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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立体应用电视补偿仰视和俯视姿势

对深度视觉造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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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在工业生产 的某些 条件下
,

操作者必须采取仰视或俯视 的姿势来控制 机 器

或其它机械设备
。

这样的观察姿势往往给深度视觉造成影响
—

使深度判断的

闪位增加
。

在本研 究中采用 了一种立体应 用 电视
,

被观察对 象不论处于什 么 位

置都可 以三维地呈现于屏幕上
,

于是操作者能以乎常的观察姿 势 来 控 制 该 甘

象
。

本实验结果表明应用这种类型的电视可 以补偿在仰视或俯视观察姿势下时

深度视觉造成的不利影响
。

在某些生产条件下
,

操作者必须采用仰视或俯视的位置来操纵机器
’

或 其 他 控 制 对

象
。

在这种观察姿势下不可避免地对深度的辨别
,

距离的辨别造成不良的影响
,

也就是说

在这种条件下人的深度视觉阂值有所增高
。

这一现象已有过文献报道“幻
,

为了提高操作的精度
,

有必要寻找一种补偿的手段
,

现代的立体应用电视技术为实现

这一 目的提供了可能性
。

我们过去曾进行过实验
,

通过立体电视解决在有害于人体 健 康

条件下代替人眼进行观察以提高远距离控制的精确度的研究
.。 ,

但尚未见到利用 立 体 电

视来补偿人的观察姿势的不良影响的报告
。

本实验的 目的就是利用立体电视摄影机可以

随意变化观测角度
,

而操纵者可以保持平视姿势在屏幕前进行观察这一有利条件来 进 行

研究
,

以判明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仰视或俯视姿势对深度视觉所造成的消 极影
/

响
。

如果实验证明这种效果是明显的
,

那么
,

将来在实际的生产条件中操纵者可以利用立

体应用电视的帮助来克服不利的观察姿势所带来的困难
。

从工效学的观点来看
,

这无 疑

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

一
、

被试者
、

实验装置及程序

+二 被试者
0
本实验用男女被试各+1 名

,

年龄均为 21 一 − 岁
。

所有被试均通过必要

之眼科检查
,

两眼视觉均正常
。

2
/

实验 ) 0
俯视与仰视姿势对深度视觉阂值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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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电动动态深度视觉 阂值测试仪
/
所有被试均经过操作训练

。

本实验 采 用

调整法
。

实验在半暗室内进行
。

实验中令被试者取正坐姿势
。

被试者头部取平视
、

仰视和俯视三种姿势进行 观 察
。

被试者之仰视和俯视观察视线均与平视视线成 6 1
“

夹角
。

测试仪窗 口与被试者视线始终

在一条直线上
。

测试仪之标准刺激运动轨道中点距被试者眼睛 6 米
。

/

实验 ) 0
运用7 ∋ 8! 式立体应用电视时之深度视觉闭值

。

本实验采用 ∀∋ 8 ! 式立体应用电视气 被试取正坐平视姿势
。

戴用 ∀∋ 8 !立体观察镜

观察屏幕进行判断
。

所有被试均经过训练
,

在掌握应用 7 ∋ 8 ! 式三维电视进行深度视觉

判断的方法后方开始实验
。

实验方法同实验 )
。

二
、

实 验 结 果

在四种观察条件下21 名被试之深度视觉 闹值之平均值及标准差见表

四种观察条件下之深度视觉阅值

平 均 值
’

.毫米4 标 准 差

表一件

一条一察翻见

毛孟甲/叮内已&

0
甲/6口

/

一卜 工百民!

⋯
叮∀心!#,几∃人

仰视姿势观察

俯视姿势观察

平视姿势观察

运用三维电视观察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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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动态深度视觉阂值测试仪之技术指标及实验操作方法详见
“

中国正常男青年的深 度视 觉闹值 的测 定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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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立体应用电视之原理和结构详见
“
尸< ; 4 式立体应用电视与机械手的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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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在四种观察条件下
,

各组被试之深度视觉平均阂值是有差异 的
,

就

各深度视觉阂值平均值看
,

仰视姿势观察: 俯视姿势观察 : 运用立体应用电视 观 察 : 平

视姿势观察
。

平视姿势观察时
,

被试取 日常习惯姿势
,

故深度视觉阂值最低
。

在俯视和仰视姿势观

察条件下
,

被试头部观察位置改变
,

此时深度视觉阂值都有大幅度增加
,

均 与平视观 察 之

结果有极显著差异
。

特别是在仰视姿势观察时
,

深度视觉阂值比平视观 察 时 增 加 了 一

倍
。

; <7 33=
7和 ; <∀33=

7 的感觉一紧张域理论认为知觉的特征之一就是
“

感觉系统之间的

相互作用由于有一个系统的输入附属于集中注意的系统
,

前者对后者有重大影响
” 〔。

。

他

们的实验发现机体系统的肌肉紧张度的变化会影响视觉系统
。

我们认为在本实验中仰视

和俯视姿势之深度视觉闭值之极显著的增加
,

有可能是 由于被试者在仰视和俯视姿 势 观

察时机体肌肉紧张觉的改变影响了深度视觉判断
。

特别是仰视姿势
/

时头颈部 的 变 化 更

大
,

故对视觉判断影响也更大
。

当然
,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理机制问题
,

有待进 一 步探

讨
。

从上述结果中可看出
,

在生产劳动中
,

生产者无论取仰视或俯视姿势观察都会出现判

断误差增大的问题
,

必须对此种劳动条件进行改革
。

一 运用立体应用电视观察之深度视觉阂值较仰视姿势观察之结果有显著性降低 、而 与

俯视姿势观察之结果相仿
。

似可提出在某些工种采用立体应用电视操作的可能性
。

但运用立体应用 电视观察的结果并不理想
,

其结果与平视观察结果相比有非常 显 著

的差异
。

这可能是由于被试者在观察中需戴用 ∀∋ 8 ! 立体观察镜
,

又要通过电视屏幕观

察
,

尽管试验前被试者都经过训练
,

熟悉了操作
,

但这种训练仍未能使被试者达到十 分 熟

练的操作程度
,

而影响了被试者的深度视觉判断
。

要改变这种状况
,

一方面有待于立体应

用电视制作的不断改进
,

另一方面必须对被试者进行十分充分的训练
,

令被试 者 完 全 掌

握
,

并熟悉立体应用电视的操作
,

方能达到理想之程度
。

四
、

结 论

+
/

在正常平视观察条件下
,

被试者深度知觉闹值最低
。

观察者之仰视和俯视 姿 势

都影响深度视觉闭值
,

使网值有极显著的增大
,

尤以仰视姿势影响为甚
。

2
/

运用立体应用电视之深度视觉 阂值较仰视姿势之阑值有显著的降低
,
与俯 视 姿

势之闽值相仿
。

因而在某些工种中有可能采用立体应用电视进行观察
,

以便改善工 人 的

劳动条件
。

但需对观察者进行十分充分的训练
,

令其十分熟练地掌握运用立体应用 电视

进行深度视觉判断的方法
,

方可取得更为理想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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