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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同时刺激延迟反应模式及其在 研究中的作用 关

魏景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要 〕本文论述了本实验室新近研究成功的“
双通道仿同时刺激延迟反应 ”实验模式及其在当代

研究中的作用 该棋式要点是在同项实验中将视觉刺激与听觉刺激的呈现顺序随机排列
,

以达双通道 具有同时性之效果 在被试本通道操作时呈现异通道刺激 该模式兼具关于

心理机制争论双方模式之优点 刺激间隔长
,

非注惫纯度高 且视
,

听背景更为一致
,

因此

实验结果更有说服力
。

关键询 事件相关电位
,

实验模式
,

失匹配负波

事件相关电位 一 城 简称 是现代研究认知科学的有效途径
,

是心理活动的客观脑电指标
,

并可用于测谎
。

在 研究中新的发现往往是采用新的实验

模式的结果 例如 采用
“ 一 一 ”

模式发现了
,

采用 模式发现

了 此外
,

对外界变化十分敏感
,

实验条件的微小变化即可导致实验结果之差

异 因此实验模式的设计与严格操作在 研究中至关重要

关于 注意模型 问题的研究是当前 领域研究的热点
。

年 图

首先报道了听觉 失匹配负波现象
,

它涉及无意识的脑 内信息
,

自动加工问题及注意理论的早
、

晚选择之争
,

引起了心理学家极大的兴趣
,

国际上许多

实验室开展了关于 及其相关成分的研究
,

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年代末
,

总结了多年关于
,

如
,

加工负波 等一系列 研究结果
,

并引

用脑磁图
,

脑血流图等实验结果
,

提出了听觉信息加工中的注意理论模型
,

在国际上引起一

场关于 研究与争论的新的高潮 该争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 听觉 是否受

选 择性注意的影 响
,

是否反映 自动加工 是否存在视觉
。

等 〕,

’乃证明
,

在双耳分听实验中
,

注意通道与非注意通道所产生的 非常相似

等 〕 ,

等 ‘〕 , 以 一模式观察到 无意识条件下的
,

表 明

不受注意的影响
,

脑可以 自动觉察出刺激物间的差异而产生 等依此

认为 反映着脑的自动加工 等闭 对此提出了异议
,

指出上述有关实验

中刺激间隔过长
,

被试有可能在刺激间隙去注意非注意耳之刺激
,

非注意条件不够严格 他

们将刺激间隔缩短
,

结果发现当高度集中注意时的 大于非注意时的
,

从而对

反映 自动加工持不同观点 目前各实验室的实验结果仍不一致
,

主要集中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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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完全 自动加工
,

还是反映不完全启动加工
。

关于是否存在视觉 问题
,

实
验室 报道了其实验结果 未观察到视觉

。

据此他们认为
‘

反映的脑机制

是听觉通道所特有的 不是各通道所共有的朝向反应 很可能是声像记忆的失匹配过程
。

但

是不少实验室的实验结果不支持这种 的通道特异性观点 例如
,

俪 幼闭 , 观

察到初步证据
,

表明视觉通道可能存在

的类似 从 成分 这个问题至令尚未桑决

,“ ” 妇呼‘”只单释产到了顺色偏差弓起

为了研究上述这些争论焦点问题
,

本实验室设计了一种新的笔粤禅式
,

对实验条件的控

制更加严格游补了前人寒验鲜上的若午褪
,

称为
“

双通道酮时刺激
、

延迟反应 ”实脸

模式
。

其做法如下 视觉刺激与听觉刺徽棍合
,

分时最娜
,

某早观夕少琴伪随机排列
·

视觉刺

形
,

视觉偏差刺激 为带点图形
,

视觉反应命令信号 为小红点
,

听觉标准刺激

为 揉滑短纯音
, ,

听觉偏差刺激 “ 为 。。。 揉滑纯音
,

听觉反应命令信号

为 ,
,

呱
,

呷 ” , “ 二

矛种信号的呈现时间皆为 恤瓦 标准刺激呈现概率为
,

偏差刺激呈现概率为
,

每一标准刺激和偏差刺盘后皆跟随一次反应命令信号 每

一通道的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的呈现顺序都是伪随机排列的 第一通道的刺激信号与反应

命令信号之间皆加入 。至 次异通道刺激信号 结果
,

六种信号的呈现顺序可排列如下

芝 巨 越 巨 越 越 目 越 巨

越 越 巨 目 越

实际安排 种信号的呈现顺序时可首先使两个通道刺激伪随机排列
,

且同通道刺激不

得连续呈现两次以上
,

再将反应命令信号安排在下次同通道刺激呈现之前
,

最后按 伪

随机原则确定两个通道偏差刺激 实验分为注意视觉与注意听觉两项 两项实验的客观刺

激相同
,

仅被注意并进行反应的通道不同
。

每项实验需对视觉标准 偏差刺激进粉平衡 即将
视觉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交换

,

并对被试反应 按钮劝左 右手进行平衡 已证明两种听觉

刺激的物理性差异不引起 差异
,

故无需对该听觉标准 偏差刺激进行平衡 这样
,

实验

共有两套刺激程序
,

每项实验需进行 组轮实验
。

为了保证偏差刺激的迭加次数不少于

次
,

实验需呈现 次以上的偏刺激 标准刺激的实际呈现次数为 究 舫写 刁 次

以上 但进入迭加者仅需 》 次
,

故可废除约 次标准刺激 现设定分析时间为
,

含基线
,

进入迭加的刺激间隔 两次刺激起始点间距 为 至 随机
,

不进入

迭加 废除 的标准刺激间隔缩短为 至 随机
,

以节省实验时间
。

在前人工作中
,

视

觉 与听觉 是分别以两项实验进行的
,

或者虽在同项实验 中进行
,

其时间条件不

同
,

结果在 比较视 听 差异时
,

含有背景差异之干扰因素 本模式视听刺激虽然在实验

时是分时呈现的
,

但两者排列顺序是随机的
,

对多次刺激迭加形成的 而言
,

视听刺激在

逻辑上是同时发生的
,

可称为
“

仿同时
” ,

更大限度地排除了视听刺激条件的差异对 的

影响
,

对于 比较视 听
,

从而确定视觉 是否存在
,

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基础 在本模

式中
,

指定被试一只手对注意通道的标准刺激作按钮反应
,

另一只手对注意通道的偏差刺激

作按钮反应
,

但令被试不要在刺激信号后立即按钮
,

而是要等注意通道中出现反应命令信号

后再迅速准确地按钮
。

由于命令信号很微弱
,

迫使被试只有集中注意于寻觅命令信号才能在

其出现后不失时机地做到又快又准地反应 加之指导语中强化其优质完成任务的动机
,

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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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被注意迈道刺激信号与反应命令信号之间高度集中注意力于寻觅该通道的反应命令信

号
,

此时在非注意通道出现刺激信号
,

不易分散被试注意 因此本实验模式既做到了

实验模式的长刺激间隔
,

又具有 短刺激间隔提高非注意纯度之优点
。

并避免了

短刺激间隔难以分析较长时间的缺点
。

以该模式所得实验结果的初步分析表明
,

前部末受注意影响
,

而在后部受到注意

影响
,

视觉通道出现了类似 的成分
,

唯波幅较小 如果这一结果被确立
,

则对

的认识将深入一步并可推论 自动加工与迭择性注意的分界时程
,

从而对长期存在的注意理

论早 晚选择之争提供新的证据
。

参考文献

〔〕
, 。叮

·

扭 卯 “

协卜
·

倪
·

如
· · ,

一

〔 〕
,

目肠比 ,

”目 一 。一 一 。什。 。 司

词
· ,

双
· ,

心 一
·

二 沁 谊 ‘目“ 一
挤

甲纽 勿七 加
·

咖喇
劝

, ,

一

脚 〕
, , ,

一卯 达 一 一

· , ·

、
·

沁
,

喇 迈 , 七 肠 很
一

, ,

一

江 〕
, 一 记 。 一 扭 “ 纽一 谊

沁
· · , , ·

一 认 ,

讹
, ·

〔 〕切、 , 一 , 一

如
·

外
, ,

一

仁 〕 一 , ,

。一二 一 一

说 助
· , ,

一
·

仁 〕
, 伍

, 司 ,

件
彩如 加

·

, ,

一

〔 “ ,

咖旧 司 , ,

一

仁 〕
·

、

· ,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