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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同音判断和音节监控方法 ,考察言语产生中双词素词语音激活的特点。选用以偏正结构的双词素词

为名称的图片和与双词素词中首尾两个词素同音的两组探测字作为实验材料 ,探测字在图片呈现后 50 毫秒 (实验



关控制组 (无规律组)相比会出现明显的内隐启动效

应[10 ,11 \ 〗,即有规律性的音节发音时间短于无规律

性的音节 ;如果目标词的首音节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时 ,则不存在启动效应 ;当目标词的尾音节之间具有

同音关系 (如“书本 —机器 ,箱子 —尾气 ,酒杯 —放

弃”中的“器 ,气 ,弃”) 时 ,也不存在启动效应。如果

语音编码过程是序列性的 ,那么被试在发音时只能

先准备首音节 ,再准备尾音节 ,在内隐启动实验中出

现首音节的促进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出现尾音

节的促进效应是因为发首音节时 ,尾音节还没有准

备好 ,不会影响命名潜伏期。上述实验结果因而被

解释为



形、字义等其他关系)的一组探测字。

表 1 　关键材料和探测字字频、音节频率和

笔画数的平均数 (括号内为中数)

材料性质
图片名称 探测字

首词素 尾词素 首词素 尾词素

材料举例 飞 机 非 击
词素频率 1294 441 323 353

(582) (239) (223) (191)

音节频率 3822 3591 3822 3591

(2199) (1570) (2199) (1570)

同音词素数量 714 917 714 917

(715) (8) (715) (8)

笔画数 813

(8)

815

(8)

以拉丁方设计把 48 项关键材料和 18 项第一类

填充材料按探测字是探测首词素 (音节)还是尾词素

(音节)分别交叉分成两个测验组。每个测验组包含

所有图片 ,一半是探测首词素 ,另一半是探测尾词

素 ,每个被试只接受一个测验组和所有的实验条件

(首词素和尾词素组探测条件) 。被试对以上 66 项

材料应做“Yes”判断。66 幅第二类填充图片及相应

的单字探测材料均相同地出现在两个测验组中 ,被

试对其应做“No”判断。

212 　实验程序和步骤

　　本研究由两个实验组成 ,实验步骤根据汉字是

在图片前出现还是在图片后出现而有所不同。根据

已有研究结果[19 ] ,被试在看到图片 50 毫秒后 ,图片

名称的语音信息就已经开始得到激活 ,因此 ,实验一

选取 SOA 为 50 毫秒。实验材料在计算机屏幕正中

间顺序呈现。首先呈现“+ ”300 毫秒 ,接着空屏 300

毫秒 ,然后呈现图片 ,图片呈现 50 毫秒时 ,在图片中

间加入探测字 (图片保持不变) ,图片及探测字在被

试作出反应的同时在屏幕上消失。被试对探测词素

是否与图片名称中任何一个词素同音作出判断 ,即 ,

如果探测词素和图片名称中的首词素或尾词素同

音 ,则按下反应盒的“Yes”键 ,如果探测词素和图片

名称中的两个字都不同音 ,则按“No”键。被试必须

在 2 秒之内做出反应 ,否则算错 ,每两个项目之间的

时间间隔为 4 秒。实验实施使用 DMDX 系统 ,该系

统呈现与计时精度均为 1 毫秒。

　　实验二采用音节监控方法 ,在正式实验中先呈

现探测字 1000 毫秒 ,汉字消失后空屏 300 毫秒 ,然

后呈现图片 ,要求被试在看到图片后立即判断探测

字与图片名称中任何一个汉字是否同音。被试反应

及计时方式同实验一。

　　两个实验在具体操作时均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

为训练阶段 ,要求被试熟悉实验中所有图片并记住

其相应的双词素名称 ,被试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图片

名称。第二阶段为正式实验 ,要求被试在看到图片

中间出现的探测字 (实验一)或图片 (实验二)时立即

作出判断。计算机记录下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

主试对被试的反应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

213 　被试

　　被试为北京大学 62 名本科生 (实验一、二各 31

人) ,北方人 ,普通话标准 ,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 ,以

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实验 ,实验结束后获得少量报

酬。

214 　结果分析

　　实验一所有被试在关键材料上的错误率及所有

关键项目的错误率没有超过 25 % ,在对实验数据

进行分析时没有删除任何被试或项目。在实验二

中 ,对图片“袋鼠”和探测字“属”作判断时 ,错误率达

100 % ,故删除该项目。所有被试在关键材料上的错

误率均低于 25 % ,进行数据分析时保留所有被试的

数据。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见表 2。

表 2 　被试在首词素组和尾词素组两种条件下的

平均反应时 (ms)和错误率 ( %)

实验 指标 首词素组 尾词素组 效应量
实验一 反应时 967 904 63

错误率 1317 619 618

实验二 反应时 743 703 40

错误率 912 411 511

对实验一反应时进行被试内 ( t1 ) 和项目间

( t2)的 t 检验 ,发现首词素组和尾词素组条件之间

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 , t1 (30) = 3193 , p < 0101 ,

t2 (47) = 2187 , p < 0101 ,被试对尾词素组条件的反

应要明显地快于首词素组。在错误率分析中表现出

相同的模式 ,即首词素组和尾词素组条件之间的错

误率存在显著差异 , t1 ( 30) = 4122 , p < 0101 , t2

(47) = 3132 , p < 0101 ,被试在尾词素组条件下的错

误率明显少于首词素组。

在实验二中 ,对反应时进行 t 检验 ,结果表明首

词素组和尾词素组条件下的反应时之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 , t1 (30) = 3182 , p < 0101 , t2 (46) = 2149 , p

< 0105 ,被试对尾词素组条件材料的反应明显快于

首词素组。错误率分析也表现出相同模式 ,首词素

组和尾词素组条件下的错误率也存在显著差异 ,

t1 (30) = 41 45 , p < 0101 , t2 ( 46 ) = 2178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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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被试在尾词素组条件下的错误率明显低于首

词素组。

3 　讨　论

　　本研究在即时的同音判断 (实验一)和音节监控

(实验二)两种任务下均发现 ,对尾词素组材料的反

应时明显快于首词素组。这一结果与双词素音位信

息序列激活的观点不符。在讨论实验结果的理论含

义前 ,我们首先排除下列可能性 ,即实验结果是由图

片名称中首词素与尾词素或探测字中首字与尾字性

质匹配不当造成的。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图片名称

首词素的词素频率略高于尾词素 ,说明首词素的语

义表征和音位信息的激活速度应快于尾词素。而首

词素的音节频率高于尾词素 ,同音词素数量低于尾

词素 ,表明首词素的音位信息激活也应快于尾词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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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LOGICAL ACTIVATION OF DISYLLABIC COMPOUND

WORDS IN THE SPEECH PROD UCTION OF CHINESE

Zhou Xiaolin , Zhuang Jie , Yu Miao
( Center f or B 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 and Depart ment of Psychology , Peking U 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 homophone judgment task ( Experiment 1) and a syllable monitoring task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equentiality

of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the spe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