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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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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改变
 ! ,

关联负变化 模式
,

在无运 动 二 级

后提取到了一种事件相关电位
,

并证明它是不含运动反应成分和诱发 电位外源性成分

的心理波
,

它与心理负荷的解脱相关
,

称为解脱波
‘,

在该类实验中
,

被试者进行无运动二级 实验前
,

先进行了一项含有运动反 应 的 普 通

实验 前后两项实验的警告信号 相同
,

前项实验的命令信号
,

与后项实验的第二个

警告信号 也相同
。

这样
,

根据条件反射的基本概念
,

前项实验的 和 皆有可能被条件 化

并迁移到后项实验中来
,

使二级
,

一级 和解脱波 皆可能含有条件性运 动

反应成分
,

从而有理由对 只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结论提出怀疑 为此
,

有必要以实验验

证无运动二级
,

一级 和 波中是否含有条件性运动反应成分

一
、

实 验 方 法

被试者为 名大学生
,

年龄 一 岁
,

男女各半
,

身体健康
,

皆右利手
,

首次接触事件相

关电位实验 脑电波记录方法
、

排除伪迹程序
、

诱发电位叠加程序及实验装置同以前实验
一

, 通 实验 警告信号 为
,

纯音
,

持续
,

命令信

号 为
,

 ! 连续纯音 皆以耳塞机双耳给出
、

与 间隔 要求被试

者听到 时作好按键准备
,

听到 时尽快按动电键
,

按键即将 切断
,

一次实验即告完成 相

邻二次实验之 间隔为 一 随机 实验前向被试者说明该项实验欲测其反应时
,

作为判断其

智力的依据
,

并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
,

以使被试者在完成上述操作时更为紧张
、

努力 先练习

次左右
,

待被试者可正确熟练操作时正式开始实验
,

记录 次
,

无运动二级  实验 和
,

及其间隔同上
,

仅 持续时间固定为
,

并在

后 随机呈现
。 ,

为波宽 科 ,

强度 之短声 要求被试者不按电键
,

以排除 中的运动因素
,

但要求被试者注意判断 是否出现
,

待实验结束时向主试者报

告所听到的 总次数 由于 声音很轻
,

被试者需十分注意才可能听到 实验前向被试者说

明该项实验欲测验其辨别能力
,

作为判断其智力的又一依据
,

并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
,

以使被

试者在完成任务时更为紧张努力 正式实验前先练习 次左右
,

并指导被试者善于运用
,

名
,

间的固定时间关系
,

将
,

作为 可能出现的警告信号
,

以提高辨别准确性 正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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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记录 次
,

其中
。

呈现者与不呈现者各 , 次
,

顺序随机
,

以使被试者不可猜知 是否将

会出现而保持其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待叠加时
,

将
。 呈现时与不呈现时的诱发电位分别益

力口

实验结束时向被试者进行问卷 询 问其注意力是否集中及紧张程度等主观体验

将被试者分为
,

二组
,

每组 名
,

男女各半 组实验顺序如上所述
,

组则先做第

项实验
,

后做第 项实验

本实验室过去以 时间常数记录
,

提 出了 后形成 波之概念
,

后来以

直流放大系统记录各种
,

提出了 后形成 波之概念 波与 波的极性和波形

皆不相同
,

但均系 后之产物
,

其差异究竟仅因时间常数不同所致
,

还是尚存在其它未知

因素
,

应予研究 为此
,

本工作将 名被试者实时记录于磁带上的脑电波 低端频率响应为

。 ,

以改为 。时间常数的同一放大器放大一次
,

但保持系统放大倍数不变
,

其他数据处

理程序不变
,

以观察时间常数 对 波形的影响

二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亲件性运动反应成分的排除 图 为本实验所得各种 的总平 均 图 表 是

人
,

两组间各种 和 波各项参数的比较及统计学
,
检测结果

,

其中的  系

由普通 实验所得
,

一级 是指无运动二级 实验中 与
,

之间的
,

二

级 是指该实验中
〕

与  之 间的 组被试者先做无运动二级 实验
,

其一

级
,

二级 和 波中不可能含有条件性运动反应成分 表中数据表明
,

两组间普通
,

一级
,

二级 和 波的各项参数皆无显著差 异 因此
,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
,

组无运动二级 实验的各种 和 波中不含条件性运动

匕

一含

印

图
,

一级
,

二级 总平均图

左为 组
,

右为 组
, 普通 ,

无运动二级
, 呈现 , 无运动二级 ,

未呈现 纵线表示刺激呈现时刻
,
横线为基线 名被试者总平均

, 每名被试者诱发电位迭加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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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普通

实验顺序不同时各种 及解脱波参数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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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数位为均数土标准差
.

反应成分
,

亦即证明含有运动反应的普通 c N v 实验未使其后所进行的实验产生的一级 c N v
,

二级 C N v 和 E M L 波搀人条件性运动反应成分
.
以前的研究

11 一 31 已证明 E M L 波既不 含

运动反应成分
,

也不含诱发电位外源性成分
,

本工作则进一步证明了解脱波 E M L 尚是一个不

含条件性运动成分的纯心理脑电波
.
至于条件性作用不能在本实验中得到表现的原因

,

可能

是由于成年人的第二信号系统在支配与改变自身行为中起着主导作用
: A 组被试者在无运动

二级 C N V 实验中不运动而辨别的有意识的努力消除了前项普通 C N V 实验中可能形成的条

件反射作用
.
在表 1 中

,

两组间二级 C N v 差异虽 也未达显著水平
,

但较其它波或参数为弱

(> 0
.
05 )

,

该现象产生的原理 尚待研究
.

根据目前得到的实验结果
,

证明 Lp c (L
ate positive com plex

,

后正复合体
,

原称 P 300

或 P3) 和 C N V 是不相关的阮, , ,
E

M L 波系由 C N v 直接发展而来
,

则无由认为 E M L 波属

于 L PC 之成员
.

乞时间常教对 C N V 波形的影响及 V 波与 C 波的由来 众所周知
,

非直流放大会使

脑电慢波产生一定畸变
,

但因直流放大难以减小直流漂移等技术困难
,

且一般认为时间常数相

对于 C N V 时程为足够大时则对 c N v 影响不大
,

在同一实验序列中采用同一时间常数一般

不影响相对数据
,

故目前不少实验室仍采用非直接藕合放大器放大 C N v
.
如 R oh rb

o
ug h 等

,

s
a n

q
u

i
s t 等以 125时间常数记录 4

5 c N V “
, , , ,

w i l k i
n s o n 等以 0

.
85时I’ed 常数记录 1

5 c N v 〔8 , ,

W

a s z a
k 等以 1

.
3 55时间常数记录 15 C N V 汇, ,

.

为 T 阐明 v 波与 e 波及 E M L 波的关系
,

并

有助于理解其他卖验室因所采用的时间常数不同而给 c N v 带来的影响 程 度
,

本 工作特

就 135 时间常数与直流放大结果进行了比较
.
结果如图 2所示

.
该图系由 24 名被试者的各

飞
‘

l

三 + l一一一
汉旧m 台

c’一乙丫‘

y
一、

一”、一
、

斗月

EML

图 2 时间常数对波形的影响
一O C ; ⋯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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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M L 波与v 波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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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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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内数值为均数土标准差
.

种 C N v 分别经总平均而成
.
可以看出

,

13

:

时间常数使波形发生了下倾
,

使 c 波由负性变

成了正性
,

解脱波 E M L 下降
,

其波幅绝对值 (基线与波峰间之幅度)增加
,

但其极性不变
,

波

形基本不变
.
本实验室过去在采用 135 时间常数时

,

由于 c 波与 E M L 波都是命令信号后的

第一个正波
,

它们表面相似
,

分析其差异性从而得出其差异显著的结论比较可靠
,

故 以 E M L

波与 c 波进行比较
.
当本实验室改用直流放大后

,

发现 c 波已失去了正极性
,

此时 c 波与 v 波

皆与 EM L 波极性不同
,

但只有v 波与 E M L 波同为命令信号后 C N V 翻转形成的第一个波
,

此时V 波比 C 波在表面上更接近 E M L 波
,

分析其差异性从而得出其差异显著的结论更为 可

靠
,

故 以 E M L 波与 v 波进行比较
.
表 2 是本实验 24 名被试者 E M L 波与 v 波各项参数 比

较的结果
,

其间差异经统计学
,
检测皆达显著水平

,

与以前所得实验结果
【,

.31 一致
.

致谢: 梁红同志参加数据处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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