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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准备方式对空间线索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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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反应线索范式 ,分别探讨了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和线索准备反应器条件下的线索效应模式。

结果发现 : ①在双手自然放置时 ,反应准备方式对线索效应模式没有显著影响。②在双手非自然放置时 ,当线

索准备反应器时 ,左右手的编码作为反应的空间参照系对于左右线索的加工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当线

索准备反应位置时 ,左右手的空间参照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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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 sing response - cuing paradigm, this study exp lored the influence of p reparing mode on the pattern of

cuing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p reparing modes on the pattern of cue effects with adja2
cent hands. However, hand codes facilitated the selections of response when cues indicate response effectors with o2
verlapped hands, inner - out hands and crossed hands. Such influence wasn’t observed when cues indicate response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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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对包含空间位置信息的刺激进行的多项选

择反应中 ,如果在刺激呈现之前提供有效的空间

线索以建立反应准备或预期 ,就可以提高反应速

度和准确率 ,这就是反应准备中的线索效应 (Cu2
ing effect)

[ 1～3 ]。因此 ,在复杂人机系统中 ,如果

能为人的控制行为提供有效的反应线索 ,就可以

提高显示 -控制的效率。

研究表明 ,在采用反应线索范式的实验中 ,线

索的作用不仅因刺激空间特征的变化而变

化 [ 4～7 ]
,还会受到反应方式的影响。但是 ,有关反

应方式对线索影响的研究还存在争论 [ 1～3, 8～10 ]。

导致这些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中

没有有效区分在反应水平上存在的反应器 (反应

手和手指 )与反应位置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拟通过实验来区分反应器和反应位

置 ,探讨线索在准备反应器和反应位置时线索效

应的差别。

2　研究方法

2. 1　仪器

采用 E - p rime心理实验专业软件编程 ,刺激

在显示器上呈现 ,刷新频率为 85Hz,分辨率为

1 024 ×768dp i,采用标准 QW ERTY键盘做反应。

2. 2　被试

共有 23名大学生 (男 4,女 19)参加了线索准

备反应位置的实验 ,另外 23名大学生 (男 11,女

12)参加了线索准备反应器的实验 ,自我报告双

手功能正常 ,视力或矫正视力均在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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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实验设计

两个实验均为 4 (反应方式 ) ×2 (刺激空间特

征 ) ×2 (线索 ) ×4 (线索、目标刺激的时间间隔 )完全

被试内设计。4种反应方式分别为双手自然放置 ,双

手交叉 ,双手手指交叉 ,双手内置 (见图 1)。

图 1　四种反应方式

线索为无线索、左右线索、内外线索和混合线

索 4个水平。刺激空间特征的 2个水平为左右突

显和内外突显 ;线索为左右线索与内外线索 2种 ;

线索与目标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60m s, 100m s,

250m s, 500m s。

2. 4　实验材料

所有的提示、线索和刺激均为“ + ”号 ,采用

E - p rime软件中的文本框呈现 , 18号字体 ,大小

约为 6mm,黑色 ,背景为白色。左右特征突显时 ,

内侧 2个提示信号之间距离约为 183mm,左侧和

右侧的 2个提示信号间的距离约为 10mm, 4个提

示信号所占用的水平空间距离约为 235mm;内外

特征突显时 ,内侧 2个提示信号之间的间隔为

10mm,左侧和右侧的 2个提示信号间的距离约为

100mm, 4个提示信号占用的水平空间距离与左

右特征突显一样都为 235mm。

2. 5　实验程序

采用提示反应器的反应线索范式 (见图 2)。

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的实验中 ,被试被告知无论

采用哪种反应方式 ,左右线索提示的是左侧或右

侧的 2个反应位置 ,内外线索提示的是内侧或外

侧的 2个反应位置。在线索准备反应器的实验中 ,

被试被告知左右线索提示的是左手或右手的 2个手

指 ,内外线索提示的是 2只手的食指或中指。

3　反应时的实验结果

反应错误的数据 ,以及低于 150m s或高于平

均数加三个标准差的数据被视为无效数据 ,不做

统计分析 ,利用 sp ss10. 0统计软件对两种反应准

备方式的有效数据做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图 2　反应线索范式

3. 1　主效应

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的实验中 ,除空间特征

外 ,其余自变量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4

种反应方式中 (见表 1) ,双手自然放置的反应时

最短 ,双手手指交叉的反应时最长 , F ( 3, 66 ) =

122. 43, P < 0. 001;在两种线索中 ,左右线索的反

应时 ( 609m s) 显著快于内外线索的反应时

(630m s) , F (1, 22) = 20. 75, P < 0. 001;反应时间

表现出随线索与目标刺激的时间间隔延长而逐渐

下降的趋势 F (3, 66) = 32. 73, P < 0. 001。在线

索准备反应器的实验中 ,所有自变量的主效应都

达到显著水平。在 4种反应方式中 (见表 1) ,同

样是双手自然放置时反应时最短 ,与双手内置

(691m s) ,双手交叉 ( 774m s) 和双手手指交叉

(773m s)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 0. 001的显著水

平。在两种空间特征中 ,内外特征突显时的反应

时 (697m s)显著慢于左右特征突显时的反应时

(680m s)。在两种线索中 ,内外线索的反应时

(704m s)显著慢于左右线索时的反应时 (673m s)。

结果还显示 ,反应时随线索与目标刺激的时间间

隔的延长而缩短。
表 1　两种反应准备方式中不同反应方式的反应时 (m s)

自然放置 双手内置 双手交叉 双手手指交叉

线索准备反应位置 503 (17) 604 (21) 666 (21) 706 (22)

线索准备反应器 517 (11) 691 (25) 774 (27) 773 (25)

　　注 :表中括号外的数据为平均反应时 ,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

3. 2　交互作用

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的实验中 ,反应方式与

线索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 3, 66 )

= 6. 35, P < 0. 001,但在双手内置时 ,左右线索的

反应时虽然小于内外线索 ,却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F (1, 22) = 1. 13, P > 0. 05;空间特征与线索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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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 F ( 1, 22 ) = 168. 33, P <

0. 001。本实验最关注的反应方式 ×空间特征 ×

线索的三层交互作用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F ( 3,

66) = 1. 633, P > 0. 05,说明反应方式并没有对空

间特征与线索效应所存在的交互作用产生显著影

响 ,即反应方式的交叠并没有显著改变线索与空

间特征的交互作用模式 (见图 3)。

线索准备反应位置

线索准备反应器

图 3　两种反应准备方式中的线索效应模式

在线索准备反应器的实验中 ,反应方式与空

间特征的交互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 3, 66) =

5. 78, P < 0. 01;反应方式与线索之间的交互作用

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 3, 66 ) = 5. 30, P < 0. 05;

空间特征与线索的交互作用同样达到了显著水

平 , F (1, 22) = 34. 96, P < 0. 001;线索与线索与

目标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的交互作用达到了显著

水平 , F (3, 66) = 3. 27, P < 0. 05。

与线索准备反应位置的实验不同的是 ,在线索

准备反应器的实验中 ,反应方式 ×空间特征 ×线索

的三层交互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3, 66) =3. 438,

P <0. 05。简单效应检验发现 ,在双手自然放置时 ,

与空间特征相容的线索具有反应优势 , F (1, 22) =

11. 75, P <0. 01,在双手手指交叉时 ,空间特征与线索

的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 F (1, 22) = 26. 21, P

<0. 001,但交互的模式却与双手自然放置时不同 ,表

现为在空间特征内外突显时 ,内外线索 (776m s)与左

右线索的反应时几乎一致 (777m s) ,但在空间特征左

右突显时 ,左右线索的反应时 (712m s)显著快于内外

线索的反应时 (794m s) ,而在双手内置和双手交叉

时 ,虽然空间特征与线索同样存在交互作用 , F (1,

22) =18. 34, P <0. 001, F (1, 22) =6. 08, P <0. 05,但

交互的模式却在两种空间特征中都表现出了左右线

索优势效应也就是手优势效应 ,而且在双手交叉时

手优势效应更为明显 ,当然 ,空间特征对线索的影响

依然存在 ,表现为空间特征左右突显时的手优势效

应大于内外突显时的手优势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分离线索对反应位置和反应器的

准备探讨了这两种准备方式中线索效应的特点。

有如下结果值得关注。首先是两种准备方式在双

手自然放置时表现出了相同的线索效应模式 ,即

与刺激空间特征相容的线索获得了反应优势。说

明在刺激位置 - 反应器 - 反应位置完全相容时 ,

反应准备方式对线索效应的模式没有显著的影

响。其次 ,在采用双手手指交叉和双手内置时 ,在

两种准备方式下表现出了不同的线索效应模式 ,

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时反应器没有发挥显著的影

响作用 ,但在线索准备反应器时反应手作为反应

参照系更利于对左右线索的加工。第三 ,双手交

叉表现出与其它反应方式不同的线索效应模式。

总之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在探索反应准备的

研究中 ,需要区分对反应位置的准备和对反应器

的准备 ,反应位置和反应器作为不同的反应参照

系 ,对反应准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 : ①在双手自然放置时 ,反应

准备方式对线索效应模式没有显著影响。②在双

手非自然放置时 ,在线索准备反应器时 ,左右手的

编码作为反应的空间参照系对于左右线索的加工

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在线索准备反应位置

时 ,左右手的空间参照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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