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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早期选择学说的注意痕迹理论及生理指标一一加工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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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刺激选择发生在加工的早期还是晚期是认知心理学注惫理论中存在争论的间题之一 本文介

绍一个基于事件相关电位 研究证据而提出的选择性注意理论一 一注意痕迹理论
,

以及该

理论的支柱一 一加工负波
,

概括了对该理论的主要争论并作了简单评价

关键词 选择性注意 注意痕迹
,

加工负波
,

早期选择

注意 问题在心理学创建时期就得到 充分重视
,

但在本世纪 年代
,

行为主义的兴起使

注意的研究陷入低潮 格式塔学 派则以研究知觉代替研究注意
。

五
、

六十年代崛起的认知心

理学
,

重新对在信息加工 中起重要作用的注意机制予以重视 由于注意现象之复杂性
,

一些

问题仍悬而 未决
,

例如对注 意机制在信息加工 中所处的位置
,

存在早期选择和晚期选择之

争
。

早期选择学说认为
,

注意机制位于觉察和识别之间
,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进入高级分

析而被识别 晚期选择学说认为
,

注意机制位于识别和反应之间
,

所有的信息都可被识别
,

但

只有一小部分可以 引起反应 双方争论持续至今
。

传统心理学由于方法学的局限
,

对此争论未能提供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

本世纪六
、

七十年代随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事件相关电位
。  ! 一  

,

简称  

方法
,

比传统心理学反应时和错误率的指标更加丰富 分析其潜伏期
,

可估计加工事件的

时间进程 分析其波 幅
,

可以估计信息加工时的心理过程强度 分析其头皮分布
,

可以估计对

刺激加工起 作用的脑 内源
。

芬兰科学家 正是借助 方法学上的独特性
,

发 现了

加工负波的存在
,

为早期和晚期选择之争论提供了重要证据
,

并提出了其选择性注意理论

一从
“

效应侄 加工负波
,

二 等的经 典研究中〔‘〕
,

使用双耳分听任务
,

左
、

右耳的标准刺激 大概率刺激 分别

是 和
,

偏差刺激 小概率刺 激 分别是  和 乙 ,

刺激问隔为 一

随机变化
。

坡试的 任务是数出指 争耳中随机出现的偏差刺激的数目并忽视另一耳的

所有刺 激
。

结果发现
,

被注意耳 比非往意耳刺激的 在 点的 波更大
。

这就是注意

的
“

效应
” 。

此后
,

在视觉道 以及视 听通道结合的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个现象
。

等匡 使 用 类 似 于 等 人 的实验模式
,

不过延 长 并 固定刺激 间隔为
,

结果没有 发现 效应 但是被注意的标准刺激产生了晚期负偏移
,

它从刺激呈现后

开始
,

持续约 研究者们称之为加工负波
,

并认为 与注意相关
,

是内源性成

分 他们还认为
,

等人发现的 效应就是
,

只是由于 沮 所采用的刺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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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太短
,

刺激负荷较大
,

因而加快了注意效应的起始
,

使 和外源 成分重叠在一起
,

因

此似乎是往意引起了 的增大
。

一 的存在得到 了许多实验的证实
。
等阔观察到了负差波〔

,

,

见图 是注意刺激的  减去非注意刺激的 得到的 对于任务相关刺激和

任务无关刺激来说
,

最初被选择时都诱发出相同的 成分
,

包含在 之中 通过相减
,

这部分成分被减去 了
,

因此 中没有这一最初的 成分 而后相关刺激被进一步加工

而无关刺激的加工被终止
,

因此这一过程所引起的 差异在 和 中是相同的

的大小取决于
。

认为
,

获得 的最好办法是
,

从注意 刺激的 中减去被忽

视刺激 例如被试阅读一本书时 的
。

岁

口 一 任 务相关

住务无关

一护乙凡
、

八
‘

气

及异改 为

图

图  为听觉刺激诱发的
、

图 图 上部为相关刺激和无关刺激诱发的 示惫图 下部为负差波
,

通过

相关刺激的 巨 减去无关刺激的 而得到
。

引白 ,
。

的注意痕迹理论简介

的选 择性注意理论中
,

核心概念是注意痕迹
。

对一个重复出

现的刺激的多次排练
,

就在脑 内留下注意痕迹 对刺激的加工以此为模板进行
。

注意痕迹由动机和认知因素决定
,

对刺激 匹配作反应
,

是 自主地和有选择地起作用的
,

而且

在任何时刻
,

只能有 一个注意痕迹
。

注意痕迹的存在 已得到一些证据’
。

提出 选择性注意中刺激选择的基本原则是 以注意痕迹为模板进行匹配
。

当

任务相关刺激和任务无关刺激在物理特征上有明显差异时
,

通过匹配过程就从无关刺激中

选出相关刺激
,

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

感觉输入与注意痕迹越相似
,

匹配过程持续越长 两者完

全相同时
,

持续最长
。

完全匹配的刺激
,

根据任务要求的不同
,

得到进一步的加工或者作出反

应
。

而呈现 无关刺激时
,

这个加工就过早地结束了
,

并且无关刺激与相关刺激之间的差异越

大
,

结束得越早
。

就是由这 个大脑的匹配过程产生的
。

相关刺激与注意痕迹匹配最好
,

所以 最大

感觉输入与注意痕迹越相似
,

越大 很不匹配的刺激
,

很小
。

戈证实了这个观点
。

他使用的刺激是三组等概率的声音
,

刺激强度分别是低
、

中
、

高 被试的任务是数出每一组刺

激 中某一强度声音的数 目
。

不同组中声音的差异分大
、

中
、

小三种 结果任务相关刺激比任

务无关刺激诱发出了更负的
。

而当其它刺激被数时
,

该刺激就从任务相关刺激变为任

务无关刺激
,

其 也较小
。

在听觉空间注意条件下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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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往意痕迹理论中刺激选择的图示
。

其中的注意痕迹是对相关刺激的认知机制
,

越

在加工的晚期
,

它对刺激特征的辨别越严格 从图中可以看到
,

无关刺激 的颇率特征与注

意痕迹最不符合
,

因此其加工最早结束
,

引起的 最小 , 无关刺激 的颇率特征与注意痕

迹部分相似
,

因此对其进行了部分加工
,

因而引起了比无关刺激 更大的
。

相关刺激的

领率完全和注意痕迹匹配
,

所以得到完全的加工
,

引起最大的
。

值得一提的是
,

无关刺激

也引起了较小的
。

这是由于其特征符合注意痕迹中较大范围的周边部分的要求
,

因而得

到 了周边机制的加工
,

从而诱发 出较小的加工负波

,

丫忿刃
加 工负故

、
、

一
无关侧

无关 , 咭橄 ,

月关 电扭 尽升二
制

图 注意疲迹理论中的刺激加工图示 说明见正文
。

引自

从图 可 以推论 相关 刺激与无关刺激越相似
,

起始越晚
,

波幅越小 越不相 似
,

起 始越早
,

波幅越大
。

的起始潜伏期反映了注意痕迹机制拒绝无关刺激所需要的时间
。

相关刺激与无关刺激所引起的 相 比
,

在较早的时程上就表现出了差异 由于刺激选择

以注意痕迹为模板进行
,

因此任务相关刺激得到了完全彻底的加工
,

而任务无关刺激在中枢

加工早期就因其与注意痕迹不匹配而被拒绝进入进一步的加工 这表明注意机制对刺激的

选择发生在早期
,

支持了注意的早期选择观点

关于 选择性注意理论的主要争论

注意痕迹的争论
‘〕认为听觉道注意痕迹位于听觉皮质

,

大约在第二皮质区
。

认为
,

选择

性注意除了需要听觉皮质之外
,

还需要其它脑区
,

例如额叶
、

顶叶
、

扣带回
、

基底神经节或者

丘 脑 他提 出 是 一 个由多个子 成分组成的家族
,

其产生部位因不 同刺激特征而异
。

证明
,

早期 在听觉皮质中的产生位置
,

可能因根据空间位置选择还是根据颇率选

择而不同
。

不过 认为
,

其它脑区的作用可能只是维持选择性注意的状态
,

不是直接

对选择性注意起作用
。

与注意痕迹概念相关的 另一争论与分配性注意有关 根据
。
的观点

,

分配性注意

行为是由于两个任务之间快速的注意转换 而 和  则认为
,

分配性注意是

真正的注意分配 这实际上是
“

可以同时存在几个注惫痕迹
”

的争论
。

等 的实验表明
,

两个注惫痕迹不可能同时并存
,

或者至少不能同时起作用
,

支持了注意转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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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刺激选择过程是否存在 自上而下控制也存在争论 有学者对以注意痕迹为基础的

匹配表示怀疑
。

等闭认为
,

可能存在一个抑制机制
,

它主动地抑制被忽略刺激的分析

另外
,

认为
,

一旦感觉痕迹消失
,

注意痕迹就不能维持 而 认为
,

即使没有注

意痕迹
,

心理表象中包含着从感觉刺激中抽取出来的特征
,

可以象注意痕迹那样起作用 这

对匹配所依据的模板提出了补充
。

是否是唯一 的注意效应

的选择性注意理论中
,

把与注意相关的 负波都解释成类似 的内源成

分
,

即 是唯一的注意效应
。

但是
,

许多资料与  的看法有所 冲突
。

第一
,

等人认为
,

使用较短的
,

并且注意与非注意的差异较大时
,

可 能存在
“

真正的 增强
”

讼 等发现
,

在感觉 区存在几个连续的注 意波
,

其中峰潜伏期为

的负波是对 成分的调节
,

其后较晚并且较大的负波是
。

第二
,

 !∀ ## 等仪发现
,

在 中潜伏期 E R P 中
,

有早至刺激后 20 一 30 m
s
的注意相关变

化
;c盯ry 等发现

,

听觉 E R P 中刺激后 10 一 15I n s 有任务相关的变化
。

这对注意痕迹理论提

出了挑战
:(l) 一些早期被动成分有注意调节效应

;(2) 匹配过程似乎不可能这么早就开始
,

因为这样早的时程所对应的是 皮质下的加工或者感觉输入刚刚达到第一听觉皮质区〔
’0:

。

视

觉道和躯体感觉道的研 究也 充分表 明
,

选择性注意调节了加工的早期阶段 的外源成分
,

另

外
,

w ol
d
。 r

ff 等图还发现了早期选择性注意的
“
P
20 一 50

”

增大
。

因此
,

早期注意 效应 主要由 P N 引起
,

但是不能排除外源成分随注意而增大的可能

性[ll 〕
。

由于对颖上 N I 的子成分 了解不多
,

问题比较复杂
。

4 对N aa
tanen选择性注意理论简单评价

N aa tan en 基于用 E R P 方法所得到的证据
,

提出了一个听觉道的选择性注意理论
,

支持

了早期选 择学 说
,

这对于传统 心理学关于注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
,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

视
。

但是其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

首先
,

对于注意痕迹的机制及位置尚有不同看法
;
其次

,

对 以注意痕迹为模板的匹配机制尚有不同观点
. N aa tan en 认为

,

匹配原则是刺激选择的基

本原则
,

这仅仅考虑了自下而上 的加工
;
自上而下加工的存在表明

,

除了匹配之外
,

可能还会

有诸如抑制等其它机制存在
。

而且
,

从选择性往意的研究现状看
,

并不能排除在 P N 之外的

早期成分上的注意效应
。

所以
,

N
aa

t

an

e n

的理论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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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订《美国心理学期刊目录》

美 国心理学会编辑出版有 20 多种期刊
。

现收集整理下列 18 种心理学期刊的 1995 年上

半年各期目录
。

每 一种期刊半年目录订价 10 元 (包括国内邮费)
,

18 种期刊目录全订者可优

惠
。

欢迎征订
。

来信及汇款请寄 100086 北京西颐北馆新 l 楼《心理学动态编辑部》胡小平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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