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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

使得信息的 自动加工向题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
。

自动加工是指不需要或者

仅仅需要很少的注意资源
,

就可以对信息作出加工
。

根据自动加工的不同水平
,

等把 自

动性分为强 自动性
、

部分 自动性和偶尔 自动性三种
。

传统心理学反应时加错误率的方法
,

未能给信息加工 自动化的观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

而本世

纪七 年代发展起来的
、

被誉为“
大脑的窗口 ”

的事件相关电位 一
,

方

法
,

不仅为科学家揭开人脑这个“黑盒子
”
的奥秘提供了独特的和重要的研究方法

,

而且直接为信息

加工 自动性的观点提供 实验证据
。

自近年 等提出失匹配负波
,

以来
,

听觉道失匹配负波的存在已被广泛证明
。

等提出听觉信息加工 自动化的

观点 之后
,

作为其实验证据的失匹配负波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
,

近年在 领域引发了一场

广泛的争论
。

失匹配负波是刺激失匹配的标志
,

的产生条件及特点

通常在 。 模式下出现
。

模式中
,

刺激分标准刺激和偏差两类
,

标准刺激在

刺激序列中经常出现
,

而偏差刺激则偶年出现
。

如果被试的任务是对某种指定的偏差刺激作反应
,

则对该刺激所在通道构成主动注意的 模式 如果被试对其无反应任务
,

就是被动注意的

模式 两种 模式下都可以得到
。

不过
,

只要刺激序列中存在着偶然出现的不

一致
,

即使不是 模式
,

也可以产生
。

—⋯ ⋯

三

又
、 ,

、‘ 护 一 ,

圈 图左为听觉刺激诱发的
、

示愈图 , 图中部为听觉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诱发的 示愈田 图右为

偏差刺激的 减去标准刺激的 所得的差异波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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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把 波分成 和 成分 产生在 之后

,

通常在主动注意条

件下出现
,

而被动注意条 ’下一般不出现 之后通常是
,

一 复合可能反映注意的转

换
。

而 常常跟 的下降支及 重叠在一起
,

出现在前额一中央区
,

并且前额区的波幅最

大
。

其持续时间一般为 一
,

峰潜伏期为 左右
。

在被动注意条件下
,

如果刺激的偏差

程度不大时
,

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诱发的 和 成分非常相似
,

因此
,

偏差刺激的 减去标

准刺激的 所得差异波的负波
,

可较好地估计 成分 图
。

而主动注意条件下的差异波

中由于有与 时程相近的 成分的重叠
,

因此 比被动条件下的差异波更明显
。

与

不同
,

对诱发刺激的强度不敏感
,

而反映刺激之间的前后关系 刺激间的差异越大
,

越早
,

波

幅也越大
。

反映刺激失匹配的理论依据

偏差刺激诱发出
,

可能是由于神经元疲劳
,

即 由对偏差刺激敏感的神经元产生

由于偏差刺激的出现概率很小 一般小于
,

使得其出现的时间间隔较长
,

所以对它进行反应

的神经元仍然很敏感 而对标准刺激敏感的神经元
,

则需要对标准刺激作出多次反应而导致疲劳
。

但是
,

疲劳解释没有得到实验支持
,

因为偏差刺激单独呈现 没有标准刺激的干预但两个偏差刺激

之间的时间间隔保持与有标准刺激时一样长 时并没有诱发
。

等的刺激省略实验
,

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

其标准刺激为同时发生的 和 的复合音
,

偏差刺激是单独的

和 的声音
,

被试做一项阅读任务
。

结果两种偏差刺激都得到了明显的
。

而根据

神经元疲劳解释
,

两种频率出现的时间概率相同
,

因此对它们敏感的神经元的疲劳程度也相同
,

所

以任何一种偏差刺激都不应该引起
。

实验结果否定了疲劳理论
。

由于神经元疲劳解释是不合理的
,

提出 的记忆痕迹解释
,

即标准刺激的多次

重复
,

就在脑中形成一个感觉记忆痕迹
,

它贮存着有关标准刺激的物理特征
,

如声音的频率
、

强度
、

持续时间等 偶而出现偏差刺激时
,

它所具有的特征与感觉记忆痕迹中所贮存的特征不符合
,

就产

生失匹配
,

则是失匹配过程的产生
。

标准刺激越是经常重复出现
,

感觉记忆痕迹就越强
。

感觉

记忆痕迹的生理学基础是听觉声像记忆
。

它可以编码和贮存非常复杂的声音结

构
,

并且其准确性足以觉察刺激的细微偏差
。

反映刺激失匹配的实验依据

可以在许多条件下被诱发出来
。

频率改变
、

强度改变
、

持续时间改变
、

声源位置的改变
、

语音的改变以及出现时间的改变 固定时间间隔下偶尔较早出现的刺激
、

交替出现刺激中的刺激

重复等都诱发了
。

在猫和猴子的研究中
,

也发现了 现象

关于 反映刺激失匹配的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

一个现象是
,

它只与刺激失匹配程度

相关
,

而与刺激强度本身无关
。

刺激强度小的偏差刺激
,

如果与标准刺激的差异最大
,

可以诱发出最

大的 而如果它与标准刺激的差异较 小
,

那么所诱发的 也较小
。

另外
,

频率偏差刺激

诱发的 存在“
高原现象

’

心 〕和“
全或无

”现象 ’
。 “高原现象 ”是指 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的频率

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后
,

即使再增大两者的差异
,

的波幅也不再增大 “

全或无 ”现象是指 频率

偏差刺激诱发明显的 大约需要 一 的持续时间
,

但是一旦产生
,

即使再延长持续时

间
,

的波幅也不再增大
。

不过强度偏差刺激并不如此
,

因为它所产生的 随持续时间的

增加而增大
。

反映自动加工

的自动性得到了很多证据
。

发现即使当刺激间隔 从刺激起始到下一个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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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始只有 刺激持续 并且偏差刺激的概率为 即每秒 次 时
,

频率偏差的刺激仍

然诱发了
。

每秒钟做 次辨别
,

对于控制加工来说是太多了
,

因此只能用 自动加工来解释
。

一 浏

四产产吟卜
广一 , ,

图 实线表示任务相关刺激所引起的
,

虚线表示任务无关刺激所引起的
。

标准刺激 概率为

强度为
,

偏差刺激 概率为 强度为 配 记录
、 、 、

四点的 结果任务相关刺激和任

务无关刺激引起了相似的
。

在双耳分听条件下
,

相关输入和无关输入中的偏差刺激引起了相似 火图 被试从事

阅读任务时
,

听觉道是非注意通道
,

但是听觉 仍然出现
。

被试从事比阅读更加需要集中注意

力的任务时
,

听觉偏差刺激也诱发了
。

即使那些接近辨别阑限的无关输入中的刺激变化
,

也

诱发了
。 〕

以上证据表明
,

即使在非注意条件下也可以明显地诱发出
,

而且相关输入和无关输入中

偏差刺激诱发的 相似
。

这就是说
,

对于刺激的改变
,

即使在非注意时也可以被大脑觉察
,

而

且觉察的程度不受注意的影响
。

另外
,

在猫慢波睡眠中以及人类新生儿上也得到了 这些事

实支持
“
听觉信息被完全 自动加工 ”的观点

。

关于失匹配负波的一些争论及研究进展

听觉失匹配负波是否受注意影响

认为听觉 不受注意调节的特点
,

反映了听觉信息加工的强 自动性 即使不注

意听觉信息
,

也能觉察出其中的刺激改变 然而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

等认为闭
,

的一些研究中
,

刺激呈现速率太慢
,

并没有产生强的注意集中
,

因此被试有可能注意了非注意通道
,

所以得出 不受注意调节的结论
。

因此他们加快了刺激

呈现速率
。

结果发现
,

在注意高度集中时被注意刺激的 波幅显著大于非注意刺激
,

即

随注意而变化
。

但是 反驳说
,

等的实验中
,

可能 和加工负波
,

加入到 了差异波中
。

他同样采用很快的刺激呈现速率
,

但解决了可能的 和

重叠问题
。

结果发现乳突及枕区电极所记录的极性倒转的
,

在注意和非注意通道之间没

有表现出差异
。

并且
,

非注意通道中的两种偏差刺激所诱发的
,

与阅读条件下的 大小

几乎相等
。

所以
,

即使完全不注意
,

也没有消失
。

这样
,

用更加严格的实验回答了

的批评
。

但是
,

承认
,

音强 可以被注意所影响
。

等最近的结果与

此相似
。

然而
,

反对的证据仍然继续出现
。

等在交叉感觉道的研究中发现川
,

对听觉道中较

难区分的偏差刺激
,

波幅随注意而增大 等也支持频率偏差刺激引起的 受注意

调节的观点
。

另外
,

虽然在慢波睡眠的猫中发现了极好的支持 自动加工的 证据
,

然而在慢波

睡眠的成年人中却没有发现
,

这也对 的自动性提出了疑间
。

所以
,

在这一争论上
,

似乎反对的证据在逐渐增多
。

注意效应的证据的存在
,

虽然不能推

翻
“ 听觉信息加工 自动性

”
的观点

,

但是使 ‘ 不得不从最初那种
“ 不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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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的强 自动性观点转向部分 自动性观点
,

即非注意下偏差刺激能引起
,

但是在某些条件

下注意可以影响 的波幅
。

视觉道是否存在

听觉道 的存在
,

为听觉道信息自动加工提供了可能的证据
。

这引发 出另外一个间题 占

人脑接收外界信息总量 以上的视觉道的信息加工是否也是 自动加工呢 也就是说
,

视觉道是

否也有 呢

认为 是听觉通道特有的
,

视觉道没有
。

他认为
,

这可能是 由视
、

听通

道不同的加工机制引起的 听觉道以串行加工为主
,

视觉道以并行加工为主
。

另外
,

听觉道有感觉记

忆痕迹的生理机制是听觉声像记忆
,

而视觉道的图像记忆 持续时间非常短
,

甚至

对其是否存在尚有争论
。 “ 听觉通道特异 ”

的观点也得到了实验支持
。 〕

但是
,

完全排除视觉道 存在的理论是不成熟的
,

因为视觉道至少存在部分的串行加工

认为
,

每一感觉道中都有两个感觉记忆时相的存在
,

其中第二个时相与 所谓的
“

感觉记忆
”
相对应

。

这意味着视觉道也可能存在失匹配的生理机制
。

这就在理论上论证了视觉道

可能有
。

视觉道有 或类 成分的实验证据 已经出现
。

发现
,

在非注意状态下
,

视

觉道 出现 了类似 的 成分
。

等发 现
,

偶然 的任务相关的视觉 偏 差 刺激 引起 了

一 增大
。

它与听觉 相似
,

都不受任务相关性的影 响
。

等进一步认为 〕,

一 反映了 自动的比较过程
,

即 一 是视觉道类 成分 等闭发现视觉道偏差

刺激诱发 了 成分 等山 〕发现
,

视觉道 偏差刺激引起的负波
,

其早成分与 听觉

相似
,

都不受注意影响 等 〕发现
,

视觉偏差刺激所引起的 一 之间的负波
,

可能与自动加工相关 也获得了初步的视觉道有 的证据
。

以上证据提示视觉道可能有类似 的成分
。

这对 “ 听觉道特异 ”
的观点提

出了有力挑战
。

但是这些实验结果的不一致性本身表明
“
视觉道有 ’’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

决
。

小结

所提出的失匹配负波
,

为认知心理学中信息自动加工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

许多学者对他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其中关于失匹配负波的评论主要

集中在“ 失匹配负波是否受注意的调节 ”及“ 视觉道有没有失匹配负波 ”
这两个问题上

。

到 目前为止
,

对于这两个问题还不能作出非常肯定的回答
。

提出的失匹配负波
,

只涉及刺激的简单物理特征
,

如声音频率
、

强度
、

持续时间等等
,

没有涉及刺激的语义
。

而对于较高层次语义水平的加工
,

失匹配负波并非很有效
。

这限制了失匹配

负波可以推论的范围
。

而且
,

目前对 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的反对证据
,

这削弱了失匹配负

波作为反映完全 自动加工的证据的可靠程度
,

而只能反映信息加工的部分 自动性
。

另外
,

听觉道有

失匹配负波
,

而视觉道没有失匹配负波的理 由并不充分
,

视觉道也有产生 的理论基础和实

验证据
。

即使在听觉道内部
,

频率偏差刺激引起的失匹配负波不受注意的影响
,

而强度偏差刺激引

起的 却受到了注意的调节
,

这个奇怪的现象也很难解释
。

总之
,

失匹配负波作为 自动加工的一个证据
,

为传统心理学关于 自动加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补充
,

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关于它反映的是加工的强 自动性不是部分 自动性
,

尚存在争论
,

有

待于进一步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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