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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眼和双眼特定的./ 011 02 沙效应

及倾斜后效的消退过程
”

焦书兰 纪桂萍 张武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每个被试对互 补的联合方位的图形适应后 均产生单眼特 定和双 眼 特 定 的

. / 01 10 2 3 4 效应
。

双眼的起始强度大于单眼 的 起 始 强 度
。

单 眼 和 双 眼的

. 0 01 10 2 3 4效应的消退速度基本相 同
。

在 自然视 觉条件下. / 01 102 3 4 效应消

退快
,

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没有明显的消退
。

说明导致. / 01 10 2 3 4 效应恢复平

衡 的主要 因素不是 自发的迁程
,

而与网膜刺激有关
。

倾抖知觉后 效的消 退 在上

述两种实验条件下 没有明 显的差别
,

因此可推测倾料知觉后效的消退主要 是 神

经疲劳的一个 自发的恢复过程
。

5
6

7
6

8 记9: ;: 3:
 < + = > ? 使用互补的单眼和双 眼刺激证明

≅
在视觉系统中同时存

在着单眼特定和双眼特定的. 0 0 11 Α 2 3 4效应
〔” 。

在标准的 . / 01 102 3 4 效应中
,

是交替

看红背景的垂直栅条和绿 背景的水平栅条飞再紧接着看无色的同样的栅条时
,

这些栅条带

上原来栅条的补色
〔幻 。

而Β 记9 :; : 3 : 使用互补刺 激
,

即单眼适应红背景的水平栅条和绿

背景的垂直栅条
,

而双眼适应绿背景的水平栅参和红背景的垂直栅条时
,

结果获得了对立

的单眼和双眼的. Χ 0 110 2 3 4效应
。

而单眼和双眼的. / 01 10 2 3 4效应的起始强度和消退过程是否相 同
,

这是本实验要解

决的问题之一
。

前人
,

例如 Δ
6

# Ε 0 2 Α 0 < +了Φ ?和 Δ
6

. : Χ Ε : 9
,

Β
6

. : Χ Ε : 9
’

<− +了Γ
,

− +了Φ ?

等人
,

在各种条件下
,

已对标准的 . / 01 10 2 3 4 效应的消退率进行了研究卿
。

为了进一步

探讨其消退机制
,

我们在本实验中又对倾斜后效消退过程进行了测量
,

以与 . 0 01 1> 2 3 4

效应的消退过程进行比较说明其消退的机制
。

本报告包括两个实验
≅

< −

斜后效和

对单眼和双眼的 . / 01 10 2 3 4 效应消退的测量
。

在 两种实验条件下
,

即在适应后接受自然视觉刺激和完全黑暗的条件下
,

对倾

. 0 110 2 3 4 效应进行测量
。

实验一 单眼和双眼. / Η1 10 2 3 4 效应消退过程的测量

方法 ≅
有四名被试参加实验

,

均具有正常视力和正常颜色视觉
,

并对颜色匹配有一定

? 本文于 + , 年 Γ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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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眼和双眼特家的 . / “11 02 3 4 效应及倾斜后效的消退过程

的实验经验
。

测验图形采用方波栅条
,

空间频率为每度视角
6

−周
,

由冷 白色的 日光灯照 明
,

其空间

平均亮度为。
6

>尼特
,

栅条的对 比度为 Η
6

,
,

被试坐在距屏幕 ΙΗ 厘米处面对 +
Η

ΦΙ
’

ϑ +
&

−
’

的

视野进行观察
。

适应的方波图形是用黑 白栅条的幻灯片前面加红
、

绿滤光 片
,

其 色 度 座 标
,

红 色的

二一 Η
6

> = Γ Ι
, 夕一 Η

6

Γ − Φ =
,

绿色的 二一 Η
6

Γ Φ Ι
, 夕Κ Η

6

> Γ + Φ
,

然后 由卤钨灯 < − Β Η ΗΛ ? 照明的 自

动幻灯机投射在涂有氧化镁的白色屏幕上
,

其空间平均亮度为ΦΙ 尼特
,

为使实验条件平衡
,

其中两名被试先是双眼交替适应红背景的垂直栅条和绿背 景 的

水平栅条
,

每次 ΓΗ 秒钟各呈现 Η 次
。

紧接着闭上左眼
,

右眼交替适应绿背景的垂直栅条和

红背景的水平栅条
,

适应 时间和次数均与双眼相 同
。

另两名被试 先是右眼适应绿背景的垂

直栅条和红背景的水平栅条
,

而后是双眼适应红背景的垂直栅条和绿背景的水平 栅 条
。

在适应和测试过程中
,

被试的头均要保持直立状态
,

眼睛凝视方波图形中心的小注视点
。

我们以颜色纯度表示 . / / 。110 2 3 4 效应的强度
,

用颜色远配的方法
,

分别测定双眼和

单眼的 . /

0 110 2 3 4 效应的起始强度和消退过程
。

在测试图形的左侧有一个 Γ
Η

−Φ
’

Μ 犷−Φ
’

的匹配视野
。

我们使用红
、

绿
、

蓝三 色混合投

光器
,

通过改变红
、

绿
、

蓝的比例
‘,

投射一定色纯度的红光或绿光
,

直到被试认为
“

匹配视野

的色调与测试图形的 色调相同
”

时为止
。

同时用亮度计监视匹配视野与测试视野 的 亮度

以保持相同
。

这时用光谱光度计分别测量匹配视野的起始强度
,

及每隔Γ
、

>
、

−Φ
、

Φ, 小时的

单眼和双眼的 . / / 0 Ν 02 3 4 效应的强度
,

用 /) Ο 色度计算方法
,

求出色纯度 以 表 示 其强

度
。

结果
≅
每个被试的单眼和双眼对互补的颜 色方位联合的图形适应后均产生由 Β ΠΘ 9 : Ρ

;: 3:
 
所证明的单眼特定和双眼特定的. / 01 10 2 3 4效应

。

就它们的起始强度看双眼的后

效强于单眼的后效
,

而且个别差 异 比 较 大
。

见 表
。

其 中 .! Ο
「

表示 . 0 01 102 3 4 效

应
。

表 双眼和单眼.! 卫起始强度 <∀ Χ? 的比较

Λ :Ν 3 5 0 Ν 3

− >
6

Η

=
6

Γ >
6

Δ

− =
6

−

翻,一ΝΣΤ:四&一
‘二‘61目:一,曰Ν0一口一6一乙 !下∀一‘#

一!一一匕品∃目, ∀一%!∀如甲‘砂一曰卜曰卜

单眼和双眼的& ∋ () ∗∗ )+ , −效应的消退速度相同
。

.一 /,∀
、时之间消退速度较快

,

其强

0!山1侧葱刹运

度 降为起始强度的2. 厂左右
,

而 /

小时以后
,

直到 3 4小时它们的消退

速度接近于平稳状态
。

见图 5
。

无论单眼还是双眼的 & ∋ ()∗ 卜

∃+ , − 效 应 的 消 退 过 程 均 接近

于 6
!

& 7 8 9 7 : 和 ;
!

& 7 8 9 7 <
·

= 5 > ? ≅ ,

5> 了4< 所提出的典型正常的

& ∋ ()∗ ∗) + , − 效应的消退率是时间

的幂函数的规律
。

图 5 双眼和单眼&Α Β 消退强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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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倾斜后效消退过程的测量及与 ./ Η1 10 2 3 4

效应消退过程的比较

6

本实验在 两种视觉条件下对倾斜后效和 . / 01 102 3 Α 效应消退过程进行测量
。

一种条件是被试适应后在白
‘

然的视觉条件下休息
。

另一种条件是在完全黑暗条件下
,

也就是在没有任何视觉刺激的条件下休息
,

然后每隔一定间隔时间测 量 一 次 后 效 的强

度
。

这种条件类似于 Δ
6

.缸Ε : 9和Β
6

.:/ Ε : 9 < + = Φ? 的实验帕
。

我们为了进一步探讨

. 0

0 1ς0 Ω13 4效应消退的机制
,

又测量了倾斜后效的消退与它进行 比较卿
。

方法 ≅
我们首先对一名有实验经验的被试使用实验 的同样方法

,

每隔&
, Γ

,

>
,

+小时

测量一次他的. / 01 102 3 4效应的强度
。

由于. / 01 10 2 3 4 效应的最大特点是维持时间较

长
,

为了避免不同实验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

在一星斯之后
,

同一被试在对图形适应后
,

测

量出他的 . / / 01 10 2 3 4 效应的起始强度
,

然后立即将被试的双眼盖上
,

在完全黑暗的条件

下休息
,

每隔同护滩勺时间间隔测量一次强度
。

然后
,

用 Η 名具有正常视力的被试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做了倾斜后效的消退 测 量
。

两

种实验条件之间间隔两天
。

倾斜后效的适应 图形采用方波栅条犷空间频率为每度视角 , 周
,

对 比度为 。
6

,
,

空间平

均亮度为 −Φ Η尼特
,

被试坐在 ΓΔ 厘米处面对 +
’

>
’

视野的适应图形进行观察
。

测试图形仍为方波栅条
,

空间频率为每度 视 角 Ι 周
,

观 察 距 离 相 同
,

观 察 视 野为

>
Η

ΦΦ
’,

空间平均亮度为 尼特
。

在适应之前
,

每个被试都要对顺时针倾斜 Ι 度和逆时针倾斜 Ι 度的图形分别进行 Φ

次垂直的调整
,

以求得该被试调整垂直的系统误差
。

为使实验条件平衡 Ξ 其中五名被试先对顺时针倾斜 Ι 度的图形适应 Η 分钟
,

立即调整

顺时和逆时倾斜 Ι 度的测验图形为垂直的图形
,

各调整两次
,

依次每隔。
,

>
护,

Ι
’,

ΓΔ
’,

>Η
‘

均

进行同样的测量
。

另五名被试先适应逆时针的倾斜图形
,

两种实验条件
,

即适应后在自然

视觉条件下休息和适应后立即盖上两眼
,

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休息
,

进行同样 方 法 的测

量
。

后效强度为测量的倾斜度数减去预测的倾斜度数
。

片

自然视觉
6
完全黑暗

ΗΗ+Η,Η=Η
0
!
 1创朽浪泛买

ΧΔ寸问 =小Ε一寸<

图 3 两种视觉条件下&Α Β 消退过程的比较

结果
Φ & ∋ () ∗∗) + , − 效 应在两

咨召月

种视觉条件下的消退过程是截然不

同的
。

如图 3 所示
。

从图 3 可看到
,

在完全黑暗的

条件下
,

经过 >小时后
,

& ∋ ( )5 5)’∀ , −

效应的强度仅降低了 / 多左右
,

整

个消退过 程 是 缓 慢而 平 稳 的
。

Γ

而 在 自然 视 觉 条 件 下
, ≅ 小 时

& ∋ ( )∗ ∗) + , − 效应 的 强 度 降 低了

≅2 万左右
,

≅ 小时至 > 小时之间
,

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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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眼和双眼特定的
一

. / 01 102 3 4 效应及倾斜后效的消退过程 +

度降低了约 Η 拓左右
,

此时消退过程处于平稳状态
。 、

这个结果说明
,

导致 . / 0 Ν 0 2 3 4 效应恢复平衡的主要因素似乎不是自发的过程
,

而

是依赖于网膜刺激
,

没有网膜刺激时
,

促使平衡的 自发活动性也是较低的
。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自发活动对拮抗察觉系统反应性平衡的作用
,

我们再看 一 下倾

斜知觉后效在同样两种视觉条件下的消退过程
。

见图 Γ
。

这个结果表明
,

倾斜知觉后效

欲刘熟禽望

的消退
,

在上述两种实验条件下是

没有明显差别的
,

也就是说有网膜
、

刺激和没有网膜刺激其消退过程是

基本相同的
。

这就使我们可推测倾

斜知觉后效的消退主要是神经疲劳

的一个自发恢复过程
,

不依赖于网

膜刺激
。

而用简单的神经疲劳来解

释 . / 01 10 2 3 4 效应消退的原因是

不恰当的
。

参

洲

自然视觉
6

完全黑暗

一】寸问<分?

考

图 Γ 倾斜后效在两种视觉条件下消退过程的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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