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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一 和 对临床脑损伤患者进行 了认知功能与记忆功能两方面的筛

选
,

获得 名遗忘症患者
。

然后采用偏好和 自由联想两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进行测验
,

发现遗忘

症患者在外显记忆受损情况下
,

的确存在语义性启动效应
,

且与正常对照相近
。

推论语义性启动效

应任务与遗忘患者损伤的颜叶或间脑结构无关
。

同时还讨论了启动效应任务
,

认为偏好任务采用

言语性材料不是理想的方法
。

关键词 遗忘症患者 筛选 一 语义性启动效应 偏好 自由联想

问题的提出

内隐记忆 是指被试在操作某项任务时
,

存贮在大脑 中先前所学相关内容 的

信息不需有意识地 回忆
,

而是在操作中自动表现作用 的现象
。

即被试在操作任务时对先前所学相

关信息的提取是在无意识 中进行的
。

内隐记忆包括启动效应
、

习惯化
、

条件化
、

技能学习
一

等形式 〕。

先前已有多项研究报道遗忘症患者存在 内隐记忆
,

其中也有采用汉字为材料观察脑损伤患者

内隐记忆的研究 〔一‘ 〕。

这些研究主要采用间接测量方法如残字或字干补笔
、

残图辨认
、

词汇确定
、

拼

同音字等等
,

发现尽管遗忘症患者对传统记忆任务如再认和 自由回忆等操作障碍
,

却对这些间接测

量任务操作正常或接近正常
。

由于这些研究采用的主要是知觉性启动效应任务
,

即被试在编码与提

取过程 中涉及 的主要是知觉性加工
,

因此 等圈认为启动效应或 内隐记忆是一种知觉性表

征 系统
, ,

他们把启动效应定义为
“
人类一种非意识性记忆

形式
,

主要是对字或物的知觉辨认
” 。

但随后 的一些研究发现不仅知觉性任务能够引发启动效应
,

而且语义性任务也能引发启动效

应
。

这些研究采用一般知识
、

偏好
、

相关线索 自由联想
、

新异联系补笔等任务
,

发现正常人或遗忘症

患者均存在语义性启动效应
。

因此
, 、 〕等人提出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启动效应

,

一种为知觉性启动效应
,

为知觉性任务提取 另一种为语义性 或概念性 启动效应
,

为语义性 或概

念性 任务提取
。

然而
,

上述一些研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
,

即未能对被试进行记忆功能和其它认知功能的筛选
,

只是简单地把脑损伤病人当作遗忘症患者
。

我们先前曾讨论多数脑损伤患者外显记忆并不表现明

显障碍
,

他们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可能采用外显记忆策略操作
,

即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不是

无意识地操作
,

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回忆完成的
。

因此
,

可能存在夸大遗忘症患者语义性启动效应保

留的现象
,

所观察到的遗忘症患者语义性启动效应现象不能肯定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本次系列实验研究
。

本文为 系列实验研究之二
。

首先采用 一 和

对脑损伤患者进行筛选
,

选择 了 名记忆功能 明显受损
,

但无其它认知功能障碍 的脑损伤

患者作为本次研究遗忘症患者被试
。

然后采用偏好 和 自由联想 两

项任务观察被试的语义性启动效应
,

以反映遗忘症患者内隐记忆的语义性特征
。

我们预料如果遗忘

症患者对该两项任务的 目标字 词 击 中率或偏好程度与干扰字 词 差异达显著性
,

则表明该两项

任务对遗忘症患者提取出语义性启动效应
,

反之则未提取出启动效应 如果遗忘症患者对该两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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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取的启动效应与对照组差异未达显著性
,

则表明遗忘症患者对该两项任务的启动效应正常
,

反

之则受损
。

“遗忘症患者 ”定义见实验研究一 , “语义性启动效应 ” 是指先前语义加工

使得随后 的语义性任务操作的反应正确性增加或反应时减少
。

材料和方法

实验设计 采用 又 混合因子设计
。

因素为分组 因素
。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

因素为任务因素
。

为两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
,

即偏好和自由联想任务
。

因素为刺激因

素
。

分为 目标字 词 和干扰字 词 两种形式
。

因素为组间变量
,

因素和 因素为组内变量
。

测

验软件编制材料和方法同研究一
。

被试 同研究一
。

材料 以汉字为实验材料
。

汉字来源同研究一
,

但所采用 的汉字与研究一不重复
。

共选择汉

字 个
,

随机分配到两项任务中
,

每项任务 个汉字
,

一半为 目标字
,

另一半为干扰字
。

分配时考

虑到尽量使 目标字与干扰字笔划量相近
。

偏好任务选择字时未考虑任何附加条件
,

完全为随机选

择
。

自由联想任务选择的汉字在中小学课本中有关该汉字的常用两字词组至少有 种 以上
,

即该汉

字在中小学课本中至少有 种以上组成常用两字词的可能
。

从每个汉字 种 以上可能的两字词中

随机选择一个
,

共计 个词
。

将这 个词随机分为两组
,

一组为 目标词
,

另一组为干扰词
。

仪器 同研究一
。

方法和实验程序 分学习和测验两阶段进行
。

学习阶段处理同研究一
。

测验阶段 偏好任务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 自己的喜好判断是否喜欢所呈现的字
。

自由联想任务

把学习阶段呈现过的 对两字词 目标词 中的第一个字与 对未呈现过的词 干扰词 的第一个

字混合在一起
,

随机逐一呈现
,

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呈现的汉字组成一个任意两字词
,

并把头脑中

最先想到的一个词写在测验纸上
。

两项任务均要求被试反应速度既快又准
。

在每项任务正式测验

前
,

先进行 次练习
。

结果与分析

偏好任务计算目标字和干扰字的偏好程度
,

自由联想任务计算 目标词和干扰词的击中率
。

根据

目标字 词 的偏好程度或击 中率与干扰字 词 的偏好程度或击 中率计算启动效应
。

结果采用

处理
。

两项任务差异分析

本次实验结果见表
。

方差分析发现 分组 因素 主效应未达显著性水平
, , ,

任务 因素 主效应达高度显著性
, ,

一
, ,

分组 任务交互作用效应

达显著性水平
, ,

一
, 。

表明遗忘症患者与对照组组间差异不 明显
,

测验任务间

的差异取决于分组
。

刺激 因素 主效应达高度显著性水平
, ,

一
,

分组 火 刺激的交互作用

未 达显著性水平
, ,

一
,

任务 刺激的交互作用达显著性水平
, ,

, 。 分组 任务 刺激的交互作用未达显著性水平
,

一
, 。

表明不论遗忘症

组或对照组对 目标字 词 的击中率或偏好程度与干扰字差异明显
,

对 目标字的击中率或偏好程度

大于对干扰字的击 中率或偏好程度
,

即存在启动效应现象
,

但因与测验任务存在交互作用
,

故是否

存在启动效应
,

视测验任务而定
。

是否存在启动效应分析
比较偏好任务 目标字与干扰字的偏好程度

,

发现两组被试 目标字与干扰字的偏好程度差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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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显著性水平
飞一

, , 一
, 。

表 明两组被试对偏好任务 的 目标字与

干扰字的偏好程度相近
,

提示该项任务对两组被试都未探测出明显的语义性启动效应
。

比较 自由联想任务 目标词与干扰词的击 中率
,

发现两组被试 目标词与干扰词击中率差异均达

高度显著性水平
, 一

, , 。
。

提示该项任务对两组被试都探测出明

显的语义性启动效应
。

表 两组被试两项内隐记忆任务测验结果

偏好 自由联想

目标字 干扰字 目标词 干扰词

实验组

对照组

启动效应 比较

两组被试的两项任务语义性启动效应见图
。

比较两组两项任务的启动效应
,

发现两组被试组

间差异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一
,

一
, 。

表明遗忘症组与对照组两项

任务的语义性启动效应均相近
。

表 两组被试偏好任务辨别力和反应倾向

辨别力
, ‘

反应倾向 ” ”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好 侧脸任务 自由联

遇忘症 口对限

图 两组被试两项任务启动效应

偏好任务辨别力
’

和反应倾向 ,
夕

二组被试偏好任务辨别力和反应倾向见表
。

芳 , 一 击中 一 扭

, 二 ”一 击中率 漏报率一 虚报率 正确拒斥率

击中率 漏报率 虚报率 正确拒斥率

书加怕

翅拱材饵

分别比较二组被试辨别力和反应倾向
,

发现二组

差异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一
,

一
, · ,

提示二组被试辨别力和反应倾

向一致
。

讨论

关于遗忘症患者语义性启动效应的讨论

本次研究我们采用 一 和 对 名脑损伤患者进行 了认知状态与记忆功能两

方面的筛选
,

选择了 名其它认知功能状态 良好
,

而记忆功能明显受损的遗忘症患者
。

然后采用偏

好和 自由联想两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进行测验
。

结果表明 自由联想任务对两组被试均诱发了明

显 的语义性启动效应
,

被试对 目标词 的击 中率大于对干扰词的击 中率
,

表明均存在
“
先前 的语义性

暴露 ”对随后的类似操作产生
“

易化
”

现象
。

两组被试虽然对偏好任务的 目标字偏好程度与对干扰字

的偏好程度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

但对 目标字的偏好程度 的绝对值仍大于干扰字
,

表明两组被试对

偏好任务虽未产生明显的启动效应
,

但仍存在
“

易化
”

现象
。

此结果提示这两项 间接任务对遗忘症患

者均不同程度地提取出先前所学语义性信息
。

遗忘症患者对信息的语义性成份确实存在一定的学

习和记忆能力
。

结果无疑是对 等人理论的挑战
,

支持 等人提 出的存在语义性启

动效应的观点
。

与实验研究一的结果进行 比较
,

发现遗忘症患者对 自由回忆和再认任务均不同程度损伤
,

而对

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正常
。

据此
,

可 以推论实验研究一的二项任务与本次实验的二项任务可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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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了不同的记忆系统
。

我们根据临床
,

发现本次研究 名遗忘症患者大脑损伤的部位主要在

两侧颜叶和间脑结构
。

因此我们可进一步推论被试对实验研究一的两项任务表现障碍与上述脑组

织损伤有关
,

而本次实验的两项任务与之无关或关系不大
,

即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可能与颖叶或间

脑结构以外的其它脑结构有关
。

关于偏好任务和 自由联想任务的讨论

本研究我们采用 了偏好和 自由联想二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
。

从测验结果来看
,

自由联想任务

对正常对照和遗忘症患者均获得了明显的启动效应
,

而偏好任务不论对正常被试
,

还是对遗忘症患

者均未获得明显的启动效应
。

与先前一些对正常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

分析二组偏好任务的辨别力
’ 和反应倾向

夕 夕 ,

发现均无明显差异
。

表明遗忘症患者组和

正常对照组在测验过程中均心理状态稳定
一

,

无明显的情绪波动 而且两组的报告标准一致
。

与实验

研究一的再认任务的辨别力和反应倾向进行比较
,

发现偏好任务的
’
和 ”均较低

。

这表明被试

对偏好任务掌握的报告标准较宽松
,

随机性较大
。

这点从分析实验原始数据可得到证明
,

偏好任务

方差比其它任务的方差都大
。

我们分析认为偏好任务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被试对再次呈现的刺激较偏好
。

但是
,

此假设在我们

实验过程未明显观察到
。

在本次研究 的预实验阶段
,

我们采用 了二种测验指导语
。

一是告诉被试在

呈现的字 目标定 干扰字 中
,

他有一半喜欢
,

一半不喜欢
,

请他将喜欢的选出来 另一是只要求被

试对呈现的字选出喜欢的
。

对前一种指导语
,

由于刺激是单个呈现的
,

被试无法前后 比较
,

而难以分

配喜欢与不喜欢 对第二种指导语
,

被试选择随意性较大
。

本次研究正式实验我们采用 了第二种指导语
。

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偏好分配的规律性不明显
,

尽管被试对 目标字的偏好程度仍大于干扰字
,

但不论正常人或遗忘患者都未能诱发明显 的启动效

应
。

其原因可能是被试对言语性材料再次呈现所引起 的偏好程度较小
,

不足 以表现出规律性
。

因此
,

我们认为采用言语性材料测验启动效应
,

偏好任务不是好的选择
。

结 论

一
、

遗忘症患者在外显记忆受损的情况下
,

的确存在语义性启动效应
,

且与正常相近
。

二
、

与研究一结果 比较
,

推论遗忘症患者外显记忆任务操作障碍可能与题叶或间脑结构损伤有

关
,

而两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与之无关
。

三
、

认为偏好任务采用言语性材料不是理想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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