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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的不同角度倾斜对深度辨别的影响

彭瑞祥 林仲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周 题

影响深度辨别的因素
,

如 目标物的长度
、

竟度
、

移动速度
、

垂道距离
、

背景照明以及不

同的地表面等等
,

前人已作过静多研究
。

但是
,

这些研究都是观察者与目标物均处于正直

的状态下进行的
。

至于观察者或 目标物处于不同角度的慎斜状态下
,

对深度辨别有何影

响
,

在文献中还较罕兑
。

沃克  曾作过这类研究
,

他以豪瓦德
一
多尔曼

一

式的深度辨别箱沿顺时斜或逆时斜方向作不同角度的倾斜
,

赴正坐的

观察者以单
、

双眼作深度辨别
。

拮果发现
,

当以双眼观察时
,

辨别靛差值随箱子偏离正直

位置 自
“

的角度愈大而增大
,

当箱子倾斜至水平位置时  
。 ,

辨别撰差值最大 当

观察者以单眼观察时
,

辨别视差值并不随箱子倾斜角度的增加而有明显的变化
,

在每个角

度上
,

靛差值几乎达到或甚至超过双眼观察的最大值
。

但沃克的拮果是假定观察者始将

是正坐的
,

如果把观察者的观察姿势作为一个实盼变量
,

系就地变化观察者与 目标物的慎

斜角度
,

探究不同条件下深度辨别毅差变化的规律及分析产生簇差的原因
,

这将有助于进

一步甜明深度知觉的机制
。

本研究分为两部分
。

实肺 的 目的是探究观察者与 目标物在不同条件下向左或向右

作不同角度倾斜时深度辨别歌差的规律性
。

实脸 是探究观察者始格在正坐条件下
,

目

标物对着观察者作朝上或朝下倾斜不同角度时
,

深度辨别簇差的变化
。

方 法 和 桔 果

实我 卜 观察者与目标物左右倾斜不同角度的深度辨别

一 方法

仪器 室的一端有一能按顺时斜或逆时针方向斡动
。

的搏椅
。

搏椅的拮构祥

兑我佣前一报告 〔’ 。

室的另一端有一多尔曼式的深度辨别箱
,

箱的正面有一 厘

米的长方形窗
。

坐在蒋椅上的观察者通过此窗可看到箱内的两根道棍 目标物
,

下同
。

两道棍的直径均为 厘米
,

水平距离为 厘米
。

其中一根固定不动
,

距被贰眼 米
,

另

一可前后移动
。

箱底有一纵轴
,

沿轴可作
“

的斡动
。

箱子倾斜的角度也就是箱内两直

棍倾斜的角度
。

箱子离地面的高度可任意稠整
。

箱内照明豹为 勒克斯
,

无渝箱搏至任

何角度
,

箱内照明始胳不变
。

实硫条件 实输 分四种条件 条件
—

身物相应变
。

棘椅与箱子相应倾斜

个角度
。

观察者与箱子均处于正直位置
、

左
。

搏椅与箱子均向左倾斜
。 ,

下同
、

右 朽
。 、

左
“ 、

右
。 、

左
“ 、

右
“ 、 。

观察者头朝下脚朝上
,

箱底朝上
。
目的

是比较在这些角度上深度辨别筷差的变化 条件
—

物变身不变
。

观察者始胳正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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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椅 。。
,

箱子倾斜 个角度 左右
“

箱子向左倾斜
。 ,

向右倾斜
。 ,

下同
、

左右

, 。
、

左右
。 、

左或右
。 。

目的是比较在身体位置不变条件下
,

目标物倾斜不同角度时

的深度辨别溉差 条件
—

身变物不变
。

箱子始胳位于 。“
目标物始怒是垂值的

,

观

察者随椅子棘动左右 ,
。 、

左右
。 、

左右 , “ 及
。 ,

共 个角度
。
目的是与条件 的

拮果相比较 条件 一
一身物相反变

。

共 , 个角度
,

自口箱子向左向右倾斜 朽
。

时
,

搏椅刘

向右向左倾斜 , 。 ,

同样
,

箱子向左向右倾斜
“

时
,

搏椅向右向左倾斜
。 ,

箱子倾斜
“

时
,

搏椅倾斜
。 。

目的是进一步喻就条件 的左或右
。

及条件 的左右
。

这

两个角度 上的精果
,

因为这两条件的
。

与条件 的 , 个角度
,

就观察者的眼睛与箱内两

道棍的关系来挽
,

都是相 同的
。

见图

毋份
条件 一身物相应变 条件 一物变身不变

澎 馨
条件 一身变物不变 条件 一身物相反变

图 种条件观察者与目标物的位置变化示意图

实睑步吸 实麟是在暗室内进行
。

实嗽前先检查被截的视力并作正常的深度辨别

的预备裁睑
,

以确定敲被贰能否参加正式拭睑
。

参加正式截嗽的被栽共 名
,

祝力正常
,

深度辨别阴限在 士 毫米之内
,

年龄为 一 岁
,

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

均参与上述四

种条件的斌膝
。

实脸开始前
,

被贰坐在棘椅上
,

主贰根据不同的实验条件稠整箱子的倾侧
,

角度和高度
,

使箱子正面的长方形窗对正被贰的眼睛
。

然后
,

主贰关阴室内照明灯
,

把棘

椅穗到一定的角度
,

按照被贰的要求向前或向后移动箱内一根可动的直棍
,

有至被就款为

箱内两直棍的距离相等为止
,

时简不予限制
。

被贰辨另 完毕后
,

主贰立郎把蒋椅蒋回至
。 ,

井开亮照明灯
。

休急数分钟后再进行下次贰输
。

每名被拭对每种条件的每一角度均

进行 次辨别拭阶
,

并以 斗次的平均值作为孩被拭在敲角度上的深度辨别视差值
。

条件

的次序和角度的次序均随机排列
。

二 拮果

在拮果处理时
,

考虑到同一角度的向左和向右倾斜的深度辨别歌差值相差不大
,

因此

我们把左右合并一起补算
。

例如左 , 。

右
。

合并为 朽
“ ,

如是
,

条件 的 个角度合并

为 个角度
,

条件 和 的 个合井为 个
,

条件 的 个合并为 个
。

表 身物相应变时深度辨别拨差 毫米 比较

误 差

涣差平均值

,

差护准标比

是指。
。

的误差平均值与某一角度的误差平均值之比
,

下 同
。

从表 看到
,

当观察者与目标物都处于 。。

时
,

毅差平均值最小
,

其他 个角度的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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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都比 。“ 时大 至 倍
,

而且彼此差别不大
。

这从图 中明显表示出来
。

这 , 个角度汲差平均值就舒处理拮果如表
。

角度简的差异总的来沈是显著的
。

进

一步把这 个角度上的汲差平均值进行成对比较
,

 除了 。“ 的平均值与其他 个角度的

任何一个的差异均达到 水平外
,

其他 个平均值彼此简的差异都是不够显著的
。

这

靓明在身物相应变的条件下
,

只要观察者一旦偏离了正坐状态
,

深度辨别的汲差值就显著

地增大
,

但又不是随倾斜角度的增大而明显增加
。

表 身物相应变时不同角度上辨别拨差值变异数分析

和和 方方 自 由 度度 均 方方

。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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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度观察者与 目标物的位置关系与条件 的相同角度是一样的
,

故以条件 的数值计算
。

为了便于比较起兑
,

把条件 及条件 的桔果列于表
。

表 表明
,

条件 观察者的深度辨别碘差值随目标物倾斜角度的增大而大辐度地增

加
。

条件 的拮果在
“ 、 。

上的簇差值与条件 相同角度上的魏差值很接近
,

但当身

体倾斜角度超过
。

后
,

辨别毅差值就急剧下降
。

图 表明
,

条件 和条件 簇差最大

值均在
。

上
,

而且两个条件的相 同角度
。 、

。“ 上的拮果几乎是一致的
。

这表明无

萧是变化观察者的倾斜角度或变化目标物的倾斜角度
,

其桔果是颇相一致
。

印误差毫来竹

矍
’

才 一一
·

二
节 , 卜 户产

悲

产、

‘
”
‘’‘、
““

‘’

““
、

一
’

 ! ∀#  ∀∃吞一

角 度

图 2a 身物相应变时不同角度误差平均值比较

22 书 65 9() 135 180

角 度

图2b 条件2 和条件3不同角度误差平均值

.

—
.表示条件 2 ,

x.

··

… x 表示条件 3

这两个条件不 同角度上的簇差平均值就针处理拮果如表 斗和表 5
。

角度简的差异是很显著的
。

再把这些平均值进行成对比较
,

在条件 2 中
,

任何两个角

度的歌差平均值相比较
,

都达到 0
.
叮 以上的水平

。

在条件 3 中
,

除了 45
。

与 135 “ 及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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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80
。

这两对平均值的差异不够显著外
,

其余各个角度简的差异均达到 0
.0 01 以 上水平

。

表 4 条件 2 在不同角度上辫别族差平均值变异欲分析

变变 异 来 源源 和 方方 自 由 度度 均 方方 FFF l,,

角角 度 }可可 95447
.
9888 333 3 1815

.
9222 72

.
51斗斗 <

.
0 ()111

个个 人 lbIII 41167
.
8888 1111 3742

.
5333 8 .弓2 〔夕夕 <

.
0 () 111

剩剩 余余 14斗7 8
.
少444 3 弓弓 4 3 8

.
7 弓弓弓弓

总总 体体 151094
.
8000 斗777777777

表 5 条件 3 在不同角度上辨别锁差平均值变异欲分析

变变 异 来 源源 和 方方 自 由 度度 均 方方 FFF 尸尸

角角 度 间间 12斗9 8 7
.
1 222 333 斗1 6 6 2

.
3 777 55

.
9 2 斗斗 < 0 (〕111

个个 人 间间 19994 3111 1lll 1817
.
6石石 2

.
4 3 999 <

.
U SSS

剩剩 余余 24583 8999 3333 7斗4
.
9夕夕夕夕

总总 体体 1695 65
.3222 4777777777

表 6 条件 4 在不同角度上辫别被差平均值(毫米)比较
------

一 ~
一_ 角 度度 4555 13555 18000

误误 差 值

一一
_________

误误差平均值值 128
.
5222 122 .弓777 1 5 5

.
3 888

标标 准 差差 斗斗
。

6 斗斗 4 7 6 222 3 7 8斗斗

上上匕 率率 1:16
.
555 l:15

.
777 1:20

.000

条件 4 的桔果如表 6
。

在这 3 个角度上
,

观察者的毅差值都很大
,

特BlJ 是与正常状态下
,

8[] 观察者与目标物

均处于 。“

时的靓差值相比较
,

尤为明显
,

最大的竞达 20 倍
。

如前所述
,

在这个条件中
,

被

贰的眼睛与箱内两值棍所成的关系
,

是和条件 2及条件 3 的 90
“

一样
。

从精果看
,

也都很

接近 (条件 2 和条件 3 的 90
“

的裴差平均值分别为 13 2
.
88及 150

.20 毫米)
。

条件 4 的精

果进一步输靓了条件 2 和条件 3 的 90
。

的拮果
。

总之
,

从实膝 I得到三点拮果
: (l) 身体和 目标物均处于 。“ 时

,

深度辨别的碟差值最

小
,

无渝身体或 目标物或二者越 出正常状态
,

深度辨别的改差值都比 o
。

时为大
,

最小 2

倍
,

最大 20 倍 ; (2)身体处于正坐状态而 目标物倾斜
,

或反之
,

视差的规律没有明显的差

别; (3)无渝身体倾斜而 目标物正直
,

或反之
,

或者二者都倾斜
,

只要观察者的眼睛与 目标

物处于水平平行的关系时
,

深度辨别的簇差都达到最大值
。

实城 II: 艰家者正坐 目标物朝上或

图 3 修改后的多尔曼式深度辨别仪

朝下倾斜不同角度时的深度辨别

(一) 方法

1
.
仪器 为了适合本实脸 的 要 求

,

对实麟 I所用的深度辨别箱作了一些修

改
,

兄 图 3
。

在 弘 x 25 x 8 厘米的距形箱内有

一轨道
,

直棍 A 可由主裁控制在敲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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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意前后滑动
。

直棍 B 是 固定的
。

值径为60 厘米的囿盘固定在矩形箱的面上
。

被贰眼

睛距 B棍 5. 5 米
。

两直棍的水平距离及其露出的高度以及棍的直径同实验 I
。

圆盘涂以

黑色
,

直棍涂以 白色
。

整个仪器放在一个高度可任意稠节的架子上
,

并能按实睑的要求对

着被贰作朝上或朝下不同角度的倾斜
。

仪器本身无照明装置
。

2

.

实尉步糠 实盼是在微光下进行
。

被贰只能看到圆盘上露出的两根值棍及圆盘的

大致翰廓
,

可参考的其他祝觉钱索均被排除
。

实喻前
,

主拭把圆盘正面朝上或朝下倾斜

(亦郎两直棍末端朝上或朝下倾斜)一定的角度
,

并稠整架子的高度
,

使直棍 B 的中点与被

拭眼睛成同一水平
。

其他步欲和簇差舒算方法同实盼 I
。

实脸分两个条件
,

郎圆盘正面朝

上及朝下倾斜各 4 个角度(0
“ 、

22

。 、

45

“ 、

6 5
。

)

。

被贰11 名
,

均未参加实阶 I
。

半数被贰先进

行圆盘正面朝上倾斜裁输
,

另半数先进行朝下倾斜贰验
。

角度次序随机排列
。

( 二) 拮果

拮果如表 7 和图 4所示
。

农 7

了

赢象瞿
朝 上 倾 斜

朝 下 倾 斜

目标物朝上朝下倾斜不同角度的架度辨别被差平均值(毫米)比较

平平均值值标准差差 比率率

1111.000000

999
.
322222

翎州周半巴,
·

9 3

}

’
·

8 ,

{

‘:0
·

‘7

}

’
·

4 ,

1

‘
·

’4

1

‘’0
·

‘0

标标准差差 比率率

222 9999 1:0
.
2666 2

。

8
111

333

.

5 999
1 :

0

.

斗111 3
。

9 333

从表 7 可看出三点
:
( l) 当 目标物(两值棍)处于垂直状态(o

。

) 时
,

亦自p无渝是两直棍

末端朝上
,

或朝下
,

观察者的深度辨别视差值比其他角

度的投差值显著增大;(2)观察者的辨别簇差值随目标

物朝上或朝下倾斜角度的增大而趋于缩小
。

也就是歌
,

目标物的朝上或朝下倾斜成为深度辨别的有利 因 素
。

倾斜角度愈大
,

深度辨别愈准确 ; (3)就同一 角度 来

看
,

朝上倾斜的羡差平均值比朝下倾斜的小些
。

从图

4 看
,

两条曲钱几乎是平行下降的
,

从 。。

到 22
“

下降较

急剧
,

以后刻为逐渐下降
。

把观察者作为一个因素进行三因 素 的 变异数分

析[
呼l ,

桔果如表 8
。

两种倾斜状态的考盼拮果是不够显 著的 ( 尸 <

0
.
1 )

,

而角度尚的差异
,

总的来靓
,

却非常显著
。

进一

步分析同一倾斜状态不同角度簇差值的差异情况
,

在

朝上倾斜的 4 个角度中
,

除了 0
“

的朗差平均值 与 其

他 3 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的簇差平均值的差异均达到

0. 00 1 以上的水平外
,

其他 3个角度彼此简的差异都不

2218执
J
|
‘

州川|

误差�毫米�

0 22 朽 65

角 度

图 4 目标物朝上朝下倾斜不同

角度深度辨别误差比较

够显著
。
也就是靓

,

当两直棍末端朝上对着观察者倾斜 22
。

与 巧
“

或 6多
“

时
,

辨别簇差值

的差异是不显著的
。

但在朝下倾斜时却有些不同
,

在 4 个角度中
,

除 4,
“

与 65
“

这一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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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8 目标物朝上朝下阴斜各角度的深度辫别艘整值变异欲分析

一变 导
一

生丝 }
和 方

{
“ 由 度

1
均 方

I

F

倾斜状态

角度

观察者

倾斜状态x 角度

倾斜状态x 观察者

角度丫观察者

状态只角度x 观察者

51
.

6027
.
:;

0,j0CUnIJ11曰胜,、,j
6 7 7

.

0 9

3 7

.

5 2

2 3 8
.

5 6

1 1 3 3

。

8
2

5 1 7

.

7 0

弓1
.
4 7

20 0 9
.
0 7

67
.
7 1

12
.
5 1

2 3
.
8 6

3 7
.
7 9

1 7 2 6

2
.
98 2

5 3
.
16 4 * * *

3
.
92 3* *

0
.
72 5

1
.
3 8 2

2
.
18 9 *

总 体 8683
.
36

** * 表示 。
.
00 1 水平显著

, * * 表示 0
.
01 水平显著

, *

表示 0
.
05 水平显著

。

差平均值差异不够显著外
,

其他角度的汲差平均值相互比较
,

都达到 0. 01 以上的水平
。

亦

自p当两道棍末端朝下对着观察者倾斜 。。 与 22
“

及 4多
“ ,

拮果的差别是显著的
。

由此看来
,

目标物朝下倾斜对深度辨别影响的效果
,

似乎还此不上朝
一

上倾斜那样明显
。

因为后者在

倾斜 22
。

时
,

观察者的辨别簇差值就下降到 65
“

时的水平
,

而前者却在倾斜 45
“

后
,

才下

降到 65
“

时的水平
。

从实盼 n 可得到两点较为确定的精果
:
(l) 当两值棍处于垂直状态 (0

。

) 时
,

无渝直

棍的末端是朝上或朝下
,

观察者的深度辨别歌差值
,

此两面棍末端朝上或朝下倾斜其他角

度的簇差值显著的增大 ;(2)辨别敲差平均值随倾斜角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少
。

尉 箭

一
、

对身体姿势影响的分析

实膝 I 的条件 1的桔果表明
,

当观察者与目标物均处于正直位置时
,

深度辨别毅差最

小
,

但一旦偏离正值位置后
,

簇差值就显著增大
。

这魏明身体姿势的倾斜对深度辨别有一

定的影响
。

但是
,

我们对其他角度作进一步分析发现
,

在我俐的实脸条件下
,

身体姿势对

深度辨别准确性的影响还不是唯一的主要的因素
。

从条件 1 的桔果来看
,

无渝身体倾斜
45 。或甚至 180

“ ,

深度辨别靛差值并不显著
,

羡差平均值并不随倾斜角度的增加而有明显

的变化
。

从条件 3 的拮果来看
,

两者并不成正比的关系
,

而是成攀形的曲拔
。

就机体状态

而言
,

当身体倾斜 180
。

时
,

眼 内压力
、

肌肉和内脏的紧张以及头部充血等等变化
,

都比其

他倾斜角度要大
。

但这个角度的视差值井不是最大的
。

再从条件 2 和条件 3 的精果来

看
,

更足以靓明身体姿势不是影响深度辨别的唯一的主要的因素
。

尽管实输条件不同一
前者 目标物倾斜

,

后者身体倾斜
,

但在相同角度上的深度辨别视差值却很接近
。
由此可

兑
,

上述的拮果不能完全从身体姿势来挽明
,

而还存在着别的因素的影响
。

稚钠 (H
.
w er ne

r
) 和瓦普钠 (5

.
W aP ne

r
) [9] 等人根据一些关于垂值钊断的实输材

料
,

提出了所硝感觉
一紧张踢的理渝

。

假定机体状态是知觉事件的一个部分
,

知觉就是客

体刺激(威觉紧张)和机体状态(躯体的和内脏的紧张)之尚相互作用的产物
。

他们企图以

咸觉一
紧张锡理输作为知觉的一般理希

,

以此靓明一切知觉的现象
。

但从我们实输 I的粘

果来看
,

并不支持这个理渝
。

在我们的实尉中
,

无萧有无躯体的和内脏的紧张
,

其精果是

相同的
。

这个理希也爵能阴明垂值判断的知觉固题
,

但企图从特殊的现象推渝到一般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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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
,

这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簇
。

二
、

对羡差产生原因的分析

既然身体姿势不是主要的原 因
,

别的原 因又是什么 ? 沃克曾把 目标物倾斜条件下产

生较大羡差的原因归之于缺乏网膜象的不等性
。

他款为既然客体倾斜 90
“

时
,

单
、

双眼辨

别的簇差无显著的差别
,

而单眼辨别是不存在网膜象不等的钱索的
,

由此推知
,

双眼辨别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 出现较大的视差
,

同样也是 由于缺乏网膜象的不等性所致
。

关于以网膜象的不等性作为深度知觉的基本拔索
,

学者中不是没有争萧的
。

格式塔

学派的陶施 (R
.
T au
s
ch )[v] 曾反对以网膜象的不等性来解释人们的深度知觉

。

奥果里

(K
.
w
.
o gle)阁 把双眼深度知觉分为所稠

“

义务
”

型和
“

职能
”
型两种

,

前者是一种牢靠的

和主观上明显的深度握硫
,

水平联合的网膜象的不等性是这类深度知觉出现的条件 ;后者

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深度挫输
,

垂道联合的网膜象的不等性
,

是其深度知觉出现的条件
。

理

察茨 (N
.
J
.
Ri ch 盯d

s
) [0] BlJ 敲为

,

深度辨别的机制不能从网膜过程来解释
,

应归之于砚觉

系就中枢精构的机能
。

我俏款为
,

具体桔果应作具体分析
,

泛泛的争萧网膜象的不等性是

不是深度辨别的基本拔索
,

无助于尚题的深入分析
。

如上所述
,

在条件 2 和条件 3 的 90
。

以及条件 4 的 3 个角度上的辨别汲差平均值都是最大的
。

而条件 1各个角度上的拮果
,

敲差平均值都是最小的
。

分析产生这两种拮果的条件
,

不难看出造成簇差的原因
。

就观

察者与目标物的关系而言
,

前者两值棍与观察者的双眼是处于水平并行的关系
,

而后者却

是处于垂直并行的关系
。

亦郎是魏
,

凡对象在网膜上所成的象是横的
,

祺差就大
,

成垒的

RlJ 小
。

对象在网膜上呈矍象逐渐过渡到横象(如条件 2 的 22
“

一90
“

)

,

敲差也就相应的增

大
。

但为什么横象簇差大而玺象敲差小呢 ? 其神翘机制是什么? 黑布(D
.
0
.
H ebb)[3] 的

相胞拿的理渝也静能靓明这个周短
。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
,

辨别 目标物的距离时
,

往往是以

对象的垂直轴作为依据的
,

我佣魏这个 山比那个山远
,

这棵树比那棵树远
,

在比较它们的

远近时
,

往往是以对象的撇轴来定向的
。

根据黑布的理萧
,

重复兴奋网膜上特定的一粗相

胞
,

就会形成一个机能单位
,

这些单位不断受到拣习
,

神挫原触处变得愈来愈敏咸
,

因而对

垂直轴的对象比对偏离垂值轴或水平轴的对象辨别得更准确
。

三
、

对 目标物朝上朝下倾斜拮果的分析

实阶 H 的精果表明
,

目标物对着正坐被拭作朝上或朝下倾斜时
,

倾斜的角度愈大
,

Rl]

深度辨别愈准确
。

这与杜赛克 (E
.
R
.
D us ek)[2] 等的野外实肺的拮果颇相一致

。

他们敲

为
,

目标物朝上倾斜之所以能提高深度辨别的准确性
,

游标视镜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

我们的实脸进一步征明
,

游标祝镜在 目标物作朝下倾斜时
,

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

当两直棍

处于垂直状态时
,

被贰对目标物的深度辨别完全依辍于深度视锐
,

在这情况下
,

游标祝锐

是不发生作用的
。

但当 目标物作朝上或朝下倾斜时
,

游标祝锐的作用随倾斜角度的增加

而增大
。

可以殷想
,

当 目标物朝上或朝下倾斜达到 90
。

时
,

两直棍的前后关系就棘变为上

下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再存在深度祝锐而只有游标祝锐了
。

游标视镜与深度祝锐本来

是两种不同的祝锐
,

它们的生理机制也不尽相 同
,

但在实盼 n 的精果中
,

我们看到它们二

者的相互过渡和相互棘化的过程
。

在实睑 n 中
,

我佣只变化了目标物的状态
,

如果只变化身体的状态
,

赴观察者在不同

的高度上俯祝垂值的两根棍子
,

桔果将是如何? 从游标祝锐与深度祝锐在一定条件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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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棘化这点上看
,

可以植ffilJ
,

深度辨别裴差变化的趋势也可能是类似的
,

郎当俯祝 角

度愈大时
,

深度辨别也将愈准确
。

如果这种预侧无改
,

RlJ 本实输的桔果
,

在实用上
,

例如涉

及祝觉厦量朋题的体育锡或体育馆的殷舒
,

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桔 豁

在实输室条件下
,

运用多尔曼式深度辨别箱
,

研究了观察者与目标物在不同角度的倾

斜状态下深度辨别汲差变化的规律性
。

精果表明
:

1 当观察者与 目标物沿顺 (或逆)时针方向相应倾斜 。。 、
4 弓。

、

9 0
。 、

1 3 弓。 及 150
。

时
,

深度辨别的瓢差值在 。。 时最小
,

并与其他倾斜角度有明显差异
,

但其他各角度简的差异

RlJ 不显著
。

2

,

当观察者处于正坐状态(良po
“

)

,

目标物沿顺(或逆)时斜方向慎斜 22
。 、

斗, 。
、

6 5
。

和

90
“

时
,

深度辨别碘差值随倾斜角度的增大而大幅度地增加
。

3

.

当目标物处于正值状态
,

而观察者沿顺(或逆)时斜方向慎斜 45
。 、

9 0
。 、

1 3 5
。

及 180
。

时
,

深度辨别豁差值的变化呈攀形曲钱
,

在 卯
。

最高
,

簇差值几乎为 。。

时的 20 倍
。

无渝

只改变 目标物状态或只改变身体状态
,

在相同的角度上
,

深度辨别视差值颇为接近
。

4

.

当观察者处于正坐状态
,

目标物对着观察者作朝上或朝下倾斜不同的角度时
,

深度

辨别毅差值随倾斜角度的增加而下降
。

3

.

实输 I的拮果与感觉
一紧张锡理渝所镇侧的不符

,

身体姿势不是影响深度辨别的唯

一重要的原因
。

桔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与目标物在网膜上所成的象不同有关
。

在网膜

上呈盗象
,

视差最少
,

呈横象簇差最大
,

从盗象过渡到横象
,

歌差也相应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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