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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姓名加工的相对独特性 :来 自 R SV 尸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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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采用注意瞬脱的双任务 RSv P 范式通过操纵Tl 任务知觉负载水平的高低及Tl 一竹 问的延迟长短 ,检验不同负载和

延迟条件被试对陌生姓名 !明星姓名和自我姓名的识别正确率 "研究发现 , 自我姓名加工具有明显的注意瞬脱对抗效应, 体现出

加工的独特性 ,但其独特性受负载及延迟条件的影响 ,且明星姓名在一定条件下也出现了 与之相近注意瞬脱的对抗效应 , 证明 自

我姓名加工具有相对的独特性"

关键词 自我姓名 熟悉性 注意瞬脱 知觉负载 R S VP

, 引言

人们经常有这样的体验 , 尽管身处嘈杂的环境

中或正专注于某事 ,若周围有人提起自己的名字 ,哪

怕在这之前你根本就没听见说话人说的一个字 ,你

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听到自己的名字 "这一现象说明

了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 "自我姓名作为抽象的自

我组成部分 ,有证据表明自我姓名与 /内在的自我 0

紧密相连 (W atson , 1986 :Koole & Pelham , 2003 ;贺

熙 , 朱谨 , 20 10 ) "由于自我姓名与人格 自我紧密相

连 ,对个人的意义重大 , 因此 自我姓名的识别可以在

多种实验范式下表现出加工独特性 , 具体表现为自

我姓名更容易引起注意 ,在识别的速度及正确率上

具有高优先性 ,表明自我姓名的加工可能不受或较

少受注意资源的限制(M oray , 1959 ; M aek & R oek ,

1998 ; H am s , pashler, & Coburn , 2004 ) "近年来采

用注意瞬脱的快速系列视觉呈现 (R ap 记 seri al vi su-

al Pre sentation , R SV P )的研究范式为探讨 自我姓名
的加工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 "注意瞬脱(Ai ten tion al

Bl in k , A B )是在研究注意的时程问题时发现的一种

现象 (R aym ond , Shapiro , & A m ell, 1992 ) ,指由于有

限时间内注意资源的限制使个体对某个特定 目标刺

激的注意选择而引起的对其他未能进人注意范围内

的刺激的功能性盲视 "注意瞬脱多采用 R sv P 范

式 ,要求被试在一系列分心物中对其中两个目标刺

激(第一个目标为 Tl ,第二个目标为 犯 )进行识别 ,

当两目标呈现的时间间隔在 200 一soo m s 时 , 对 犯

的识别正确率下降 " 目前 ,对注意瞬脱现象最一般

的解释是两阶段模型 (C hun & Potter, 1995 ) "该模

型指出对项目的加工包括两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

段 RSVP 信息流中的所有项 目都得到最初加工 , 对

Tl !犯 进行报告的需求使 Tl !长 巩固并转移进人第

二阶段 ,这与短时记忆有关 " 由于短时记忆容量有

限 ,所以在给定的时间内只允许加工一个项 目Tl ,

或者可能再加工一两个分心物 ,留给 程 的资源就很

少了 ,只有等 Tl 加工完毕 , 才能加工 几 ,也就导致

了对 犯 报告正确率的下降 , 即出现了注意瞬脱(Zu-

viC et al. , 2000 ) "
shapiro , e aldwell和 Sorensen(1997 )为了验证 自

我姓名的自动加工用 R SV P 范式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发现 ,被试对自我姓名没有产生注意瞬脱 ,表明自我

姓名由于其加工的独特性 ,不受或较少受注意资源

的限制 ,具有注意瞬脱的对抗效应 "

然而 , G iesbre eht等人 (G iesbreeht, Sy , & Lew-

is , 2009 )引入T I 的知觉负载这一变量考察了知觉

负载对自我姓名加工的影响 "研究发现 , 自我姓名

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产生了注意瞬脱 , 证明自我姓

名加工受到知觉负载的限制 "该研究认为 ,依照 La -

vi e( 199 5) 的知觉负载理论 , 知觉是资源有限的加工

过程 ,如果目标刺激没有耗尽当前的注意资源 ,那么

多余的资源就要自动溢出 ,加工无关刺激 ,反之则不

能加工无关刺激 "已有研究认为 , 注意瞬脱发生于

认知加工的何种阶段主要决定于目标刺激物的知觉

负载水平:高知觉负载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多 , 导致注

意的选择发生在后期的知觉加工阶段 , 而低知觉负

载消耗的资源较少从而可留有空余的资源对其他信

息进行知觉加工 , 注意的选择发生在后知觉选择阶

段 (La vie , 1995 ; 肠vie & Fox , 2000 ; Lavie , R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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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2003) "因此 ,尽管一般条件下 自我姓名加

工不需要或较少需要注意资源 , 但是在高负载的

RSV P 任务下依然出现了注意瞬脱现象 "

G iesbreeh 等人 (2009 )的研究似乎表明 ,在一定

的任务环境下 , 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可能不是绝

对的 "但该研究对 自我姓名加工所具有的相对独特

性的的探讨依旧存在一定的问题 "该研究直接采用

了自我姓名与陌生姓名作对比, 这种操作无法排除

自我姓名与陌生姓名在熟悉性上的差异对实验结果

的影响 "而近期 Ta eikowski等人 (2011)采用 fM R I

技术对自我姓名加工的脑机制进行考察 , 发现 自我

姓名与熟悉的他人姓名加工在脑区激活上只有量的

差异而无质的区别 ,说明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是

相对的"但 Taeikow ski等人(2011)的研究主要针对

自我 !熟悉他人以及陌生他人三种人名加工神经机

制的不同 ,并未回答知觉负载和注意延迟条件是否

会影响 自我姓名加工 , 进而产生 自我姓名加工的相

对独特性 "

因此 ,本研究采用加人知觉负载变量的 R sv P

研究范式 ,在 Gi es bre ch 等人研究基础上 , 引人熟悉

的明星姓名 , 比较 自我 !熟悉他人以及陌生他人三种

人名在 R SVP 注意识别中的加工过程 , 进一步揭示

自我姓名加工所具有的相对独特性在知觉负载 RS-

V P 任务中的表现 "

2 实验方法

2.1 实验设计

该实验为 3 因素被试内设计 , 自变量为 TI 的知

觉负载(高负载/低负载 ) !代 的姓名类型 (陌生姓

名/明星姓名/自我姓名 ) !T1 一程 间延迟 (la 夕/

la岁) "因变量为在对 T1 反应正确下 犯 的反应正

确率 "

2.2 被试

某高校在校本科生 30 名 (男生 13 人 ) ,被试姓

名均为常见的三字名 , 年龄在 19 一23 岁之间 ,平均

年龄 20 .6 岁 ,右利手 ,身体健康视力正常或矫正视

力正常 ,无色盲色弱 ,所有被试作为有偿被试 自愿参

加实验 "

2.3 实验材料

Tl 刺激采用 nan ke rs 范式为由五个箭头组成的

图片共四张 ,其中高负载图片两张 , 图片中的中央箭

头与两侧箭头的方向不一致 ,即 :< < > < < 和 > >

< > > , 另外有低负载图片两张 ,图片中的中央箭头

与两侧箭头方向一致 , 即: > > > > > 和 < < < <

< "每个箭头的大小为 1.20 x 1.20 ,箭头之间的距

离为0.2 /,刺激图片做成 210 x 120 像素大小 "

竹 包括被试 自我姓名 !明星姓名和陌生姓名 "

(l) 自我姓名为实验开始前搜集并整理的被试姓

名 ,均为三字姓名 " (2) 明星姓名是从中国明星排

行榜 *中选取三个字的男 !女明星姓名各 80 个 "实

验开始前让被试 自己从中选取熟悉并喜爱的男 !女

明星各 40 人 "用 7 点量表评定法测得的被试选择

的明星姓名的平均熟悉度为 6.87 ,表明被试对所选

择的明星姓名的熟悉度非常高 " (3) 陌生姓名:从

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统计出的 5中国姓氏排

名 6中选取排名前 30 的姓氏作为陌生姓名的姓氏 ,

从 5男孩 !女孩姓名大全 6**中选取常见男名 !女名各

40 个作为陌生姓名(均为三字姓名) "正式实验之

前选取在校大学生 ro 人在非注意瞬脱范式下对陌

生姓名的性别区分的难易程度做了鉴定实验 , 实验

结果表明所选取的名字性别区分度是可靠的 (平均

正确率为97 % , sD = .02 ) "

分心刺激的筛选 自三字常见物品名词 (如地板

砖 !电视机等)20 个 "

所有文字刺激字体大小均为 36 号 , 做成 Z10 x

12 0 像素大小图片 "采用 E 一pri m e 1.3 软件包编制

程序后呈现在 17 时纯平显示器上(分辨率 10 24 x

76 8; 刷新率 60 H z) , 实验中被试距显示器约 50cm

处 ,面对屏幕中央 ,水平和垂直视角分别为 5.73 /和

3 .6 1 / "

2.4 实验程序

实验流程如图 1 所示 ,研究采用双任务 R Sv P

范式 , 即要求被试对 T1 与 代 两 目标均进行反应 "

首先屏幕中央出现一个 400 m s 的注视点 , Zoo m s 的

空屏后连续出现包括 Tl 和 代 在内的 22 张刺激图

片(即 22 个 lag s) "与前人研究一致 , 本实验 代 呈

现之前每个 la g呈现64 ms ,其中Tl 在第 3 至第 6 个

刺激位置上随机出现 "T2 及 T2 呈现后的分心刺激

呈现40m s ,犯 出现在 Tl 呈现后的第 2 或第 9 个延

迟位置 (la夕 或 la萝 ) "两种条件下 Tl 和 犯 的

soA 分别为 64 m , 和 504 m s "前者在注意瞬脱时间

范围内而后者在注意瞬脱时间范围外 "为防止被试

混淆目标刺激与分心刺激 , Tl 和 犯 图片用红色边

框予以突出 "所有刺激序列呈现结束后呈现 600 m s

见 httP ://~ .m in gx ing ban g info

见 http :// wenku.baidu.eoln/ view /

6 7 14 a l苗 8 9 eb l7 2 d ed6 3 b7 4 5 . h t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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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屏 ,两个任务 :判断 Tl 出现的中央箭头朝向(l = 琼 ,蒋玉宝 ,汪凯 ,201 1) ,按照 Tl 知觉负载水平的高

左 ,2 = 右 )及出现的人名性别 (1 二男 , 2 = 女 )被试 低分为两个区组 , 其顺序在被试间予以平衡 "为了

根据任务要求进行按键反应 "为了保证正确率 , 所 平衡延迟条件 ,lag Z 和 la 萝 两种组块交叉呈现 ,实验

有反应均不限时 "第二个问题回答完毕后进人下一 中一半被试先完成 lag Z 组块 , 另一半被试先完成

个试次的实验 "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进行 50 个试 la 妇组块 "每种处理水平均为 20 个试次 ,共 2 x 3 x

珠练习,练习数据不予以统计" 2 -20 = 240 个试次,分为4 个hloc k ,每个bl oc k 为
本研 究参 照前 人研 究 (SIl ()r e , M d au gh lin , & 60 个试次 ,每个 bl oc k 中三类人名的呈现次数相等 ,

Klein ,200 1;G iesbreeht, ,y , & EI一iott,2007 ;叶榕 ,余凤 各 20 次 "整个实验持续 30 分钟左右 "

3 实验结果

图 1 实验流程示意图

抗效应 "(2 )Tl 的知觉负载主效应显著 , F ( l ,29)

= 巧.28 ,p = .00 1 "随着 Tl 知觉负载量的增高 ,儿
结果表 明 , 被试对 Tl 反应的平均正确率为

% % ,其中高 !低知觉负载两种条件下对 Tl 反应的

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94 % 和 98 % , 两者差异显著

(p 二.01 ) , 即被试对 T1 的反应在高负载条件下的

正确率显著低于低负载条件 ,说明实验中 Tl 任务对

知觉负载高低的调节是有效的 "

三种类姓名在不同条件下 的反应正确率见表

l "对 儿 的正确率进行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 ,结果见表 2 "
表 1 各种处理条件下被试对 T2 反应的正确率

妇 名类吧

陌 -} 列名

负载
la解 la四

明星妇名

J一I我女-}名

4 9 %

5 4 %

5 4 %

6 0 %

5 2 %

8 7 %

55 %

5 8 %

6 2 %

7 5 %

9 >%

9 5 %

从表 2 可以看到 , 3 个因素的主效应均显著 :

(l) 72 姓名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2 , 28 ) = 32.49 ,

p = #00 0 ! 几 的平均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陌生姓
名(54% ) !明星姓名(63 % )和 自我姓名 (81 % ) "多

重比较后发现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明星姓

名和陌生姓名(均为 p 二 .000 ) ,明星姓名和陌生姓

名的正确率也有较显著的差异 (p 二 .0 14 ) " 自我姓

名和明星姓名的加工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注意瞬脱对

正确率由低负载时的72 % 显著下降为 61 % ,说明本

实验对 T1 知觉负载的操纵是有效的 "(3 )Tl 一72

间不同延迟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 F (1 ,29 ) 二41 .00 ,p

= .000 "当 T1 与 几 的间隔由长延迟 (la解)变为短

延迟(la岁)时 ,咒 的平均正确率由 73 % 显著下降为

59% ,出现了注意瞬脱现象 ,证明本实验对注意瞬脱

的操纵是有效的 "
表 2 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n = 30)

F df P

知觉负载 15.28 1 .00 -

姓名类型 32 .49 2 82o"

延迟条件 41.00 1 .000

知觉负载 !姓名类型 5.18 2 .008

知觉负载 丫延迟条件 4 .84 1 0 36

姓名类型 减延迟条件 5 .22 2 .008

负载x 姓名类型 x 延迟条件 7.37 2 .001

三因素间两两二阶交互作用显著 "(l) 知觉负

载与姓名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2 , 28 ) = 5.18 , p

= .008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Tl 的知觉负载
的降低对自我姓名的正确率有显著的提升 , F (1 ,

29 ) = 巧.83 ,p = .000 ;而对明星姓名的正确率有较

显著的提升 , F (l , 29 ) = 5.53 ,p = .03 ;对陌生姓名

的正确率无显著提升作用 , F (l , 29 ) = 2.11 , p >

.05 "这一结果表明知觉负载的高低的确显著地影
响了注意瞬脱对抗效应 , 且这种效应在自我姓名的

加工上最显著 ,熟悉的明星姓名的加工其次 ,但在陌

胭一020303020303胭一05040604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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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姓名的加工上不显著 " (2) 姓名类型与延迟条件

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l ,29) 二4.84 ,p 二 .036 ,进一步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扩大 几 和 72 之间的注意延迟

对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有很显著的影响 , F ( 1 , 29 ) 二

26 #36 ,p = .000 ;而对明星姓名的正确率的影响较

为显著 , F (1 ,29) 二12 .18 ,p = .02 ;对陌生姓名的正

礴 的影响不显著,尸(1,29) = 2.03,, , .05 "表
现出和 /知觉负载与姓名类型的交互作用 0 相同模

式 " (3) 知觉负载与延迟条件的交互作用比较显

著 , F (1 ,29) = 4.84 , p = .04 "表明 /知觉负载 0与

/延迟条件 0两者可能共同作用于相同的认知机制 "

此外 ,三因素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 , F (2 ,28 ) =

7. 37 ,p = .00 1 "对三因素的交互效应进行进一步

分析发现 :(l) 在 T1 为高知觉负载 !短延迟 (la 沙)的

条件下 ,三类姓名两两之间正确率差异均不显著(均

为p > .05 ) ,分别为 49 % !54 % 和 52 % ,处于随机猜

测水平 ,说明在 /高知觉负载 !短延迟 0条件下 自我

姓名和明星姓名的加工都没有出现对抗注意瞬脱的

优势 ,这两类姓名的加工都需要一定的认知资源 "

(2) 在 Tl 为高知觉负载 !长延迟(la岁)的条件下 ,陌

生姓名 !明星姓名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分别为 55 % !

62 % 和 91 % ,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另两类姓

名 (均为 p 二.000 ) ,而明星姓名和陌生姓名之间的

差异同样显著 , 但显著性较 自我姓名要低 (p 二

.02) "(3 )在 几 为 /低知觉负载 !短延迟 0的条件
下 ,三种姓名类型在反应正确率分别为 54 % !60 %

和 87 % , 自我姓名的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明星姓名

和陌生姓名(均为 p = .000 ) , 明星姓名与陌生姓名

的差异不显著 (p > .05 ) , 自我姓名的加工出现了对

抗注意瞬脱的明显优势 , 而明星姓名的加工却没有

出现这种优势 " (4) 在 T1 为 /低知觉负载 !长延迟 0

条件下 , 三类姓名的正确率分别为 58 % !75 % 和

95 % ,三者两两差异均显著 ,均为 p = .00 0 ,和陌生

姓名相比 , 明星姓名和 自我姓名都表现出了的明显

的识别优势 "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注意瞬脱的 R SV P 范式来探讨 自我

姓名加工的相对独特性 "具体分析如下 :

4.1 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与相对性

从实验结果的主效应来看 ,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

要显著高于明星姓名和陌生姓名 ,这种显著的差异

表现出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 "此外 ,对三因素的

三阶交互作用 的分析表明 , 在 /低知觉负载 !短延

迟 0条件下 , 自我姓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明星姓名与

陌生姓名 ,而明星姓名与陌生姓名之间无显著差异 "

也就是说 , 自我姓名在该条件下表现出对抗注意瞬

脱的优势 ,而明星姓名与陌生姓名没有这种优势 , 自

我姓名的加工表现出了独特性 "总的来看 ,和陌生

姓名相比 ,只要知觉负载降低或延迟加长 , 自我姓名

就会表现出对抗注意瞬脱的优势 , 而明星姓名只有

在延迟加长的条件下才会表现出较明显的加工优

势 "两者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 自我姓名加工所表现

出来的注意瞬脱对抗效应不能单纯用熟悉性来解

释 ,其加工表现出了独特性 "这似乎说明 ,对于自我

姓名而言 ,只要降低 Tl 的认知资源的消耗(知觉负

载降低)或加强认知资源的补充 (咒 的延迟加长 ) ,

都可以得到有效加工 ,表现出注意瞬脱的对抗效应;

而明星姓名的加工 ,只有在加强认知资源的补充(T2

的延迟加长)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有效加工 "也就

是说 , 自我姓名的加工在认知资源的消耗和认知资

源补充之间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而明星姓名的加工

没有出现这种灵活性 "这种差异出现的内在原因 ,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

但是 , 自我姓名加工的这种独特性在本研究中

并不是绝对的 "从实验结果的主效应来看 ,虽然 自

我姓名的正确率要显著高于陌生姓名 , 但是明星姓

名的正确率也高于陌生姓名 ,尽管前者的显著性(p

= .000)要高于后者 (p 二 .01 4 ) , 这可能只是量上
的差异 ,而不是质的差异 "从二阶交互作用来看 ,尽

管发生了高低两种知觉负载的变化 ,但 自我姓名与

明星姓名在识别正确率上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都

受知觉负载变化的显著影响 ,只是存在量的差别 ;从

延迟条件上看 ,不同延迟变化所带来的注意瞬脱 ,对

于自我姓名和明星姓名同样影响显著 ,也只存在量

的差别 "因此 自我姓名加工与熟悉的他人姓名加工

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 "更重要的是 ,从三阶交互作

用来看 , /高知觉负载 !短延迟 0条件下 , 自我姓名 !

明星姓名和陌生姓名三者间的差异消失 ,这也说明 ,

自我姓名所具有的加工独特性不是绝对的 ,一定的

条件下这种加工独特性会消失 ,证明 自我姓名的加

工具有相对的独特性 "

4.2 中枢系统注意资源与自我姓名加工优势

由于本实验对自我姓名加工的相对独特性的探

讨 ,采用了 RSVP 实验范式 ,所以有必要从中枢系统

的注意资源的消耗与补充的角度 ,对上述结果做进

一步的讨论 "
依照先前研究 (G iesbreeh et al. , 2009 ; 场v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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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的结论 ,高知觉负载意味着个体在 R SV P 下完

成 Tl 任务后对 代 人名识别时的注意资源是已经受

到了较大消耗的;而低知觉负载则刚好相反 "依照

两阶段加工理论 ,在时间维度上 ,如果 T1 与咒 的时

间延迟较长 ,对于 T1 加工消耗的认知资源容易得到

,补充 ,犯 的加工不会或者较少受到先前 Tl 加工的
影响 ;但如果 Tl 与 犯 的时间延迟较短 , 代 的加工

容易受 Tl 加工的影响 ,对于 咒 的加工得不到有效

的资源补充 ,就会出现注意瞬脱现象 "

从三阶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 ,

知觉负载和延迟条件与不同姓名加工是存在显著的

交互作用的 "对于自我姓名的加工而言 , 即使存在

高知觉负载 , 只要注意延迟较长就依旧会显示出加

工的独特性;同样 , 即使 Tl 与 代 的时间延迟较短 ,

只要不是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 , 自我姓名加工依旧

也能显示出加工的独特性 "只是当出现高知觉负载

且注意延迟较短时 , 自我姓名加工的独特性才会消

失 "这表明 ,对于自我姓名的加工独特性并不是完

全无资源需求的 ,它也需要一定的认知资源 , 只是资

源需求量较小而已 "在 R SV P 下 , 只要不同时存在

高知觉负载对于资源的消耗 , 以及由于注意延迟过

短 !资源补充不及时诱发的注意瞬脱 , 自我姓名加工

的优势就会依然存在 "

而对于明星姓名而言 ,尽管与陌生姓名相比它

是熟悉的 ,且本研究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显示它与

陌生姓名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加工优势 ,但是这一加

工优势同样受知觉负载影响 ,而且仅存在于长延迟

条件下 "仅当 Tl 和代 的延迟时间较长 , 注意资源

能够得到补充时 , 明星姓名较之陌生姓名才能够体

现出一定的加工优势 ;但如果 Tl 和 代 的延迟时间

较短 ,在加工的时间维度上它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补

充 ,则这一加工优势不再 "而这点是以往人名研究

中没有发现的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尽管 自我姓名和明星姓

名均属于熟悉性刺激 ,且都受到知觉负载 !注意延迟

条件的共同影响 ,但两因素对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

显著差异 "在本质上 , 知觉负载的高低取决于中枢

系统的资源有限 ,而高负载正是代表认知资源消耗

过大出现资源瓶颈 ;而短延迟在 R SV P 下诱发的注

意瞬脱 ,在本质上也是中枢系统资源瓶颈在时间维

度上的体现 "从中枢系统资源的有限性来看 , 本研

究的发现显示了自我姓名加工要比熟悉的明星姓名

更加适应于资源竞争情景 , 中枢系统对于 自我姓名

的加工要更为灵活和高效 ,策略更为多变 ,显示出其

内在的生态适应性 "而这一点是熟悉的明星姓名以

及陌生姓名所不具备的 "

5 小结

与陌生他人姓名的加工相比 , 自我姓名和熟悉

他人姓名的加工都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注意

瞬脱对抗效应优势 ,并且 自我姓名的这一优势明显

强于熟悉他人姓名的这种优势 "这一结果表明 , 自

我姓名的加工具有独特性 "但是 ,这种独特性能否

发挥对抗注意瞬脱的作用 ,要受到注意资源的限制 ,

更重要的是 ,在某些条件下熟悉的他人姓名的加工

也表现出了优势 ,说明自我姓名的独特性是相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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