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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经典线索一靶子范式 ,考察了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对返回抑制 , 效应量的调节作用 。

结果发现 ,在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或无意义线索条件下均产生了 效应 ,但是在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效应

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相比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或无意义线索 ,被试对呈现在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更

快 。结果表明 ,自我相关信息能够削弱 的效应量 ,并为 是一种进化适应性的视觉搜索促进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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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 ,在对视觉场景进行

搜索时 ,不仅要对一些简单的图形线索进行加工 ,还

需要对一些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社会性线索进行加

工 。个体在面对复杂的视觉场景时 ,只有具备迅速

指向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社会性线索的能力 ,最快的
觉察到同伴 、人侵者或威胁性信息 ,才能确保其自身

获得最大 的生存 机会 , , 嗯 ,

, , ,是个体对所处环

境进化适应性的表现 张庆 , 张杰栋 , 胡思源 , 刘

嘉 , 。

自我相关信息是一种对个体具有特殊生态学意

义的社会性线索 ,承载 自我相关信息的线索能够优

先或更快的得到加工 ,且 自动 的吸引和捕获注意

, , , ,

。例如 ,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对自我面孔或姓名

的搜索和识别快于对他人面孔或姓名的搜索和识别

, ,

, , , , 一

, , , , , ,

, , 也有研究发现

承载 自我相关 信息 的线 索难 以被 忽视 叮 ,

, ,

, 乙 , ,

, ,并且能对个体在复杂环境中的注意定
向有调节作用 ,研究者采用 和

的线索 一靶子范式 ,发现在注意的早期易化阶段 ,暂

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和 自我面孔线索可以调节易

化的效应量 刘明慧 , 王凌云 , 隋洁 , 张明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 , 和 在利用

线索 一靶子范式进行研究时发现 ,线索对靶刺激不

仅存在一个早期的易化效应 ,还存在一个晚期的抑

制效应 。当线索 一靶子呈现的时间间隔

, 大于 时线索对靶刺激
的易化反转为抑制 ,表现为个体对出现在线索侧靶

刺激的反应明显慢于对出现在非线索侧靶刺激的反

应 ,研究者将这种反应上的劣势称为返回抑制

, 。 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视

觉搜索促进机制 ,能够抑制注意返 回先前注意过的

位置 ,进而使注意能够更有效的指向新异的空间位

置 , ,

, , 心 ,

。但以往采用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材料 如面

孔 、负性情绪表情等 作为线索的研究发现 , 这

种视觉搜索促进机制很可能并不具备 “进化适应

性 ” ,而是一种 “盲 目性 ”的机制 。 的效应量不

能受到线索属性的调节 ,即无论线索承载了多么重

要的生态学意义 , 依然会简单 、机械的抑制个体

返回先前注意过的位置 ,进而去搜索环境中新异但

并不重要的信息 ,

, , , , ,

, , , , 。据
此 ,尽管自我相关信息作为一种具备生态学意义的

线索存在很多认知加工的优势 ,并且 等

和刘明慧等 的研究也发现了自我参照线索能

够在易化阶段对易化效应量表现出调节作用 ,但对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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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类信息作为线索时能否在抑制阶段继续影响

“盲 目的 ” 还不清楚 。

本研究试图探讨 自我参照线索是否会对 的

效应量产生影响 ,以揭示 自我相关信息在晚期抑制

阶段对注意的调节作用 。以往对 自我相关信息加工

的研究多采用的是 自我面孔或 自我姓名作为刺激材

料 ,将他人面孔或姓名作为对比刺激材料 ,但由于无

法控制被试对刺激材料本身的熟悉程度 ,不能很好

的说明自我优势效应是来源于自我的特异性还是来

源于个体对刺激材料的熟悉性不同 。为了避免材料

熟悉性因素对结果解释的干扰 ,研究依然采用 了

等 所使用的联想学习任务 在空间线索任务

前 ,先训练被试暂时建立颜色图形线索与意义的联

系 如红色方块代表 自己 、绿 色方块 代表一个朋

友 。联系建立后 ,采用 和 经典

线索 一靶子范式进行空间线索任务 ,以对出现在线

索侧与非线索侧靶刺激反应时的差值作为 的效

应量 。此外 ,在空间线索任务中 ,除了先前训练中暂

时与自我建立联系的自我参照线索和与朋友建立联

系的朋友参照线索 ,还增加了没有建立任何意义联

系的无意义线索 蓝色方块 ,作为 效应量的基

线 。

研究假设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能够对

的效应量产生调节作用 ,预期相 比暂时建立的朋友

参照线索和无意义线索 ,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
条件下 的效应量将显著减小或反转为易化 。

心距离白色方框靠近注视点侧 的边缘 、视角

为 。线索为 、视角为 的正

方形 ,颜色为红色或绿色 ,注视点中心距离线索靠近

注视点侧的边缘 、视角为 “。线索下方出

现的白色中文 “你自己 ” 、“朋友 ”为 耐

、视角为 “ “ 。。在空间线索任务

中 ,线索下方不再呈现汉字提示 ,其它材料规格与联

想学习任务中的相同。靶刺激为 · 、

视角为 的白色星号 见图 。

方法

, 被试 随机选取在校大学生 名 女生 名 、

男生 名 ,年龄 一 岁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 。实验后给予被试一定数额的酬劳 。

实验设计 采用 因素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第一个因素为线索类型 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 、

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和无意义线索 ,第二个因

素为靶刺激出现的位置 线索侧和非线索侧 。正

式实验共进行 次测试 ,分为 组 ,每组 次 ,每

组中每种处理水平 的结合测试 次 。在正式实验

前要求试被完成 次练习测试 ,正式实验过程中被

试有两次休息的机会 每次 分钟 ,整个实验约持

续 分钟 。

材料与仪器

实验材料 在联想学习任务 中 ,注视点为

。 、视角为 。的 白色加号 ,两侧为

、视角为 “的白色方框 ,注视点中

图 联想学习任务中所用到的实验材料示例

黑色方块代表实际中的红色方块 ,白色方块代表实际中的绿色

方块

实验仪器 实验程序在 开天

微 型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 显 示 器 为

产 。 ,分辨率为 ,刷新频率

。实验使用 光电鼠标作为反应键 。

实验程序

实验在微暗的环境下进行 ,屏幕背景颜色为深

灰色 ,被试距离屏幕约 。

在联想学习任务中 ,被试首先学习不同颜色线

索所代表的意义 ,其中一半被试被告知 “红色代表你

自己 、绿色代表你 的朋友 ” ,另一半被试则被告知

“绿色代表你 自己 、红色代表你 的朋友 ” ,并要求被

试将朋友具体为一个人 。随后屏幕上呈现注视点

,之后在注视点两侧任意一侧 白色方框 中出

现红色或绿色的方块 ,被试需既快又准的判

断线索下的中文提示是否与有色线索所代表的意义

匹配 ,按键反应之后被试将得到 的反馈 包

括反应是否正确 、反应时间和平均正确率 。每名被

试完成 个试次 ,红色方块与绿色方块出现的次

数各 次 ,呈现顺序随机 。

空间线索任务采用了经典的线索 一靶子范式 ,

具体程序如图 所示 呈现中央注视点和两个白

色方框 在中央注视点左右任意一侧的白

色方框中呈现线索刺激 自我参照线索 、朋友参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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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或无意义线索 ,线索距离中央注视点的距

离为 “视角 线索消失 ,屏幕上留下中央注视

点和两个白色方框 即 呈

现靶刺激 ,靶刺激随机出现在线索侧或非线索侧 ,距

离中央注视点的距离为 “视角 ,要求被试当意识

到靶刺激出现就既快又准的按键反应 。如果被试提

前按键或反应时小于 将被提示 “请不要提前

按键 ” ,如果被试 仍未做出反应将 自动进人

下一次测验 ,两个测验间有 的间隔 ,整个实验

过程中要求被试验一直注视中央注视点 。

靶刺激 直到反应

小于令石 门。
纷索侧或非线索例

自我参照 、朋友参照或无愈义线索

图 空间线索任务刺激呈现顺序

结果与分析

联想学习任务测试正确率和反应时

全部被试训练正确率均超过 平均正确率

为 ,由此我们认为被试已经建立起线索与

意义的联系 。采用配对样本的 检验 ,发现在被试

的正确反应中 ,对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的反应

显著快于对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的反

应 , 一 沪 ,说明自我参

照线索作为一种 自我相关信息 ,个体能够对它做出

更快的反应 。

空间线索任务中 的效应量

将被试反应时中小于 或大于 的

反应时数据作为错误反应处理 。由于空间线索任务

采用的是简单觉察任务 ,被试的错误率小于 ,故

不对正确率作进一步的分析 。

, 线索颜色对 效应量的影响

考虑到线索颜色可能对 的效应量造成影

响 ,先将颜色因素纳人分析 ,以线索颜色 红色 、绿色

和蓝色 和靶刺激出现的位置 线索侧和非线索侧

为自变量 ,对被试反应时进行 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 析 。结 果 未 发 现 线 索 颜 色 主 效 应 显 著

, ,且未发现线索颜色与靶刺激 出现

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 。说明线索颜色本身

并不能对 的量产生影响 。

线索类型对 效应量的影响

进一步以线索类型和靶刺激出现的位置作为自

变量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 。结果显示 见图 ,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巧 巧 , ,说明被试对出现在不同类

型线索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时存在差异 。对线索类型

的主效应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 发现被试对出现在自我参照线索后靶刺

激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出现在朋友参照线索

或无意义线索 后靶刺激的反应时

,且未发朋友参照线索和无意义线索两种

条件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被试对出现在 自

我参照线索后的靶刺激有更快的反应 。靶刺激出现

的位置主效应显著 , , , ,说明

被试对出现在线索侧靶刺激的反应 显著慢

于出现在非线索侧靶刺激的反应 ,即表明

产生了 效应 。

同时也发现 ,线索类型与靶刺激呈现位置的交

互作用显著 , ,巧 , ,进一步做简

单效应检验发现 当暂时建立的线索类型为朋友参

照时 ,靶刺激呈现位置的简单效应显著 , ,

, ,靶刺激出现在非线索侧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靶刺激出现在线索侧 的反应时

当线索类型为无意义线索时 ,靶刺激呈现

位置的简单效应也显著 , , , ,

靶刺激出现在非线索侧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

线索侧的反应时 但是 ,当线索类型为 自我

参照时 ,未发现靶刺激呈现位置的简单效应显著 ,

。这说明 ,靶刺激呈现位置效应 即靶刺激出现

在非线索侧和线索侧反应时之间的差异 受到线索

类型的影响 ,当线索类型为朋友参照或无意义时 ,靶

刺激呈现位置的效应明显 ,即出现了

,当线索类型为自我参照时 ,靶刺激呈现位置

的效应不明显 ,即没有出现 效应 。

为探究 自我参照线索没有出现 效应 的原

因 ,将靶刺激呈现位置这一因素固定 ,考察线索类型

的简单效应 ,结果发现当靶刺激出现在线索侧时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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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类型的简单效应显著 , , 二 , ,

进一步采用配对样本的 检验 ,发现当靶刺激出现

在线索侧 ,自我参照线索的反应时 显著短

于朋友参照线索 和无意义线索 ,

一 ,尹 一 , 。
这说明 ,相比朋友参照线索和无意义线索 ,个体对出

现在 自我参照线索侧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更快 ,进而

导致了自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效应量的减小 。

︵的﹀̀侧公盆侧睁

自往 邢 朋友今照

线索类型

无定义

图 空间线索任务各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误

讨论

本研究使用线索 一靶子范式 ,采用暂时建立的

自我参照线索考察了这种承载 自我相关信息的社会

性线索是否能够对 产生影响 ,实验得到的结果

与实验假设基本相符 。

首先 ,联想学习任务结果显示 ,相比对朋友参照

线索的反应 ,被试在对 自我参照线索进行反应时速

度更快 ,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的发现相符

, , ,

, , , , ,

体现出个体对 自我相关信息认知加工上的易化优

势 ,同时也说明被试能够建立起颜色图形线索与意

义的联系 , 。

更重要的是 ,与实验假设相符 ,空间线索任务结

果表明在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和作为基线的无

意义线索条件下均产生了 效应 ,且效应量很接

近 ,但是在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个体没

有产生 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 ,暂时建立的 自

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效应量的减少 ,是由于被试

对呈现在 自我参照线索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显著快于

对呈现在朋友参照线索或无意义线索后的靶刺激的

反应 ,即 自我参照线索能够独特 的消减注意在长

阶段的抑制效应 ,促使注意更快的返 回到已经

注意过的线索侧 。以往研究发现 , 自我相关信息是

一种对个体生存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性信号 ,个体
在对这类刺激进行加工时会在行为反应上表现出优

势效应 。这种 自我优势效应在注意上表现为 ,当 自

我相关信息作为一种任务不相关刺激时 ,个体依然

难以忽略这类刺激 , ,并且对后

续任务加工中的注意定向有调节作用 刘明慧等 ,

。 。 , 。我们的实验结果与以往研

究相一致 ,并进一步发现自我相关线索不仅在注意

的易化阶段对注意定 向有调节作用 ,而且在反射性

的注意抑制阶段仍可消减抑制的效应量 ,促使个体

更快的返回到之前注意过的位置 。这一结果说明 ,

自我相关信息能够克服认知加工过程中抑制效应的

阻碍 ,持续的调节个体的注意定向 ,表现出一种稳固

的自我优势效应 。

此外 ,这一结果也为 是一种进化适应性的

视觉搜索促进机制提供 了实验证据 当线索承载了

对个体有重要生态学意义的 自我相关信息时 ,

可以受到线索属性的调节 ,克服抑制并迅速返回已

注意过的线索位置 ,说明 可能是一种 “灵活 ”的

视觉搜索促进机制 。在以往研究者提出 “ 是一

种视觉搜索促进机制 ”以后 ,有很多研究试 图探讨

究竟是 “进化适应性的 ”还是 “盲 目性的 ”视觉

搜索促进机制 ,这些研究多选择中性面孔 、负性情绪

表情面孔或威胁性信息作为对个体有生态学意义的

社会性线索考察其对 效应量的影响 ,但大多研

究没有在正常人群被试身上发现所选用的社会性线

索会对 的效应量产生影响 , ,

, 币 ,

, , ` 一 八 ,

, , , ,由此研究

者推论 , 只是一种 “盲 目性的 ”视觉搜索促进机

制 ,即使线索是具备重要生态学意义的社会性信号 ,

依然会抑制个体返回先前注意过的位置 。我们

的研究得到了与以往研究相反的结果 ,研究者认为

造成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实验所选用的社会性

信号类别的差异 以往研究多选用与被试 自身不相

关的陌生人人工表情面孔 ,但是正常成年人被试能

够有意的抑制 自身对线索刺激的情绪唤醒 邓晓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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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玄 , 黄诗雪 , 袁雯 , 周晓林 , ,当被试觉

察到线索刺激既与实验任务无关 ,也与 自身生存无

关 ,进而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消除线索对靶

刺激反应造成 的影响 , , ,

, 。本研究所选用的自我相关信息 ,与

被试 自身有天然的联结 ,对个体有重要的生态学意

义和较强的情绪效价 , ,并且以往

研究也发现这种直接指向被试 自身的线索很难通过

有意注意加 以忽略 说 , 卿 ,

, 雨 ,

, ,因而可以较好的排除被试在

实验过程中形成反应策略对结果造成的干扰 ,以观

测线索属性对靶刺激反应的影响 。

结论

暂时建立 自我参照线索能够对 的效应

量产生调节作用 ,在注意的抑制阶段 ,个体仍能对出

现在 自我参照线索后的靶刺激迅速做 出反应 ,

效应被削弱 。自我相关信息可以在不同阶段持续调

节注意定向 。

并非是 “盲 目机械的 ”视觉搜索促进机

制 ,而是一种对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线索有例外反应

的进化适应性视觉搜索促进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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