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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颜色在运动中的作用

池海宏 孙秀如 许宗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要〕关于颜色在运动中的作用
,

一直存在着争议
。

一种观点认为颜色对运动系统作用很小
,

颇色和

运动是由两条独立的平行路径加工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颜色对运动系统有作用
,

许多研究者从

不同的方面证实了这种作用
。

但在颜色的作用形式上又存在不同意见
,

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

同的运动模型
。

关键词 颜色
,

运动
,

运动模型

一个运动加工器的基本任务是在物体运动时如何知觉它们的连续性
,

运动物体的数 目

越多
,

这个任务越复杂
。

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利用物体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稳定
。

在

许多的物体特征中
,

颜色是很引人注意的一种
,

但关于颜色在运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

议
。

有些生理和心理物理实验的结果表明
,

颜色和运动是由两条独立的平行路径分别加工

的 但也有很多心理物理实验从不同方面证明了颜色在运动中的作用
,

不过在颜色的作用形

式上又有不同看法
。

下面将这两种观点及有关研究作一简述
。

颜色和运动由两条独立的平行路径加工

叨哑 址 等 早在 年就开始研究颜色在运动系统中的作用
。

他们用红一绿随

机点阵图进行了似动实验
。

结果发现
,

等亮度条件下似动消失
,

即使改变刺激呈现的频率
、

随

机点的大小等参数也不能使似动恢复 非等亮度条件下能产生清晰的似动
。

他们还用淡红一

深红随机点阵图进行了一项控制实验
,

这时似动的消失与随机点在等亮度时的消失很吻

合
,

不过这种条件下得到的似动消失的临界范围比红 一绿条件下得到的小得多
。

由此他们

认为颜色和运动是被人类视觉系统分别加工的
,

颜色对运动知觉最多只有很小的作用
。

 幻研究视觉系统与人类相近的弥猴
,

其结果表明在皮层 区域的不同部分
,

对方向
、

颜色和运动有选择性的细胞的分配是不同的
。

大部分对方向有选择性的细胞集中在三个区

域
、

和 对颜色有选择性的细胞集中在 区 具有定向选择性的细胞在运动区

域高度集中
。

而且
、

和运动区域中没有对颜色进行编码的细胞 区域中对方向有

选择性的细胞的数量显著低于
、

和 中的
、 、

和 区只有很少的具有定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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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择性的细胞
。

也就是说颜色信息和运动信息是在大脑皮层的两个独立区域被分析
、

加工

的
,

可以说他们的结果为  阻 址山 等的结论提供了生理上的证据
。

另外
, 红“ 图分析了以动物为被试的许多行为和神经生理实验

,

最后得出结论 执

行运动探测的视觉子系统一般是不能很好地分辨颜色的
,

原因在于运动探测器只有在牺牲

颜色信息时才能达到其最大感受性
。

 苗 对此还进行了理论论证
。

运动信息输入通道

有一个先后顺序
,

先被刺激的通道会产生时间延迟
。

当运动探测器不能很好地分辨颜色时
,

各输入通道的光谱特性相同
,

产生的信号也相同
。

这样被观察物体以一定速度运动时
,

各通

道信号间的差别能被时间延迟所弥补
,

从而使延迟后的信号与其它信号在时间上准确叠加
,

这时得到的反应值最大
。

如果运动探测器能准确地分辨各种颜色
、

各输入通道的光谱特性不

同
,

那么不论被观察物体的速度如何
,

各通道的信号都不能完全叠加
,

这时运动系统的感受

性就会比前一种情形下差
。

恤乒
。
等 提出颜色和运动是由两个独立的子系统一一 子系统和 子系统

分别加工的
,

其中 子系统一般负责颇色信息的加工
,

子系统与亮度
、

运动及深度信息的

加工有关 等亮度条件下运动的产生其原因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运动系统能接受一

些颜色信息 另一种可能性是颜色系统也能接受运动信息
。

等  闭证实了前一种可能性 他们进行的等亮度颜色方格刺激的运动知觉实

验表明
,

颜色方格刺激和低对比 纬 亮度方格刺激的运动有很大的相似性
。

当组成方格

刺激的两个正弦成分其对比或空间倾率不同时
,

对比高或空间频率低的成分决定运动的知

觉方向 方向知觉错误与方格成分知觉速度的误判很有关系
,

刺激的运动方向是从知觉速度

而不是从真实速度计算出来的
。

这说明两种方格刺激都是首先被分解成它的两维空间频率

方向和空间频率 成分
,

然后再重新组合成刺激
。

两种刺激运动的相似性表明它们存在一个

共同的运动途径
,

这个共同的途径有可能是 子系统
。

另外
,

诫 等的研究还表明运动的亮

度光栅在决定方格刺激运动方向的能力上比运动的等亮度颜色光栅大得多
,

颜色对运动系

统的作用很小 颜色对亮度方格的运动有抑制性影响
,

这是因为运动系统能接受一些颜色信

息 总的来说
,

等仍支持颜色和运动的平行加工模型
,

不过他们认为颜色系统和运动系

统不是完全独立的
,

等亮度方格和低对比亮度方格的运动都要涉及 子系统
,

它们是在部

分分离的途径上被分别加工的
。

颜色对运动系统的作用

等亮度条件下的运动反应

许多研究者证明等亮度的颜色刺激也有运动反应
。

。 沙 等 通过实验判定等亮度

颜色光栅的运动知觉速度
,

发现在比较低的空间叔率
,

等亮度光栅明显变慢
,

有时甚至停止
。

但当亮度对比保持恒定时
,

增加色度使得似动速率下降更多
,

这就排除了速度的降低是由于

亮度对比的减小这种可能性
。

所以他们认为知觉到的速度是亮度信息和色度信息的加权平

均
。

中 等困的结果也表明随机点阵图的似动在等亮度条件下仍然存在
,

只不过这时运

动图形的边界变得不清楚
。

等亮度刺激也能诱导运动后效
,

等闭验证了这一点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等亮度刺

激诱导的运动后效和亮度对比诱导的一样大
,

有时甚至比亮度对比诱导的还要大 交叉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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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对颜色刺激适应后
,

观看亮度刺激 对亮度刺激适应后
,

观看颜色刺激 下也能观察到

运动后效
。

不管适应条件是单色亮度光栅还是等亮度颜色光栅
,

用颜色光栅作测验条件时

观察到的运动后效一般都比较大 这说明颜色对运动机制的作用是很强的
。

肚止。〔幻为 了分析等亮度条件下似动知觉变化的原因
,

采用两种任务进行实验 一

种任务是随机点阵图的似动知觉
,

另一种任务是随机点阵图的镜像对称
。

结果发现等亮度呈

现对镜像对称没有什么影响
,

而对似动知觉则影响很大
。

如果随机点阵图的背景是变化的
、

被试的任务是报告 目标的形状而不是觉察运动的存在
,

那么等亮度条件下的似动知觉消失

如果背景静止
、

目标活动
,

即使在等亮度条件下
,

目标的形状也仍然是可辨的
。

造成这种差别

的原因是运动需要精确的位置信息
,

而对称知觉不需要
,

等亮度呈现刺激引进了位置偏差
。

还有一些研究 如
。 ,

助甲由韶访等
,

的结果表明存在对运动的等亮度颜色刺

激有选择的反应的生理机制
。

运动通道假设

一些研究者不仅证明了颜色在运动系统中的作用
,

而且提出了有关运动通道的假设
。

两种水平运动通道假设

  和  认为等亮度颜色刺激诱导的运动比具有同等可见性的亮

度刺激差是因为这两种刺激的运动由不同的运动探测系统觉察
,

亮度刺激的运动由低水平

系统觉察
,

而颜色刺激的运动由高水平系统觉察
。

这两种系统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低水平

系统能产生运动后效
,

而高水平系统不能
。

决材加尔
。
等图的研究证明低水平系统也能接受

颜色信息
。

研究采用的实验条件是交叉适应
,

得到的结果表明亮度光栅在诱导和消除运动后

效上 比颜色光栅有效得多
,

但颜色光栅确实既能诱导运动后效
,

也能消除运动后效 这和

等
、

沙 等 的结果是一致的
,

 ! 等认为这些一致的结果只

能通过下述结论来解释一 一颜色和亮度是在同一个系统 低水平运动系统 内被加工的
,

否

则交叉适应条件下不能产生运动后效
,

产生的运动后效不能被等亮度颜色刺激消除
。

共用运动通道假设

等 〕提出颜色信息和亮度信息共用一个运动通道的假设
。

他们的研究采用 匹

配和消除两种实验技术
。

两种技术都证明
,

对一个只有亮度变化的运动光栅适应后
,

在仅变

化色度的静止光栅上能观察到运动后效
,

这说明等亮度颜色刺激的运动是由对亮度信息和

颜色信息均有反应的共用通道知觉
,

而不是由专门负责觉察颜色刺激运动的通道知觉
。

颜色

作用的两个特性在 凌 协 等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

一般来说对颜色光栅适应后所需的消

除速度比对亮度光栅适应后所需的小得多 一个具有低亮度对比的光栅增加颜色变化后
,

其

建立或消除运动后效的能力会降低
,

运动系统不是将颜色作为低亮度对比看待的
。

等由上述结果得出颜色和亮度共用一个运动通道的结论
,

颜色对该通道的作用 比亮度小得

多
。

等 报告的
“

多色细胞
”

是该共用通道的生理基础

协 等 〕进一步通过实验证实颜色和亮度虽然共用一个运动通道
,

但颜色对运动

系统的作用不是亮度途径的剩余反应
,

而是通过对比色途径起作用
。

他们使用两种方法进行

验证
,

一种方法是测定运动知觉中颜色作用的空间和时间频率
,

以便判定它们是颜色机制的

特性还是亮度机制的特性
。

第二种方法是研究可能使颜色刺激在亮度途径引起反应的光学

因素和神经因素
,

看它们对运动知觉的作用是否显著
。

他们在进行实验时设计了一种新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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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消除范例
,

并将颜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定义为颜色的
“
等价亮度对比

” 。

实验发现
,

在比较

低的空间和时间频率上得到的等价亮度对比最高
,

即颜色的作用随空间和时间频率的上升

而下降
。

这与颜色机制的特性相符
,

而与亮度机制的特性相反  子
,  

, 。

另外
,

可能在亮度通道引起神经因素及光学因素的反应
,

它们对运动知觉所起的作用 比颜色

小得多
。

所以
,

颜色对运动系统的作用不是亮度途径的剩余反应
,

而是通过对比色途径在起

作用
。

三种运动通道假设

  〕等创建了一组新刺激
,

这组刺激的组成元素在实验条件间完全相同
,

但刺激难

以是等亮度的
,

不过它们可分离特定的颜色和亮度运动探测机制
,

使这些机制的输出能直接

进行比较
。

用这组刺激进行实验
,

发现来自三种途径的信息均能诱导运动知觉
。

一般来说
,

由方向匹配诱导的运动觉察成绩比颜色匹配下差 当方向线素与颜色线索存在竞争时
,

基于

后者的运动知觉总是超过基于前者
。

他们还用间接方法分离出有方向的颜色通道
,

并证明它

对运动知觉也有作用
。

在等亮度条件下
,

运动信息只能通过不同颜色间的方向匹配得到
,

这

种运动信息是比较差的
。

由于三种途径诱导的运动其强度都随刺激位移和速度的变化而变

化
,

所以  等假设存在三种通道 一种亮度通道
,

一种颜色加亮度通道
,

一种纯颜色通

道
。

不过
,

颜色加亮度通道并不等同于共用运动通道
。

另外
,

城 等 〕发现了两种新的运动后效 对垂直放置的运动的亮度刺激适应后
,

在水平放置的静止的亮度刺激或等亮度颜色刺激上会观察到一种很强的运动后效
,

在均匀

测验视野上也能产生这种运动后效
。

而用等亮度的颜色刺激作适应条件时
,

无论测验条件如

何
,

都没有运动后效产生 这说明颜色对涉及产生亮度光栅运动后效的运动通道没有作用
,

另外存在一条接受有方向的颜色刺激作用的运动通道
。

比戚 等还重复了交叉适应实验
,

进一步证实了 等  的结果
,

当适应条件和测验条件相同或交叉时
,

亮度和等

亮度刺激都能产生强运动后效
,

说明存在一条对颜色和亮度都敏感的共用通道
。

总之
,

卜

 ! 等的实验支持  等 关于运动通道的三种划分
。

除了上面提到的证据
,

 等’〕还证明运动知觉能驱动颜色知觉 他们发现

了一种新的颜色现象一 一在先知觉运动的条件下
,

运动限定的区域产生颜色扩散
,

将这种运

动诱导的颜色扩散称为动态颜色扩散 动态颜色扩散的知觉与似动知觉联系在一起
,

虽运动

知觉的评价分数增加
,

颜色扩散的分数也增加
。

还有一些解剖学和生理学资料也表明了这种

相互作用
,

如在 区发现对颜色具有选择性的神经原皮质层和对方向具有选择性的神经

原皮质层间存在直接相连
,

,在视觉皮层
,

和
,

区域也存在直接

相连  吐
,

 ! 等 从 的 子系统层和 子系统层来的信号会聚

于 层 创时 州区 刀旧 ,

等 等
。

由此可见
,

子系统的信息与 子系统的信息相混

合有多种方式
。

这种相互作用使得颜色影响本身对颜色并没有选择性的运动探测器的觉察
,

从而影响到运动的加工
,

所以可以利用颜色对比的信息来觉察运动的方向
。

总的来说
,

第一种观点认为颜色和运动是被分别加工的
,

不过运动系统也能接受一些颜

色信息
,

但颜色信息的作用很小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运动系统能接受颜色信息
,

而且颜色信

息本身就能激活运动系统
,

颇色系统和运动系统并不是分离的
,

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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