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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通道的内源性选择注意‘ ‘

赵 晨 杨华海 张 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该实验利用空间线索技术研究跨视觉和 听觉通道的内源性选择性注意
。

实验结果表

明视觉中央线索能可靠地引导出内源性视觉选择性注意 听觉 中央线索在较长的 至少

条件下也能引导出内源性视觉选择性注意
。

支持视觉和听觉具有特异性的注意加工

通道
,

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连接的假设
。

关键词 选择性注意
,

内源性
,

跨感觉通道
。

分类号

前 言

注意的机制可 以使人们对 日常生活众多信息中的特定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
。

在空 间

选择性注意领域
,

由中央线索引导出的控制性加工过程被称为内源性 选择

注意 ’〕 由外周线索引导出的 自动化加工过程被称为外源性 选择注意 一
。

普

遍关心 的问题是注意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人本身的 目标状态或是源于刺激 的特性
。

大多数关于选择性注意的实验室研究通过研究单纯的单通道情况简化选择过程
,

然而
,

日

常情形下对信息往往需要跨感觉通道的协同加工
,

如著名的鸡尾酒会效应
。

研究者们对跨视觉与听觉通道的选择性注意提 出了不 同的假设 一种可能是存在相

对分离的通道特异性 的视觉
、

听觉空间注意系统
,

在视觉和听觉空间独立地进行表征
。

第

二种假设认为可能存在一个单独的超通道 注意系统
,

它的功能是跨通道地调

整 目标知觉
,

在空 间内分配注意而不顾注意 目标的通道
。

第三种假设是实际上存在独立

的通道特异性注意系统
,

但它们之间存在连接
,

使得听觉朝 向在视觉空间里引起相应的朝

向
,

反之视觉朝向在听觉空间也能引起相应的朝 向
。

大多数研究表明视觉线索可 以控制视觉 目标的空间选择性注意 中央符号线索 出现

在注视点的指 向不 同方 向的箭头 激活 自主性 的
、

受控制的内源性 选择注意 一 ,

但是研

究跨感觉通道的内源性空间选择性注意的实验较少
。

和 的实验在呈现视觉

或听觉 目标之前给被试呈现具有空 间信息的听觉或视觉线索
,

要求被试作简单快速的探

测反 应
。

实验结果表 明
,

听觉线索和 视觉线索均 能 引导视觉选 择性 注意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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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给被试呈现视觉 中央线索
,

让被试判断听觉或视觉 目标的高度 上或下
,

而

不确定 目标的感觉通道
。

实验结果发现 当被试在一个感觉通道的特定一侧期待 目标时
,

在其它的感觉通道也能发生相应的注意转移 ” 。

本研究采用空间线索实验范式 即通过不 同效度的线索对反应时的影 响来考察空 间

选择性注意
。

相对于 中性条件
,

有效线索使反应时缩短或错误率降低称作获利
,

反之叫作

损失
。

通过这种
“

利益一损失
”

效应分析来说明注意选择过程 的存在 研究跨视 听觉通道

的内源性选择注意
,

以检验关于跨通道 的选择性注意的假设
。

实验方法

被试

名 男
,

女 中国农业大学的工科大学生参加 了实验
,

年龄 一 岁
。

所有被试

听力和视力 含矫正视力 正常
。

自愿参加实验
,

实验结束后付给报酬
。

仪器

所有实验过程 由 “ 微机控制完成
,

显示卡驱动一个 英寸彩色

显示器
。

刺激均以 火 图形方式呈现
,

屏幕刷新频率为 比
,

屏幕背景色为黑

色
。

实验在 昏暗照 明的房间中进行
。

被试眼睛从离屏幕 厘米外进行观察
,

以下领架固

定头部
。

刺激与任务

日

日日日

日日 日日

目标

注视点

掩模 万冷

图 刺激呈现序列 视觉线索

刺激呈现序列与时间如图 所示
。

要求被试尽快在三个 由掩模转变成的字母 中搜索

目标字母
“ ”

或
“ ” ,

二者必居其一
,

看到
“ ” ,

立即用左手食指按
“

键反应 看到
“ ” ,

立

即用右手食指按
“ ”

键反应
。

每次实验呈现一个 目标刺激
“ ”

或
“ ”

和两个非 目标字母
“ ” , “ ”

或
“ ” 。

被试按键反应后即开始新的一次实验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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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

实验是 的被 试内设计
。

三 个 自变量如下 公中央线索的类型 视觉线索 在

注视点的位置呈现一个箭头
。 ,

一 和 听觉线索 计算机发 出

一个持续 毫秒的短纯音
,

频率可能为 ,
、

或 比
,

分别对应右
、

左或上部

的 目标位置 ②线索有效性 有效
,

即 标一定出现在线索所指示 的位置
,

中性
,

无效 , ③ 一 、 毫秒
,

毫秒
,

毫秒

和 毫秒
。

实验程序

每个被 试参加两部分实验
,

分别为视觉线索 与听觉线索条件
,

二者按先后顺序在被试

间平均分配
。

四种 在每部分均完成
,

每部分包括三个单元 线索有效
、

中性和无效
,

顺

序按 拉丁方安排
。

在实验初
,

实验末
,

和两部分实验之 间各有一个单元 的基线实验

不呈现 中央线索
,

但时序与有线索实验 一样
。

共九个单元
,

合 次实验尝 试
。

指导与练习

指 导语 由计算机呈现
,

同时呈现刺激示例
,

主 试对被 试的疑 问进行讲解
,

确认被试理

解实验要求后 开始实验
。

在每个单元之 前告知被试线索的有效性
,

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确

地进行反应
,

强调 眼睛注视屏幕中央的注视点
。

在每个实验单元之后给被试正确率
、

反应

时的反馈和一定的休息时间 被 试自定
。

在正式实验之 前
,

进行至少 次基线实验的练习
,

直到连续正确 次为止
。

在听觉

线索练习之 前
,

有一个听音练习单元
,

进行至少 次练习
,

直到连续正确 次为止
。

每次

练习都提供正确与否 的反馈
,

在正式实验时没有反馈
。

实验结果

错误反应
、

反应时超过 毫秒或小于 毫秒的数据不作分析
。

各实验条件下的

平均反应时及相应的错误率见 图 和表
。

以线索类型
、

线索有效性和 为因素
,

分 别 对 反 应 时 和 错 误 率 进 行 重 复 测 量 的 分 析 使 用
。

一一叫、卜一 一一一 ,,

一一
二线 宋从 ⋯从从

通 有效效

月卜 中性性

曰卜 无效效

。一︶留迈侧刃誉

凡

图 在不 同有效性的视觉
、

听觉线索条件 「
,

随 变化的平均反应时间

错误率除在 和 线索有效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

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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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索类型的交互作用上有显著差异 以外
, ,

二 , ,

各因素的主效

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故主要对反应时进行分析
。

主效应显著
, , , ,

被试在较长的 条件下 对 目标反

应更快
。

线索有效性也有显著的主效应
, ,

二
, ,

线索有效反应时最

短
,

线索无效反应时次之
,

中性线索反应时最 长
。

线索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 , 二

, 。

线索类型与线索有效性 的交互作用 显著
, , , 。

视觉线索的效

度 比听觉线索的效度对反应 时有更大的影响 视觉线索有效对无效 的差异是 毫秒
,

听

觉线索是 毫秒
。

线索类型与 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住
。

线索类

型在长的 时比短的 时对反应时影响更大 毫秒 时视听差异 毫秒
,

毫秒 时 毫秒
。

视觉线索在短至 毫秒的 时
,

有效条件与无效条件反应

时差异已显著
, 二 , ,

而听觉线索是在 毫秒的 条件下开始表现

出
“

利益一损失
”

效应
,

只在 毫秒 的条件下
,

有效听觉线索与无效听觉线索的反

应 时 有 显 著 差 异
, , 。

线 索 有 效 性 与 有 显 著 的 交 互 作 用
,

,
二

, 。

视觉线索的效应 线索无效时减去线索有效时的反应时 从

毫秒 时的 毫秒到 毫秒 时的 毫秒 听觉线索在 毫秒 和

毫秒 时几乎没有任何效应
,

线索有效与无效都是起干扰的作用 〔如 毫秒

时有效线索时反应时 比基线慢 毫秒
, , ,

毫秒 时
,

效应为

毫秒 到 毫秒 时
,

效应达到 毫秒
。

三因素交互作用不 显著
, , , 。

表 视觉线索和听觉线索的平均反应时 毫秒 及错误率

中央线索

通道 有效 中性 无效 有效 中性 无效

视觉 刀 名 名

听觉 月 月

视觉 夕

听觉 之

讨 论

本实验的结果清楚地验证了视觉 中央线索引导内源性空 间选择性注意的能力
,

并揭

示 出线索与 目标之 间的时间间隔越长
,

有效线索使反应时缩短的
“

获利
”

效果就越大
,

而无

效线索使反应时增加的
“

损失
”

效果却越小
。

似乎表明被试在有足够加工时间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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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最大 限度地利用线索提供的信息来引导注意的分配
,

使得反应时为最短
。

在知道线

索有效的情况下
,

注意被分配到线索所指处 而在 已知线索有效性较低的情况下
,

尽量避

免线索的影响
,

在 足够长的情况下 大于 毫秒
,

反应时达到没有线索时的水平

而在短 小于 毫秒 的情况下
,

反应时受无效线索影响而变长
,

这似乎表明
,

本实

验的中央线索也是可 以吸引注意的
,

即使被试知道无效的中央线索会影响反应时
,

没有足

够 的加工时间
,

仍然会受它的影响
。

至少在短 的 时 小于 毫秒
,

未能证实听觉符号线索能够引导视觉空间选择

性注意
,

相反
,

听觉线索在短的 时干扰视觉辨别选择任务的完成
,

无论有效性如何都

一致地延迟反应时
。

这个结果与 和 用声源位置与视觉 目标在一起的听觉线

索作出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

他们甚至在 毫秒的 条件下就 已观察到了显著的
“

利

益一损失
”

效应
。

但是 和 的这种听觉线索是一种外周线索
,

而且
,

用朝 向反

射来解释他们的结果是很容易的
。

而我们的实验采用不 同音高作为听觉线索
,

这是一种

符号线索
,

能较好反映 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
。

而且
,

他们所用的简单反应实验模式也可能

会使线索的作用很早就体现出来
。

事实上
,

在本实验 中
,

随 加长
,

有效听觉线索对绩

效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增加
,

听觉符号刺激最终影 响了视觉空间选择注意的分配
。

同视觉

中央线索的模式一样
,

无效听觉线索使反应时增加的
“

损失
”

效果却随 加长而变小
。

在本实验的条件下
,

听觉符号线索和视觉 中央线索在不 同的时间下有不 同的
“

利益一

损失
”

效应
,

提示它们有着不 同的注意加工机制
。

由于有效的听觉符 号线索最终能在较长

的作用时间之后 引导视觉空 间选择性注意
,

注意的选择过程不可能是完全通道特异性 的
,

因此可能存在通道间的相互联系
,

使得在较长 时听觉 中央线索也能引导出视觉选择

性注意
。

这个结果与 和 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一致
,

但是 和 的实

验只在 毫秒 和 毫秒 时
,

视觉线索引导出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 的内源

性选择注意
,

并没有考察较短 条件下的情况
。

本实验结果显示较短 条件下听觉

线索不具有引导内源性选择注意的能力
,

表明听觉和视觉是有着不 同的注意加工机制
,

较

好地支持了视觉与听觉注意加工机制是特异性感觉通道之间存在连接的假设
。

结 论

本实验在较为严格 的条件下
,

证实了视觉和听觉 中央线索均能引导出内源性视觉选

性注意
,

但二者存在不 同的注意加工机制
。

支持视听感觉通道存在特异的
、

并相互连接的

加工通道的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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