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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通路选择性注意脑内记忆痕迹的位置
‘

罗跃嘉“ 吴 宗耀 魏景汉
’ , 、

第三军医 大学附属西南医 院康复理疗科 重 庆
,

提 要 日的 研究脑内记 忆痕迹 的位 置
。

方法 采用
“

跨通路延 迟反 应
”

实验模式
,

研究 名正常青年

人注意与非注 意条件 下的事件相关 电位
。

实验分为二项 注意视觉通路
,

忽视 听觉通路 注意 听

觉通路
,

忽视视觉通路
。

主要分析偏差刺激  减去标准刺激 的偏 差成 分地形 图
。

结果 发现视听通路

在注意时最大失 匹配负波 波 幅分布于 它们 的初级感觉 投影
,

而在非 注意条件 下视 听最 大 波

幅均分布于额 中央部
。

结论 对 于长期 争论 的注意早晚期选择理论提 出 了选择位置具有可塑性这一新见解
。

关键词 脑地形图 事件相关电位 失 匹配负波 选择性注意 记忆痕迹

中图法分类号 成

失匹配负波
,

是 一种

内源 性 事件 相 关 电位 成 分
,

出现 在 刺激 后

。。 、一  。

提取的方法是用 实

验模式中偏差刺激产生 的事件相关电位
一

 !
,  减去标准刺激诱发 的  〕 。

本实

验 采用
“

跨通 路 延迟 反 应
”

实 验模 式 
,

利 用 艺导

工 作站
,

当被试选择性注 意某一通路的 刺激物

时
,

可 以同时记录该通路的注意 和别 一 通路的非

注意
,

并对其脑诱发 电位地形进行分析
,

以此为

窗 口了解注意与非注意在脑内的记忆痕迹及其加工机制
。

实验方法

被 试 比 名在 校大学生
,

男 女
,

年龄 岁
,

听 力正

常
,

视力正 常或校正后正常
,

均为右利手
。

脑 电记录 实验仪器 为美国 。
。 、 , 生 产 的 导  

工作站
。

记录头皮 处 以 及左右乳突的
,

参 考电极置于鼻

尖
,

接地点为前额发 际下
。

滤波带通 一相
,

分析时间
,

记录连续
,

脱机 〕 尘一 , 。 叠加处理
。

刺 激 采用
“

跨通路 延迟反应
”

实验模式 州 ,

视觉刺激 与听

觉刺激混合
、

分 时呈 现
,

两通路的刺激呈现顺序按伪随机 排列
。

视觉刺激与听觉刺激 包括 种 偏 差刺激
、

标 准刺 激和反 应命

令信号
。

两通路偏差刺激的呈现概率均 为
,

标准刺激均

为
。

每一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之后 皆跟 随 次反应命令

信号
。

在刺激 与命令信 号之间随机呈现 一 个异通路 的刺激
。

任务与 实验项 目 每名受试者 皆进行 次实验
,

其刺 激 

同
,

仅被试者注意与反应的感觉 通 路不 同
。

被试者对注意通道

的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分别用左右手按键 反应
,

因 此被注 意的

刺激没有 目标刺激与非 目标刺激之分
。

结果
,

基本  成分

听 觉通路 注意 偏 差刺激 诱发 出典 型 的
、 、

和 成分
。

最 大峰在
,

分布于额 中央部 潜伏

期为
,

分 布于顶枕部 及中央部 的最大峰在额 中央部

偏右
,

潜 伏期 为
、

潜伏期 为
,

在头皮分布广泛
,

主要为顶枕部及 中央部
。

标准刺激 则诱发 出分 布于额部
,

最 大

峰 出现于 的
,

为
,

分 布于左 顶枕部
。

非注 意 偏差 刺激诱 发 的 潜 伏期 为
,

分布于 额

部 分布于枕顶部
,

最 大峰位于
。

标准刺 激诱发 的

成分有 和
,

前 者最 大峰在
,

分布 于额部

后者分布较为广泛
,

主要为 中央部和顶枕 部
。

视觉通路 注意 偏 差刺激诱发 的 为双 峰
。

分布于 处 的前额部偏 右
,

潜伏 期
,

分布

于额中央部
。

另 一明显的成分为
,

在 处广泛分布于顶

枕 部
、

中央部及额部
。

标 准刺激诱发 的 也为双 峰
, 、

潜伏 期分别为 和
,

皆分布于额部
。

非注意 偏 差刺激诱发 的 表现为单 峰
,

其潜伏期 为
,

分 布于额部 在
、 ,

分布于顶枕部 及额中央部
。

标 准

刺 激诱发 的 在
,

分布于 额 中央部 在
,

分

布 于顶枕部及额 中央部
。

偏差  地形 图
,

见 附图

在注意条件 下
,

听觉通 路 的 分布 于右侧颖部
,

其最

大 峰潜伏期 是
,

也 分布 于右侧 颗 叶部
,

潜伏期

潜 伏期为 吐
,

分布 十分 广泛
,

主要 为顶枕部 和中央

部
。

视觉通路在注意时
,

潜伏期 为
,

分布于枕 部

位于枕部 及颗后部
,

潜伏期 分 布同听觉
,

但

潜 伏期延后
,

为
。

非注意条件 下
,

听觉 分布于额中

央部稍 偏右
,

潜 伏期 视觉 分布 于 额部
,

潜伏期
。

无论听觉还是 视觉通路
,

其早期偏差负成分都分 化为

与紧 随其 后 的
,

而 非注 意 时 只有 单 一 的 波

峰
。

晚期 偏差成分无论 注意与 否或任何 感觉通 路
,

均 为
,

不

过在非 注意通道 的 是很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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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听觉 上行 与视觉 下行 通道在注意 左 列

与非注意 右 列 时的 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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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可推论 M M N 具有 以下特点
:
¹ 无论注意

与否
,

均可在视听通路得到 M M N
,

其大小不受注意因

素的影响
,

说 明 M M N 是视 听刺激 自动形成 的
,

是对

所有刺激特性编码的并行加工过程 ;º 注意条件下产

生 M M N 和 紧 随其 后 的 N Zb ,

非 注 意 时 为 单 一 的

M M N
,

提示 N Zb 是有意注意的结果
,

而储存于 M M N

中的信息是潜意识的
。

选 择 性 注 意 的加 工 部 分 存 在 着 通 路 特 异 性

(M od
ality sp eeiality )和通 路上 (S

u peram od al)机制的

争论比
3·‘口,

即注意加工是在特异性感觉皮质区还是在

感觉皮质区 以上的更高级中枢进行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注 意条件下
,

听 觉 M M N 主要 分布于颖 叶
,

以及 额中

央 部 ;视觉 M M N 则分 布于枕 叶和颖后部
,

它们是其

特异性感觉皮质的一
、

二级区域
。

而在非注意时
,

无论

听觉还是视觉通路
,

最大 M M N 均位于额 中央 部
,

是

感觉整合的联合区
。

提示注意时记忆痕迹具有感觉通

路的特异性
,

而非注意时则是通路上机制 的
。

在
“

刺激输人~ 觉察 ~ 识别~ 反应
”

的认知加工过

程 中
,

早期选择学说认为选择发生在觉察与识别之间;

而晚期选择学说则认 为选择发生在识别与反应之间
。

注意选择的位置之争论仍继续
,

仍是 当前注意心理学

面临的基本难题之一川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主动注意的

选择性可能是在其特异性感觉通路的初级和次级 区域

进行加工的
,

而无 意识状态下 的自动加工部位则是在

更高级的联合区域
。

这也从电生理学方面提供了注意

选择过滤器的位置在控制与自动加工时是可变的新证

据
,

因此对长期争论的选择性往意 的早晚期选择问题

提 出了选 尸位置具有可 塑性这一新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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