择空间不变的客体表征 ,它们互相作用共同决定
了视觉加工中注意的效应 [5 ] 。而 Vecera 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
提出了客体和空间分离的通道信息模型 ( Pathway Information

Account) [17 ] ,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通道 ,并且两种选择所
需的通道信息也不同 ,这进一步支持了客体和空间选择的不
同机制。总而言之 ,许多研究发现视觉选择的客体效应 ,并把
它解释为空间不变表征的选择 ,同时也承认选择的空间距离
效应 ,表明了位置的重要性。这样 ,客体选择似乎并不与空间
选择完全对立 ,两种机制可能组合起来相互补充 ,在不同的加
工水平起作用。

由于空间效应和客体效应的获得条件很不相同 ,对两者
的作用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一方面 ,客体选择的实验结
果也不能完全排除空间选择的解释 ;另一方面 ,客体和空间因
素在同一个实验中经常是分开考虑的 ,很少有实验将两者联
合起来考察。因此 ,客体选择和空间选择是独立的还是相互
依赖的仍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进一步的行为研究需要系统

地操纵空间因素和客体因素 ,才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行
为研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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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heories of attention : location2based attention and object2based attention. The theories in the two areas are re2
viewed along with their distinct and relationship. The dissociation of objects and locations are also introduced , based on the categories of manipu2
lating spatial distance and cue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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