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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在我国
,

感觉和知觉过程的研究开始于 年代末 年代初
。

一部分是感觉和知觉从本规

律的基础研究 另一部分是直接为工业建
一

设服务的应用研究
。

这些研究包括视觉感受性
、

颇

色视觉
、

图形知觉
、

空间知觉
、

听觉和其他感觉过程的研究
。

年以前
,

我国在感觉和知觉心理学领城 中几乎 没有什么研究
。

年代以来
,

我国心

理学家开始关于大小和距离知觉的研究
,

他们对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决定因素进行 了 实 验 室

和野外的实验
。

例如双眼辐合和体态变化对大小常性和距离判断的影响
,

保持视觉运动常性

的各种条件等
。

年代
,

心理学家转到了与工业生产有关的感觉过程的研究
,

其中包括中国

人眼的视觉功能和光谱相对视亮度函数
,

以及光源可 接受性宽容度
、

中国人的喜爱肤色等研

究
。

这些研究结果已应用到照明工业
、

彩色电视和彩色电影的标准制定
。

下而我们将分别叙

述以上各方面的研究
。

视觉感受性的研究

视觉功能

为了制定工业照 明标准
,

在实验室进行了视觉功能的研究
,

并将结果拿到实际照明环境

中进行 了验证
。

荆其诚
、

喻柏林等
,

 利用兰道环作测验对象
,

以照度
、

对比和视角

作为变鼠
,

得到了 多和 男正确反应率的视觉功能曲线
。

图 是正确率为 不的视功能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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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青的 中国观察者的视功能曲线

线
。

他们还根据这个研究结果推导出了一个经验公式
,

当知道任何两个变量时
,

根据公式可

以计算出另一个变量
。

另一个研究是关于视野亮度的变化对视觉对比感受性的影响 焦书兰
、

荆其诚等寒了幼
, 还有一项研究揭示了不同光源可产生相同的视觉功能 喻 柏 林

、

焦 书 兰



等
,

 
。

关于正负对比的研究表明 暗背景的视觉效果比亮背景的好些 喻柏林
、

焦书

兰等
, 。

这些研究结果已推荐为制定国家工业企业照明标准的基础
。

中国人眼的光谱相对视亮度函数

作为光度计算基础的标准观察者的光谱相对视亮度函 数 入 已由国际照 明 委 员 会

简称 推荐
。

中国人眼的光谱感受性是否与 入 相符
,

这是一个有待于进
·

步

相时视亮度

一一
诬 修正 才汽

厅口护‘

支 长

中国人眼 尤谱相对视 亮度函
,

效

泌图

研究的 问题
。

经过几年的实验室研究发现
,

中国人眼的明视函数和暗视函数都与标准观

察者的结果相似
。

只是中国人 眼的明视函数

在短波端的值较高
,

如图 所示 陈永明
、

赫葆源等
,

而暗视函数在长波端稍

有点高 许宗惠
、

赫葆源等
。

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人眼的光谱相对视亮度函 数在种

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

在四种大小不同的视角条件下的实验研

究发现
,

花峰值的短波一侧
,

随视野的增大

入 表现出系统的升高 纪桂萍
、

赫葆

源等
,

在四种亮度级的条件下
,

随

亮度的增高
,

入 曲线整个 形 状 变 窄

赫葆源
、

马谋超等
, 。

对中国人进

行研究的资料有助于对不同实验条件
、

不同

种族的 入 性质的了解
。

颜 色 视 觉 的 研 究

颜色匹配实验

 年出版 了中国颜色科学领域中的 第一本书 色度学 荆其诚
、

焦书兰
、

喻柏林
、

胡维生合著
。

有两篇关于 标准照 明体和颜色显色指数计算的论 文 喻 柏 林
、

荆 其

诚 喻柏林
、

焦书兰等
,

 
,

还设计了一台视觉 色 度 计 荆 其 诚
、

喻 柏 林 等
,

,

利用它研究了 标准照明休
、 、 , , 色度 点的颜色匹配和允许范围 荆

其诚
、

张增慧等
, 。

结果发现四种照明体的允许范围在 色度图 卜接近椭圆

形
,

而四种标准照 明体的允许范围 庄   图上和 工 空间上更接

近圆形
。

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 空间比   ! 图更均匀
。

对  

图均匀性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

黑体轨迹上高色温点
、

又域不够均匀 而

在 的较小范围内的均匀性较好 喻柏林
、

焦书兰等
,

 
。

对   图上等色温线的有效长度也进行 了研究 喻柏林
、

焦书兰等
,

 !
。

在黑体轨迹上选择相等的间隔点
,

进行颜色匹配实验
。

通过二级色差水
一

平的评定
,

可沿 汾明

克轨迹画出两个色差区域
。

位于两个区域内的光分别 与对应的普朗克辐射体有相同的颜色
,

或有相似的颜色
。

在不同日光时相下的颜色恒常性
。

在不同时相日光下与在 红
、

绿
、

蓝 三原色组成的混合光下匹 配相同的颜色纸



片
。

对两个光源进行分光光度测量
,

计算出颜色纸片在 色度图上的色度座标
。

把

原色下纸片的色位移大小作为观察者所知觉的颜色恒常性的指标
。

结果 发 现
,

匹 配 单

一颜色 黄
、

蓝绿
、

紫
、

黄绿
、

红 的色位移比在不同日光下所计算出来的物理色位移要小

得多
。

这意味着知觉的颜色并不随 日光光 谱成份的变化而变化
。

用这种方法可对颜色恒常性

进行客观的色度测量
。

当观察者匹配复杂颜色样品 块相蚌的不同颜色 中的任何两块相同的颜色块时
,

其

色位移更符合物理的色位移
。

也就是说
,

它们表现出较少的颜色恒常性
。

当匹配两张有意义

图画中的相同颜色时
,

也发现恒常性受到破坏
。

从上述结果看来
,

颜色恒常性也和其他知觉

现象一样
,

具有极其复杂的生理和心理过程
。

荆其诚
、 ·

奥弗等
,

 !

∀
#
中国人的 自然肤色和喜爱肤色

为了评价彩色电影和彩色电视等的色复现
,

我国心理学家对不同地区
、

不同民族的60D 多

名被试进行了肤色测定
,

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喜爱的中国妇女的面部肤色
。

实验要求被试在闭

路 电视屏幕上评价出他所喜爱的
、

不同色调的面部彩色相片 (林仲贤
、

彭瑞祥等
,

1 9 了9 , 林

仲贤
、

彭瑞祥等
,

1 9 T 9
;

林仲贤
、

孙秀如等
,

19 80 )

。

结果表明
,

中国人所喜爱的肤 色的色

度与欧美的结果不同
:
高加索人 (白种人 )所喜爱的肤色偏向较黄的色调

,

而中国人所喜爱

的肤色的纯度和反射率都 比自然肤色高得多
。

这说明
,

所喜爱的肤色与文化有关
,

因此
,

颜

色复现应考虑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

图形知觉和知觉后效的研究

1.主观轮廓和深度线索
我国心理学家设计 了一个研究深度线索对形成主观轮廓形状的影响的实验(张厚灿

、

彭耽

龄等
,

1 9 8 0 )

。

所使用的图形是由 G
·

K an
i

z

sa 图形改制的
。

他们通过改变不等边三角形的

边长提供了四个不同水平的深度线索
,

结果

发现
,

主观轮廓是深度线索明显性的 函数
。

作者提出
,

主观轮廓依赖于主观和客观因素

复杂的相互作用
。

2

.

知觉后效

中国和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合作
,

用心理

物理学的方法研究了单眼附随和双眼附随后

效 (焦书兰
、

韩昭
、

荆其诚和 R
·

奥弗
,

19 8 0
)

。

给单眼和双眼交替呈现互补的刺激
,

当用单

眼或双眼观察测验刺激 时
,

就能产生对立的

而又共存的后效
。

运动后效的研究是用每只

眼分别适应一个膨胀的螺旋
,

而双眼适应一

个收缩的螺旋
,

随后呈现一个固定的测验螺

旋
,

当用单眼看时它是收缩的
,

而用双眼看

时它却是膨胀的
。

在麦克勒效应的情况下
,

在单眼和双眼

对互补的颜色
—

倾斜组合的栅条适应后
,

助
令- ~ 一心

j 尸
- 峨

咬~
.
- O

双眼

右眼

左眼

多O
颜色后效的平均强度

望 0

图 3

.
】S J 护 碑万

测脸图形的倾针角度

单眼和双眼的特定麦克勒效应



当用 单 眼 和双眼观察时
,

测验栅条便出现不同的颜色
,

也就是方向
—

选择颜色后效是以

T
·

R

·

V i

dy

a

s

a g a r

1 9 了6年已经描述过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

图 3 表明后效强度的平均值是观

察条件和测验栅条方向的函 数
。

当测验栅条与观察栅条的方向不同时
,

麦克勒议应的强度明

显下降
。

可以 把由互补刺激产生的相反
、

共存后效看作是有独立的单眼和 双眼视觉机能存在

的证据
。

另一项实验 ( 焦书兰
、

纪桂萍等
,

1 9 8 2 ) 研究了在自然视觉和完全黑暗条件下单眼和双

眼麦克勒效应及倾斜后效的消退过程
。

把后效与三色混合成的光相匹配
,

然后用分光光度计

计算匹配光的色纯度
,

把它作为后效强度的指标
。

结果发现
,

在 自然视觉条件下
,

单眼和双

眼的后效强度 ( 色纯度 ) 均随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

前三小 时下降速度快
,

然后逐渐变慢
,

一

直维持24 小时之久
。

而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 ( 双眼闭上 ) 适应 9 小时之后
,

后效强度没有降

低
,

几乎保持与开始适应时相同的强度
。

这说明导致麦克勒效应恢复平衡的主要因素不是 自

发的过程
,

而是与网膜刺激有关
。

倾斜知觉后效的消退在上述两种实聆条件下没有明显的差

别
,

因此可 以推测
,

倾斜知觉后效的消退主要是神经疲劳的一个自发的恢复过程
。

空 间 知 觉 的 研 究

1.运动知觉
运动知觉最早的研究之一是视觉运动差别闽限的测定 (荆其诚

、

叶询
,

1 9 5 了 )
。

结果得

出差别阂为标准速度的20 万
。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运动的预测 (曹日昌
、

荆其诚等
,

1 9 5 了)
。

他们对运动场的结构
、

预测方法
、

练习
、

结果的理解
、

训练的迁移等参数对预测精确性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
。

对视觉运动恒常性的两个变量
: 观察距 离和刺激物运行 长度的研究 (荆其诚

、

刘文明
,

1 9 6 5 ) 发现
,

当改变任何一个变量时
,

运动知觉恒常性保持不变
; 但 当同时改变这两个变量

时
,

恒常现象受到很大破坏
,

被试倾向用等角速度将比较运动刺激与标准运动刺激进行匹配
。

2

.

大小和距离判断

在关于距离判断的实验 ( 彭瑞祥
、

方云秋等
,

1 9 6 3 ) 中
,

要求被试用圆盘 目标沿地面 划

分出相等的距离间隔
。

当根据E m m
ert 定律随着距离而增加圆盘的大小时

,

产生 距 离 的 超

估
,

而当圆盘的大小减小或相等时
,

产生低估
。

为了使距高判断达到相当准确的地步
,

他们

根据实验所得数据
,

推导出一个计算圆盘大小的公式
。

3

.

双眼辐合研究

一系列实验研究了双限辐合在大小一距离判断和大小常性中的作用 ( 荆其诚
、

方云秋
,

拍63
,

方云秋
、

荆其诚
,

1 9 6 3 )

。

利用偏 光原理人为地控制视轴的辐合角度
。

通过调整单眼

呈现的两个刺激之间的距离
,

被试能够用交叉和非交叉视觉看到它们
,

以便在显然不同的距

离上产生一个融合的映象
。

图 4 表 明
,

大小判断在大小常性规律和在各种辐合距离由 E m ln
ert

定律预测的计算值之间
。

图 5 表示
,

当辐合保持不变而只改变刺激距离时
,

知觉 大 小 的 变

化主要遵循网膜象的规律
。

同时也表明
,

独眼人的距离判断遵循网膜象的规律
。

另一项研究

(方云秋
,

1 9 6 4 ) 指出
,

在改变辐合时
,

距离判断很接近于辐合距离的计算值
,

在45 米之内

辐合可以做为距离的线索
。

目间距较大的被试距离判断更为准确
。

研究还指出
,

当改变刺激

物的距离时
,

网膜视象大小的变化与辐合所引起的知觉映象的变化方向相反
。

荆其诚证 明了由双眼辐合引起的运动深度效应 ( 19 65 )
.
把两个运动刺激呈现在前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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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两维玻璃屏幕上
,

被试通过一个偏光系统用双眼观察刺激物
。

当两个刺激在屏 幕上按一定

的关系运动而引起两眼的辐合和分散时
,

被试就能观察到各种运动深度效应
。

立体深度运动

的方向可以通过改变两眼的辐合角而事先加 以安排或预测
。

4

.

体态对大小和距离知觉的影响

荆其诚
、

彭瑞 祥等用气球研究了身体姿态对大小常性的影响 ( 1963 )
。

把一个气球 ( 直

径为38
.
2厘米 )放在250 米以内的距离上

,

比较刺激是 另一个可调整大小的气球
。

用五种身体

姿态来进行大小判断
: 直坐

、

伏 卧
、

半伏 卧
、

仰卧
、

半仰卧
。

伏 卧和仰卧姿势获得最小的判

断
,

如图 6 所示
。

当仰卧的观察者扭头向后

看倒置视野上的刺激物时
,

知觉的大小降到

最低点
,

而知觉的距离增大
。

他们的 另一个

实验 ( 1964 ) 要求被试坐在一个可以左右转

动360
。的椅子上

,

并对远在 120米的物体进行

距离判断
。

结果发现随身体姿势偏离正常而

使低估增加
。

他们指出正常的身休姿势在知

觉外部世界中起着参照的基础的作用
,

身体

姿势的歪斜会引起正常大小和距离判断的损

害
。

彭瑞祥和林仲贤用 H o , a r
d 一 D olm am

深度辨别箱研究了深度辨别与身体姿势的关

系 ( 1965 )
。

发现 当身体和测验物体一起从

O
’

一180
.
倾斜时误差最小

。

5 0 来
m 。未
口5 0 来
之0 0米

之5。末

蕊“ 奈; \’’
’

墓i’’蕊厂

图 6

观 寨 姿 势

观察者姿势时知觉大 小的影响



荆其诚
、

彭瑞祥等把氢气球升至 250米的空中
,

使它与被试的视平线成各种角度(19 63 )
。

被试用两种姿势观察刺激
: 1

.
直坐在椅子上扬起头和眼看升高的刺激

; 2
.
用背和头紧贴

在可以调整的椅背上
,

把倚背连续调整到与升高的刺激物成9。
。 , :

使被试 曾
、

是向前直视刺激
。

当被试直坐的时候
,

随着刺激物升高角度的增加知觉的大小逐渐减小
,

而在太顶 时
‘

达到最低

点 (图 7 的黑线)
。

而当被试坐在向前直视的位置上时
,

大小急剧下降
,

20

。

时已缩到很小
,

大

约到40
。

时达到最低点
,

然后保持不变
,

直到天顶位置 ( 图 了的虚线 )
。

相同的研究也表明
,

当被试从高楼上向下看地面上的刺激时
,

也就是用水平线下的视角看物体时
,

知觉大小降低

.
即郎料即

即即即181416拍场月州川洲侧习渊川
知觉大小�厘米)

,抖仪fo.

的程度比上仰视角时要小些
。

上述 结 果 没 有 证 实 波 林 ( E
·

G

·

B

o
ri

n
g

) 关于月亮错觉的研究
。

作者指出
,

抬

起头和眼本身并不引起视觉大小的缩小
。

当

向上看升高的物体时
,

来 自颈部和眼睛的肌

肉反馈提供了认识刺激和地面之间角度的线

索
,

而倾向于产生恒定的视觉大小
。

随着高

度的增加这些线索就逐渐减少了
。

在直视的

情况下
,

当刺激升到水平线上20
。

一40 。时
,

被试失去了地面的直接参照
,

而使表面视觉

大小遵循于视角的规律
。

由此假定
,

姿势一环境的正常关系对保

持知觉恒常性是重要的
,

神经系统利用近端

刺激和身体姿势与地面关系的信息去说明远

端刺激
。

听 觉 研 究

1. 中国人的听力测定
19 60年龙叔修和王铎安测定 了1843名正

常的年青中国人的听力阂
,

绘制了空气传导

参照零点曲线和绝对听觉阂限曲线
。

这条参

照零点曲线类似于19 51 A S A 曲线
。

1 9 7 8 一 19了7年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参照零

点曲线进行了另一次测定
,

所用的方法和 以

前的不同
,

测定值 比第一次低IOd b
,

这个结

果接近 1963年 1 5 0 标准
。

2

.

言语知觉

‘尽象,

S Q朱
直坐
向前直视

咸

下从

成
~_。

2 万0 木

tQ
o
之内Q铸扩万0. 6 0

.
7以召0

.
9 0
.

升高的角度

图 7 在 两种观察方式下
,

升高物体

的视 觉大小

中国人的标准口语 (普通话 ) 有它自己独特的音素系统和语音结构
。

对汉语词首
、

词尾

和音调的知觉特点的研究表明
,

在信号/噪音比低的情况下
,

汉语音节的可懂度比英语大约高

10 拓
。

一方面做为传统的汉语语音概念的词首和词尾
,

另一方面在外语中作为语音概念的辅

音和元音
,

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的知觉差别
。

汉语词的音调具有较大的抗干扰能力
,

也就是几

乎 在所有传递失真的条件下和特殊的知觉混乱的场合都具有较高的可懂度 (方至1965 )
.

东2



在另一项言语听觉估计的研究中 (方至
、

沈哗19了9 )
,

对具有不同程度N 1 P T S ( 噪

音引起的永久性闭限改变 ) 的130名工人的 ( 纯语音听力损失 )和 5 P T (言语接受阂限 ) 进

行了测定
,

将结果与听觉预测进行相关计算
。

通过统计的回归分析 发现
,

预测用的明显纯音

频率是O
.
S K H

2. IK H :和 2 K H
Z 。

用相 同的心理物理学和统计学的分析
,

根据对300 0名中

国工人的单音节词的言语接受 阂和聋的自我评价的相关
,

汉语普通话的听力损伤闻是 20d b
,

这个值比A A O O 或 1 S O R 199 9推荐的低 s d b (王乃怡等
,

1 9 7 9 )

。

这个结果与上述汉语

音节具有较高的可懂度是一致的
。

一

主言语知觉实验的基础上张家禄 ( 1978 ) 提出了言语知觉的反映论
。

这个理沦 i人为言语

知觉主要是感觉过程
,

人们不应象运动理论那样过分强调运动成分的作用
。

其 他 感 觉 的 研 究

触摸知觉方式和长度识别的实验研究 ( 王更全19了9 ) 指出
,

不同的触摸方式在加工长度信

息中具有不同的编码方式
,

因此
,

在 长度辨别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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