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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刺激 -刺激和刺激 -反应相容性任务范式 ,将信息加工在知觉和反应阶段的冲突效应分离开来 ,考

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 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 isorder,简称 ADHD)儿童在知觉和反应阶段冲突控制的模式

和时间轨迹。结果发现 ,在反应阶段 , ADHD儿童的干扰控制能力明显弱于正常对照组儿童 ,混合型 ADHD儿童的

能力更弱于注意缺陷型 ADHD儿童 ;在知觉阶段 , ADHD儿童没有明显的干扰抑制缺损 ,两组 ADHD儿童 (注意缺

陷型和混合型 )的表现模式相似 ;儿童抑制冲突干扰所遵循的时间轨迹在知觉和反应阶段有所不同 :与知觉阶段相

比 ,反应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抑制冲突干扰。但 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之间的表现模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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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 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2
ity D isorder,简称 ADHD )可分为三种亚类型 :注意

缺陷型、多动 - 冲动型和混合型 (既表现有注意方

面的缺陷 ,又具有多动 - 冲动方面的特征 ) [ 1 ]。许

多研究者认为 ,反应抑制能力减弱是 ADHD功能缺

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 2, 3 ]。反应冲突控制 (干扰控制 )

是反应抑制的一个重要层面 ,是指抑制与当前目标

行为产生竞争的事件或反应 [ 2, 3 ]。

　　早在 1969年 Sternberg就提出 ,心理加工可以区

分为刺激编码和反应选择两个阶段 [ 4 ]。近年来的脑

功能成像研究又从生理上证明了这种区分 [ 5 ]。以往

一些采用 Stroop和 flanker (侧翼干扰 )任务进行的研

究表明 ,与正常群体相比 , ADHD患者抑制冲突干扰

的能力明显弱 [ 6 - 8 ]。然而 , Stroop和 flanker实验范式

所反映出的冲突效应既可以发生在知觉阶段 ,也可以

发生在反应阶段 ,且负责在不同加工阶段监控冲突的

脑区有所不同 [ 9, 10 ]。那么 ADHD 患者在 Stroop 和

flanker任务中表现出的抑制缺损究竟是与知觉表征

还是与反应输出有关 ,抑或与两者都有关系 ?

　　Jonkman等 [ 11 ]曾采用 flanker任务 ,直接考察了

ADHD儿童在知觉和反应阶段抑制干扰刺激影响的

能力。结果发现 ,在反应时上 ADHD儿童和正常儿

童在知觉和反应阶段的干扰效应模式相似 ,但在错

误率上两者有显著不同 : ADHD儿童在反应阶段的

干扰效应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儿童 ,在知觉阶段的

干扰效应则与正常儿童无显著差异。 Jonkman认

为 , ADHD儿童干扰控制的能力仅在反应阶段弱于

正常儿童 ,在知觉阶段干扰控制能力没有缺损。但

此研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首先 , Jonkman

在考察知觉阶段的干扰效应时 ,只是比较单独呈现

的靶刺激 (无干扰项 )和中性条件 (干扰项与靶刺激

无关 )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而在考察反应阶段的干

扰效应时 ,却是比较不一致条件和中性条件的反应

时和错误率 ,因而并没有直接将冲突本身 (不一致

条件 )在知觉和反应阶段加以区分。其次 , Jonkman

等的研究没有区分 ADHD亚类型 ,而不同类型的儿

童在知觉和反应阶段的冲突控制有可能表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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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第三 , Kornblum等 [ 13 ]曾指出 ,无关刺激在知

觉和反应阶段产生作用的时间进程不同。Jonkman

等的研究以及其他对 ADHD患者抑制缺损的研究

没有从动态的角度 ,从不同加工阶段考察患者抑制

冲突和干扰的能力 ,因而不能给出关于他们抑制加

工过程的立体画面。

　　本研究采用刺激 -刺激和刺激 -反应相容性任

务范式 ,将可能发生在知觉和反应两个加工阶段的

冲突效应分离开来 ,以考察 ADHD儿童的干扰控制

在两个加工阶段上的表现模式和时间轨迹。

　　刺激 -刺激和刺激 -反应相容性任务范式是通

过操纵与任务无关的刺激维度 (或无关刺激 )和与

任务相关的刺激维度在知觉和反应阶段的相容性 ,

观察无关刺激维度或无关刺激在知觉和反应阶段对

当前任务造成的干扰效应 [ 13 ]。例如 ,被试的任务是

对颜色块作判断 ,对红色按左键 ,对绿色按右键 ,红

或绿两种颜色便是与任务相关的刺激维度。与任务

无关的刺激维度可能是与相关刺激颜色相关的汉字

“红 ”或“绿 ”,或者相关刺激呈现的位置“左边 ”或

“右边 ”。刺激 -刺激相容性指字与颜色的匹配 ,包

括一致 (如“红 ”和红色 )和不一致 (“绿 ”和红色 )两

种情况 ,两者的差异量即是发生在知觉加工阶段的

冲突效应 ;刺激 - 反应匹配指刺激呈现的位置与颜

色的匹配 ,因为不同的颜色本身对应着“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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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种亚型 ADHD儿童对各种刺激条件的反应时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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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证实 , ADHD儿童在反应阶段有抑制缺损 ,在

知觉阶段没有明显的抑制缺损。

　　Kornblum等 [ 13, 14 ]用平行分布加工模型来解释

刺激 -刺激和刺激 -反应匹配任务中观察到的各种

效应。平行分布加工模型认为 ,认知加工是在一个

分为不同层次结构的、相互联结的模块系统中进行

的 [ 13 ]。在刺激 -刺激和刺激 - 反应相容性任务中 ,

认知加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输入层和输出层。同

时有四种模块分别代表任务中存在的各种维度 :在

输入层包含两个模块 ,其中一个代表任务的相关刺

激维度 (如本实验中“圆点的数量 ”两个或三个 ) ,另

一个则代表不相关的刺激维度 (如本实验中阿拉伯

数字“2”或“3”) ;在输出层也包含两个模块 ,分别代

表任务相关的 (左右手反应 )和不相关的 (左右位

置 )反应维度。因而 ,模块内单元的激活代表了刺

激或反应特性在某个维度内的激活。在本研究中 ,

任务模块中“圆点的数量 ”与左右手反应的联结是

一个控制加工的过程 ,但刺激条件的不相关维度

(“阿拉伯数字 ”和“左右位置 ”)会自动激活 ,并在

不同的层次上与控制加工产生竞争。是故当无关维

度与相关维度在刺激和反应水平上不一致时 ,被试

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要慢于一致时 ,准确率也更低。

“阿拉伯数字 ”与控制加工的竞争发生在输入层 ,

“左右位置”与控制加工的竞争发生在输出层。

　　本研究发现 , ADHD儿童在三种 SOA条件下错

误率上的反应一致性效应以及在 0m s SOA时反应

时上的反应一致性效应都大于正常儿童 ;但刺激一

致性效应模式与正常儿童没有明显差异。混合型

ADHD儿童在错误率上的反应一致性效应要大于注

意缺陷型 ADHD儿童 ,刺激一致性效应模式也与注

意缺陷型儿童相似。用 Kornblum等的理论解释就

是 , ADHD儿童解决来自输出层的自动加工与控制

加工之间竞争的能力弱于正常儿童 ,混合型儿童的

能力更弱于注意缺陷型儿童 ,而解决来自输入层的

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之间竞争的能力与正常儿童相

似。按照 DSM - Ⅳ对 ADHD类型的划分 ,混合型儿

童与注意缺陷型儿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多动 - 冲

动 ”成分上。本研究发现 ,混合型儿童在反应阶段

的干扰控制能力更弱于注意缺陷型儿童 ,可能提示

“多动 -冲动 ”成分更主要反映了儿童在反应层面

上的抑制缺损 ;但两种亚型 (混合型和注意缺陷型 )

ADHD儿童在反应层面上的抑制缺损是程度上的不

同 ,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 ,本研究再一次表明 ,过

去通常认为的注意缺陷型 ADHD的主要问题在于

低激活和唤醒水平 ,而不在于抑制功能缺损的看法

是片面的 [ 15 ]。

　　本研究还发现 ,在信息加工的知觉和反应两阶

段 ,儿童抑制冲突干扰所遵循的时间轨迹不同 ,但

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模式相似 :在 0m sSOA时 ,

两组儿童的刺激一致性效应和反应一致性效应都很

显著 ;在 300m s和 600m s SOA时 ,儿童在反应时上

的刺激一致性效应量明显下降 ,在错误率上的刺激

一致性效应已不明显 ,而反应一致性效应仍然很显

著。另外 ,尽管图 3和图 4显示 ,在 300m s SOA时 ,

刺激一致性和反应一致性效应有低于 600m s SOA

的趋势 ,但从统计检验上 , 300m s和 600m s SOA条件

下的冲突效应没有明显差异。所以 ,我们认为 ,刺激

一致性效应量和反应一致性效应量随着 SOA延长

下降速度不同可能提示 ,在知觉和反应输出阶段 ,无

关刺激其实是同时被激活并影响到对目标刺激的加

工 ,但在两个加工阶段消除这些无关刺激所产生的

影响确实有先后快慢之分 :对知觉阶段冲突干扰的

解决发生在前 ,速度也快 ,对反应阶段冲突干扰的克

服发生在后 ,速度也慢。这个发现支持了 Kornblum

等的观点 ,即解决来自输入层和输出层的竞争是分

为刺激加工和反应产生两个阶段的。

5　结语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ADHD儿童在认知

加工的反应阶段存在抑制缺损 ,且混合型较注意缺

陷型缺损程度更大。在知觉阶段没有观察到 ADHD

儿童有明显的抑制缺损表现。儿童抑制冲突干扰所

遵循的时间轨迹在知觉和反应阶段有所不同 :与知

觉阶段相比 ,反应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抑制冲

突干扰 ,但 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之间的表现模式

相似。对照已有关于冲突控制的脑功能成像研

究 [ 10 ] [ 6 ]
,我们可以推论说 , ADHD患者前扣带回皮

层的功能下降 ,在混合型患者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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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imulus2stimulus and stimulus2response compatibility task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ADHD children

had deficits in conflict control at periods of percep tual p rocessing and response activation, and whether they resolved con2
flicts in sim ilar time courses as normal children. Subjects were two subtypes of ADHD children ( 25 p redom inantly inat2
tentive and 30 combined) and normal controls who were matched in age, IQ and the year of edu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ADHD children had great difficulties ( even more sever showed the combined comparing with p redom inantly inat2
tentive) in resolving conflict at period of response while they showed a normal pattern as controls in controlling conflict at

period of percep tion. Moreover, for both ADHD and normal children,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t period of percep tual and re2
sponse had different time courses, with more time needed for the resolution of response conflict.

Key words　conflict control, periods of p rocessing, subtypes of ADH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