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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容效应 中 启动项 - 目 标项关 系对阈下信息加工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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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院 , 长春 1 3 0 0 2 4
)


摘 要 采用掩蔽启动 范式考察了 负 相容效应 中 启 动项 与 目 标项 关 系 对


阈 下信息加工的 影响 ,
以及是否存在语义水平 的 负 相容效应 。 两 个实验分


别 以双箭头和汉字为掩蔽启 动 项
,
考察启动 项和 目 标 项重复、加 工水平相


同及加工水平不 同 三种条件下的 启动效应 。 结果发现 , 两 个实验的 重复及


加工水平相 同 条件下都 出 现 负 相容效应
,
且重复条件 下启 动量最大

,
加 工


水平不 同 条件下则 无启 动。 这表明
: (

1
) 启 动 项与 目 标项 的 知 觉 重复影响


启 动量 , 但不是 负 相容效应的 必要条件 , 只 有 当 启 动项 和 目 标项加工水平


相同 时
, 才 出现 负 相容效应 ; (

2
) 存在语义水平上 的 负 相容效应 , 阈 下语义


信息可得到加工并表现为对后 继 同 类反应 的抑制 。


关键词 启 动项 -

目 标项 关 系 掩蔽启动 负 相容效应 阈下语义启 动


加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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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负 相 容 效 应 ( n e g a t 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 f e c t
,
N C E ) 是指掩蔽启 动范式 中

,
在相继


呈现双箭头启动项和叠加双箭头掩蔽项之


后呈现双箭头 目 标项时 , 启动项与 目 标项


(
P - T

)
—致条件下的反应更慢 。 自 我抑制


观点认为 , 当启 动项达 到一定 阈 限后会诱


发早期 自 动激活 ,
掩蔽项 出现取消 了 启 动


项的知觉证据
,
从而导致加工系统 自 动进


入反应抑制 阶段 ,
N C E 是运动激活 自 我抑


制的结果 (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E i m e r

,
2 0 0 6

) ; 知


觉交互作用观点认为 , 掩蔽项和启 动项 的


知觉交互作用诱发了 N C E , 知觉特征关系


起重要作用 (
L l e r a s  &  E n n s

,
2 0 0 5

 ;  
S u m n e r ,


2 0 0 8
 ) 。 后效假设认为 , 先激活后抑制 的反


应模式源于神经细胞短时适应机制
,
有利


于在加工快速信息流时降低信息间 的来源


混 滑 (
H u b e r

,

2 0 0 8
 )  ;  

K l a u e r  和 D i t t ri c h


( 2 0 1 0 ) 的评估窗假设则认为 , 认知加工系


统通过一个时间窗评估关于刺激类别的信


息输入
, 不同特征有独立的计数器 , 启 动项


出现使其所对应的计数器激活水平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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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项 出现引 发特征计数器 的变化 , 但是


激活水平较低的计数器对这
一

变化 更敏


感 , 所以更容易对启动相反特征做出反应 ,


出现 N C E 。 目 前 , 只有评估窗假设直接提


及 N C E 可能存在与任务类别有关的语义水


平加工
, 后效假设认为 N C E 源 自 普遍信息


加工机制 ,
也可推测 阈下语义加工会表现


同样的反应趋势 。


E i ra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1 9 9 8

 ) 在 双箭


头掩蔽启 动项后呈现字母 目 标项
“

 L L
"

和

"

R R
"

, 要求被试完成辨别反应 , 没有得到


N C E
。 这提示 ,

N C E 可能是 由 P - T 知觉特


征重复导致的 , 不包含语义加工过程。 但


是 , N C E 缺失也可能是由 于缩写字母 目 标


项携带的语义信息较弱 , 或反应时指 标对


阈下语义启 动不够敏感
, 或实验设计不能


有效诱发语义启动等导致的 , 故 N C E 是否


源于 P  
-

 T 知觉重复 以及是否通达语义水


平仍需探讨。


为考察知觉重复的作用 ,
E i m e r

(  
1 9 9 9

 )


在中央双箭头启 动项和双箭头叠加掩蔽项


之后 , 在 中 央注视点 左或右 侧呈 现加 号


( +
) 目 标项 , 要求被试完成定位任务 , 发现


一致条件下反应更慢 , 以此说明 N C E 并非


源 自 知觉重复 。 但是 , 这种定位任务在排


除知觉重复 的同时引 入了位置变量 , 启 动


项的指示信息会诱发注意转移 , 实验得到


的效应有可能是 由 于启 动项所含方向信息


对 目 标项位置的指示作用导致 , 因而不能


有效排除知觉重复的影响 。 也有其他研究


采用 外 周 刺 激 得 到 了 N C E  (  J a S k o w s k i
,


2 0 0 8
) 。 但是 ,

P - T 位置关系不 同 时存在


注意转移 ,
且当 启动 项和掩蔽项位置不 同


时可视性受影响 , 因 而不能直接说明所有


剌激项 目 都呈现在 中 央时 的认知加工情


况 , 重复效应对 N C E 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


讨。 知觉交互作用观点强调 N C E 源 自 启 动


项与掩蔽项的知觉交互作用 , 在此基础 上


有研究通过控制掩蔽项的知觉特征探讨二


者关系 对 N C E 的 影 响 。 如 J a S k o w s k i 和


P r z e k o r a c k a  
-

 K r a w c z y
k

 (  
2 0 0 5  ) 采用 四种掩


蔽项
,
发现只有 当掩蔽项与启 动项含有相


关特征时才表现为负 启 动 。 可 见 , 刺激项


目 的相关特征在 N C E 中起重要作用 , 影 响


阈下信息加工。 那么
,
在掩蔽启 动范式下 ,


当所有刺激均呈现在 中央视野且掩蔽项
一


定时 ,
P - T 关系对 N C E 有怎样的影响 ? 尚


无研究就此进行探讨 。


有研究表明 阈下信息加工可通达语义


水平
,
但一般表现为 正启 动 (

D e h a e n e  e t


a l . ,
1 9 9 8

 ;  
N a c c a c h e  &  D e h a e n e , 2 0 0 1  ) 。 也


有研究报告 了 负 启 动 , 如 周 仁来和 杨莹


( 2 0 0 4 ) 等研究 以掩蔽颜色词为启 动项 ,
以


颜色刺激为 目 标项 , 在长 S 0 A 条件下观察


到了反转的 S t r o o p 效应 , 但 S t r o o p 效应是


基于色词 冲 突 的 , 不 同 于 N C E 。 B e n n e t t
,


L l e r a s
,
O r i e t  和  E n n s

 (  
2 0 0 7  ) 采用情绪面孔


得到了  
N C E 效应 , 但情绪面孔非直接语义


刺激。 阈下 语义启 动方 向 可能受研究 范


式 、 刺激项 目关系 、 启动强度 、 任务设置、 时


程 等 多 种 因 素 制 约 。 且 E i m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1 9 9 8
 ) 在表征方 向 的 字母 目


标项判断任务中没有得到 N C E
, 因此 N C E


范式下启 动项是 否得 到语义加工仍需探


讨。


为考察 P - T 关系对 N C E 的影响及是


否存在语义水平的 N C E
, 本研究采用掩蔽


启 动范式 , 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分别 以双


箭头和汉字作为 阈下启动项 , 通过控制 P  
-


T 关系来考察在二者重复 、加工水平相同和


加工水平不同三种条件下的启 动效应 。 先


前研究在 P  
-

 T 均为双箭头 的条件下均 出


现了稳定的 N C E
, 而 

E i m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1 9 9 8 ) 以表示方向 的字母为 目 标项时没有


出现启动效应 , 因此本研究预期在 P  
-

 T 重


复及加工水平相 同条件下 出 现 N C E
,
且重




负 相容效应 中启 动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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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条件下启 动量更大 , 加工水平不 同时则


无启动效应。 实验 2 以汉字作为阈下启 动


项 , 同时考察 N C E 是否可 以发生在语义水


平 , 如果出 现负启 动
,
说明存在语义水平的


N C E
0


2 实验 1 掩蔽箭头启动项


的阈下启动效应


2
.  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1 8 人 ( 男 生 7 人 , 女生 1 1


人 ) , 年龄 1 9  
-

2 8 岁 , 平均年龄 2 2 .  8 3 岁 。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 , 均为右利


手 , 第二语言为英语。


2
.
2  仪器和材料


实验程序在 D e l l  O p t i p l e x  7 5 5 计算机


上运行 , 显示器为 2 1 英寸 I i y a m a  M A 2 0 3 D T


V i s i o n  M a s t e r  P r o  5 1 3
, 分辨 率 为 1 0 2 4  x


7 6 8
, 刷新频率 1 0 0 H z 。 屏幕背景为 白色 , 刺


激项为黑色 , 所有刺激均呈现在屏幕中央。


注视点为黑色圆点 , 视角 0 .  2
°

 x 0 . 2
°

;


启动项为指向左或右的双箭头 (

“

 <  <  

”

或

“

 >  >
”

)
,
视角 1 .  1

°
 x 0 . 6

°

;
掩蔽项为双向


叠加双箭头 , 视角 1 .  1
°
 x  0 . 6

°

; 目标项为双


箭头 (

“

 <  <  

”

和
“

 >  >
”

) 、 长箭头 (

“

―

”

和

“

―
”

) 或汉字 (

“

左
”

和
“

右
”

) , 双箭头和长


箭头视角 1
.  1

°

 x 0 . 6
°

,
汉字视角 1

. 0
°
 x


1
. 0

。

o


2 .  3  实验设计


2 x 3 被试内实验设计 , 自 变量为 : (
1

)


启 动项指示方 向与 目 标项指示反应的关系


(

一

致和不一致 ) 为组 内 变量 ; (
2

) 目 标项


种类 ( 双箭头 、 长箭头和汉字 ) 为组间变量。


目 标项为双箭头时为重复条件 ; 目 标项为


长箭头时为加工水平相同条件 ; 目 标项为


汉字时为加工水平不同条件 。 因 变量为反


应时和正确率。


2 . 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 E  
-

 P ri m e  2 .  0 软件编


制 , 被试单独实验 , 眼睛距屏幕约 5 7 c m
,

一


直注视屏幕 中央 , 对 目 标项按键反应 。


每个试次中 实验流程如下 ( 见图 1
) :


(
1

) 屏幕中 央呈现注视点
“
 ?  

”

5 0 0 m S
; (

2
)


呈现指向左或者右的双箭头启动项
“

 <  <
”


或
“

 >  >
”

2 0 m s
; (

3
) 呈现双向 双箭头叠加


的掩蔽项 1 0 0 m s
;  (

4
) 呈现 目 标项 1 0 0  m s

,


要求被试既快又准地对 目 标项作出辨别反


应。 重复条件下 , 对
“

 <  <
”

用左手食指按


左箭头键 , 对
“

 >  >
”

用右手食指按右箭头


键 ; 在加工水平相同条件下 , 对
“

—

”

用左手


食指按左箭头键 , 对
“

―
”

用右手食指按右


箭头键 ; 在加工水平不同条件下 , 对
“

左
”

用


左手食指按左箭头键 , 对
“

右
”

用右手食指


按右箭头键。


注视点 5 0 0 m s


启动项 2 0 m s


稳 I
蔽项 1 0 0 o ?


目 标项 l O O m s


图 1 实验流程示意图


正式实验分三组 ,
三组随机顺序呈现。


每组实验练习 1 6 次后进行 2 0 0 次正式试


验
,
包括相容和不相容两种条件各 1 0 0 次 ,


两种条件随机呈 现。 正式实验中 每完成


1 0 0 次休息一次 , 共需时间约 4 0 分钟 。


正式实验后 进行启 动辨别 任务。 在


1 0 0 个试次中只呈现启动项和掩蔽项 , 启动


项呈现时间  2 0 m s
 (

9 0 %
 ) 或 2 0 0 m s

 (  1 0 %  ) ,


2 0 0 m s 启动项为可视的探测刺激 , 掩蔽项呈


现时间 1 0 0 m s
, 要求被试对启动项作辨别反


应。 实验结束后询 问被试是否看 到启 动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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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明 :

一

致 性 主 效 应 显 著 ,
F

(
l

,
1 7

)
=


1 5 . 8 3
, P  < 0 .  0 1

; 目 标项类型 主效应显著 ,


F ( 2
,

1 6 )  
= 4

.
 1 3

, p  
< 0

.
 0 5

;  

—致性与 目 标项


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
F

( 2
,

1 6 )  
= 1 2

.  8 3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 双箭头 目 标项


(
F

(
l

,
1 7

)  
= 2 4

.
 4 4

, p < 0 .  0 1
) 和 长箭头 目


标项 (
F

(
l

,
1 7

)  
= 5 .  4 0

, /
> < ( ) ?  0 5

) 时的
一

致


性效应均显著 ,

一致条件下 的 正确 率均显


著低于不
一 致条件

;
汉字 目 标项 时一致性


效应不显著 ,
F

(
l

,
1 7

)  
= 0

.
0 0

, p  
=  l

.  0 0 。


对三种 目 标项 的正 确率启 动量进行方


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目 标项类型主效应显


著  
F

(
2

,
1 6 )  = 1 2

.  8 3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 : 双箭头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


长箭头 目 标项 , /
>  <  0 .  0 1

 
;
长箭头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汉字 目 标项 , P  < 0 . 0 5
;
双箭


头 目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汉字 目 标项 , P  
<


0 .  0 1
o


2 . 6  讨论


双箭头和长箭头条件下出 现 N C E
,
汉


字条件下未出现 N C E
, 说明 P - T 加工水平


的关系是影响甚至决定 N C E 的重要 因 素 。


双箭头条件下的 启 动 量显著高于长箭头 ,


说明 P - T 的知觉重复影 响启 动 量 , 但是


N C E 不完全依赖于知觉重复 ,
不 同 于重 复


s


双? 头目标 3 S  长箭失目标?  汉字 目标项


图 2 双箭 头启动项条件下不同 目 标项 的


平均反应时
(
m s

)
和正确率 ( %  )


对反应时进行 2
 (  

一

致性 )
X  3

 ( 目 标项


类型 ) 的被试内 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 结果


表明 :

一 致 性 主 效应 显 著 ,
厂

(
1

,
1 7

)
=


8 1
.
 0 4

, p  <  0 .  0 1
 ;

目 标项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
2

,
1 6 )  

= 3 4 . 4 9
, p  

< 0 .  0 1
;

—

致性与 目 标


项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
(

2
,

1 6 )  = 3 7
.  5 2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 双箭头 目 标项


(
尸

(
1

,

1 7
)  

= 1 0 3
.  8 0

, p  
< 0

.  0 1
) 和 长箭头 目


标项 (
尸

(
1

,
1 7 )  

= 2 2
.
 0 4

, p  < 0 .  0 1
) 时 的

一


致性效应均显著 ,

一致条件下 的反应时均


显著长于不一

致条件 ;
汉字 目 标项时

一

致


性效应不显著 ,
F

(
l

,
1 7

)  
= 0 .  3 1

, p  

= 0 . 5 8 8 。


对三种 目 标项的反应时启 动量进行方


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目 标项类型 主效应显


著 
F

(
2

,
1 6 )  

= 3 5 .  5 2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 :
双箭头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


长箭头 目 标项 , P  <  0 .  0 1
 

;
长箭头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汉字 目 标项 ,
< 0 . 0 1

; 双箭


头 目 标项启动量显著大于汉字 目 标项 , P  
<


2 . 5 结果与 分析


在启 动项辨别任务 中
,

2 0 m s 启 动项的


辨别正确 率为 4 9 .  2 2 %
, 与 随机水平 5 0 %


差异不显著 ,
《 (

1
,

1 7 )  
=  - 0 .  6 5

, ;
>  

= 0 . 5 2 7 。


实验结束后
, 所有被试均报告看不到或者


看不清启 动项 , 说明 启 动项是有效 的 阈 下


刺激 。


剔除反应时在 2 .
 5 个标准差之外 的数


据 , 占总数据的 0 .
4 % 。 正确反应的平均反


应时和正确率见表 1 和图 2 。


表 1  双箭头启动 项条件下不同 目 标项的 平均反应时 (
m s

) 和正确率 (
%  )


双箭头 目 标项
 长箭头 目 标项
 汉字 目 标项


一

致
 不一

致

一

致
 不一

致

一

致 不一

致


反应时 ( m s )


正确率 (
% )


4 9 7 ( 5 4 .
1 2 )


8 7 . 5 0 ( 1 0 .  1 8 )


4 1 1 ( 4 6 . 5 2 )


9 6 . 7 8 ( 6 . 6 5 )


4 2 6 ( 4 1
. 7 5 )


9 4 . 5 6
( 5 . 7 5 )


3 8 7 ( 3 4 . 8 2 )


9 8 . 1 1 ( 3 . 1 0 )


4 5 1 ( 3 9 . 1 6 ) 4 5 0 ( 4 0 . 7 0 )


9 6 . 0 0 ( 3 .  1 4 ) 9 6 . 0 0 ( 3 . 3 4 )


注 :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

一

致条件为 P - T 指 向相同 条件 , 不一致条件为 P - T 指 向相反条件 。 下同 。


0 .
0 1 。


一
“反应时

一

致


?  反应时 不
一

致


■■■■ 正_  

一致


确萆 不
—

致


对正确率进行 2
 (  

一

致性 )
x  3

 ( 目 标项


类型 ) 的被试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


I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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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宇 目 标项 英文目标项 双箭头 目标项


< 反应时
一

致


反? 时不
一

致


■■■■ 正确军
—

致


i= i 正硃军不
—

致


图 3  汉字启 动项条件下不 同 目 标项的


平均 反应 时 (
m s

) 和正确率 (
%  )


对反应时进行 2
 (  

一致性 )
X  3

 ( 目 标项


类型 ) 被试 内 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 果表


明 :

一致性主效应显著
,

F
(

l
,

1 7
)  

= 5 3 . 0 8
, p


< 0 . 0 1
;
目 标项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

2
,

1 6
)


=
 5 9 .

2 8
, p  

< 0 . 0 1
;  

—致性与 目 标项类型交


互作用 显著 ,

厂
(

2
,

1 6
)  

= 3 6 . 8 5 , /
)  < 0 .  0 1 0


简单效应分析 : 汉字 目 标项条件 (
F

(
l

,

1 7
)


= 9 7 .  9 1
,  p  <  0 .  0 1

 ) 和 英文 目 标项条 件


(
F

(
l

,
1 7

)  
= 4 .  9 1

, p  < 0 .  0 5
) 下的一致性效


应均显著 ,

一

致条件 下 的反应时均显著长


于不一

致条件
;
双箭 头 目 标项条件下一致


性效应不显著 ,
F

(
l

,
1 7

)  
= 0 .

0 1
, p

= 0 .  9 2 9 。


效应 。 汉字 目 标项条件下未 出 现 N C E
, 阈


下箭头启动项没有影响对后继语义 目 标项


的 反 应 。 这 与 E i m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1 9 9 8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且本研究汉字


目 标项条件下语义信息明确 , 排除了  E i m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因为 目 标项语义信息较弱


而不够敏感的 可能性 。


实验 2 采用 阈 下汉字启 动项进
一

步探


索 P - T 关系 对 N C E 的影响 , 同时考察是


否存在语义水平的 N C E
。


3  实验 2 掩蔽汉字启 动项


的 阈下启 动效应


3 .
 1 被试


同 实验 1 。


3
.

2  仪器 和材料


仪器同实验 1 。


启动项为汉字
“

左
”

或
“

右
”

, 视角 1 . 0
°


x  1 .
0

°

; 掩蔽项由汉字
“

左
”

和
“

右
”

叠加而


成 , 视角 1
. 0

°
 x  1

. 0
°

;
目 标项为 汉字 (

“

左
”


或
“

右
”

) 、 英文单词 (

“

 L e f t

"

或
“

 R i g h t

"

) 或


双箭头 (

“

 <  <  

”

或
“

 >  >
”

) ,
汉字视角 1 . 0

°


视角 1 . 1
°

 x 0 . 6
°

o


3 . 3 	实验设计


2 x 3 被试内 实验设计 , 自 变量为 : (
1

)


启 动项指示方向与 目 标项指示反应的关系


(
一致和不一致 ) , 为组 内 变量

; (
2

) 目 标项


的种类 ( 汉字 、 英文单词和双箭头 ) , 为组间


变量
。

目 标项为汉字时为重复条件
;

目 标


项为英文时为加工水平相 同 条件
;
目 标项


为双箭头时为加工水平不同条件。 因 变量


为反应时和正确率。


3 . 4 	实验程序


除刺激材料 , 其他均同实验 1
。


3 . 5 	结果 与 分析


在启动项辨别 任务 中 ,
2 0 m s 启 动项 的


辨别正确 率为 4 8 . 8 3 %
, 与 随机水平 5 0 %


差异不显著 ,
f

(
l

,

1 7
)  

=  
-

1 .  1 0 , /
>

= 0 .
 2 8 6 。


实验结束后
, 所有被试均报告看不到或者


看不清启 动项 , 说明 启 动项为有效的 阈 下


刺激 。


剔除反应时在 2 .  5 个标准差之外 的数


据 , 占总数据的 0
.

5 % 。 平均反应时和正确


率见表 2 和图 3 。


1 . 0
°

, 英文单词视角 1
.
 1

°

 x 0 . 6
°

, 双箭头


表 2  汉字启 动项条件下不 同 目 标项的平均反应时
(

m s
)
和正确率

(
%  )


汉字 目标项
 英文 目 标项
 双箭头 目标项


一

致 不一

致

一致 不一

致
 一致 不一

致


反应时 ( m s
)


正确率 (
%

)


4 7 6
(

4 7 . 1 7 ) 4 2 8
(
4 2 . 4 5 )


8 8 . 6 7 ( 1 1 . 6 7 )  9 5 . 1 1 ( 1 1 . 9 2 )


4 8 5
(
4 4 . 5 8

) 4 7 6 ( 4 0 . 4 0 )


9 4 . 2 2 ( 3 . 9 7
) 9 6 . 4 4

(
4 . 1 6 )


4 0 1
(

3 7 . 0 2 ) 4 0 1
(

3 6 .
1 0 )


9 6 . 8 9 ( 4 . 3 1 ) 9 7 . 0 0 ( 3 . 6 0 )


(

%
)


o

 
o

 
C


9 i

8

 
r


八 :


—
I


6 0 0


5 0 0


。
4 0 0  

?


二 3 0 0  
-


m

电 2 0 0 	 -


1 0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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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种 目标项 的反应时启 动量进行方


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目 标项类型主效应显


著 尸( 2
,

1 6 )  
= 3 6 .  8 5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 : 汉字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长于英


文 目 标项 ,
< 0 .  0 1

; 英文 目 标项启 动量显


著长于双箭头 目 标项 ,
< 0 .  0 5

;
汉字 目 标


项启 动量 显 著 长 于双 箭头 目 标项 , P  <


0 . 0 1 o


对正确率进行 2
(

—致性 )
x 3

( 目 标项


类型 ) 的被试 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


发现 :

一 致性 主效应显 著 , F ( l
,

1 7 )
=


3 1 .
 7 3

, p  
< 0 .  0 1 ; 目 标项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
2

,
1 6 )  

= 9 .
 ? l

, p  
< 0 . 0 1

;  

—致性与 目 标项


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
F

(
2

,
1 6

)  
=

l l . 5 l
, p <


0 . 0 1
。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 汉字 目 标项条


件 ( F ( l
,

1 7
)  

= 4 9 .  1 7
, p  

< 0 .  0 1 ) 和英文 目


标项条件 (
厂

(
1

,
1 7

)  
= 9 .  5 0

, p  
< 0 .  0 1

) 下的


一致性效应均显著 ,

一致条件下正确率均


显著低于不一致条件
;
双箭头 目 标项条件


下一致性效应不显著 ,
F

(  
1

,
1 7

 )  
=

 0 .  0 6
, p  

=


0 .  8 1 3
。


对三种 目 标项条件下 的正确率启动量


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目 标项类型主


效应显著 尸
(
2

,
1 6

)  
=

1 7 .  5 1
, p  

< 0 .  0 1 。 进


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 汉字 目 标项启 动


量显著大于英文 目 标项 , P  
<  0 .  0 1

 ; 英文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 双箭头 目 标项 , P  <


0 .  0 1
 ; 汉字 目 标项启 动量显著大于双箭头


目 标项 , P  
< 0

.
 0 1

 o


3 . 6  讨论


实验 2 以汉字为启 动项 ,
结果汉字和


英文条件下出 现 N C E , 箭头条件下未 出现


N C E
, 说明 P  

- T 加工水平的关系是影响甚


至决定 N C E 的重要因素 。 英文 目标项条件


下出现 N C E
, 进

一

步证明 N C E 是不同于知


觉重复启动效应的独立现象。 但英文条件


启动量显著小于汉字条件 , 说明 知觉重复


影响 N C E 的量 , 但并非决定因素 。


当 阈下启动项为汉字时 , 在汉字 和英


文 目标项条件下都出 现了 N C E , 支持了 阈


下语义信息可以得到加工并影响对后继反


应的观点 ’ 同时说明存在语义水平的 N C E 。


4  总讨论


本研究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为 N C E 的衡


量指标 , 发现不存在 敏感性上的 差异。 结


果 P  
-

 T 重复时出现 N C E
 

; 加工水平相 同时


也出现 N C E
, 但启动量显著小于重复条件 ;


当 P
- T 加工水平不同时没有启动效应。


4 . 1 负 相容效应 中 启 动 项 -

目 标项 关 系


对阈 下启动项加工的 影响机制


两个实验的加工水平相 同条件均 出现


N C E
,
说明 N C E 是不同 于重复启 动 的独立


效应 。 重复条件下的 N C E 量比加工水平相


同条件下更大 , 说明 N C E 并不依赖 P  
-

 T


知觉重复 , 但是知觉重复影响 N C E 的量 。


加工水平不 同条件下没有出现启 动 , 即只


有当 P - T 所需加 工水平相 同 时才出 现


N C E 。 这种影响可能发生在阈下信息加工


阶段 , 是 自 上而下的认知控制影 响 了对 阈


下信息的加工
; 或者发生在反应阶段 , 是 因


为阈下刺激只能影响对相同加工水平的信


息的反应 。


4
.

1
.

1  阈下信息加工阶段 : 自 上而下认知


控制影响对阈下信息的加工


传统观点认为 阈下信息加工属 自 动加


工 , 无需认知资源参与
, 不受 自 上而下认知


控制影响 (
P o s n e r  &  S n y d e r ,  

1 9 7 5
 ) 。 但后来


研究指 出传统观点认为 的 自 动化过程是有


条件的 , 在一定程度上需认知资源参与 , 受


认知 控制 调 节 (
B o y ,  H u s a i n  &  S u m n e r

,


2 0 1 0
) 。 尽管

一

般认为 N C E 是 自 动化现象


( K l a p p  
,
2 0 0 5

 
;  
S c h l a g h e c k e  &  E i m e r

,
2 0 0 6 ) ,


但也可能受 自 上而下认知控制过程影响 。


K i e f e r 和 M a rt e n s 等在阈下语义启 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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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前随机增加知觉或语义诱导任务 , 结果


语义诱导任务增强 了后继启 动 , 知觉诱导


任务 则 削 弱 了 启 动 ( K i e f e r  &  M a r t e n s
,


2 0 1 0
 ;

 

M a r t e n s
,
A n s o r g e  &  K i e f e r

,
2 0 1 1 ) 。 这


说明 , 启动信息加工时的认知状态影响 后


继启动反应 , 阈下启 动加工受 自 上而下认


知控制的调节 。 本研究 只在 P - T 属于同


一类别时才出 现 N C E
, 也可能是因 为认知


系统并非无条件 自 动加工 阈下启 动项 ,
而


是选择性加工。 只有存在与阈下启 动项相


关的 自 上而下 的任务设置时
, 启 动项才会


得到加工
, 进而影 响对 目 标项 的反应。 阈


下信息加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当前任务需


求 ,
N C E 是否 出 现受任务需求导致的 自 上


而下认知加工的调节 。 这也符合信息加工


的经济原则 , 认知系统屏蔽掉无关信息 , 只


选择相关信息进行加工。 自 上而下的认知


控制可能对 N C E 起决定作用 。


K l a p p 和 H a a s
 (  

2 0 0 5
 ) 在箭头掩蔽启 动


范式下要求被试对中性 目 标项进行完全 自


由反应
, 没有反应偏向 , 但是当将 目 标项 中


混合了箭头时出 现反应偏向 。 也可能是 由


于在完全 自 由 反应任务 中启动项与任务无


关 , 没有得到加工
;
而在混合双箭头 目 标项


的 自 由 反应任务中 启动项同任务相关 , 对


反应加工有提示作用 , 因 而进人信息搜集


范围 , 得到加工 , 影响反应。 同样 ,
E i m e r 和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1 9 9 8
 ) 以  

“

 L L
”

 和  

“

 R R
”

 为 目


标项没有得到 N C E 可能是因 为箭头启 动项


与认知系统搜集的语义信息无关 , 因 而将


之摒除在加工范围之外 , 未影 响对 目 标项


的反应 。


4
.

1
.
2 反应阶段 : 阈下刺激只影响对相同


加工水平信息的反应


启 动效应的分离也可能发生在反应阶


段 ,
阈下启 动信息可能只影响对 同

一水平


信息的反应。 即无论 目 标项是什 么 , 认知


系统对阈下启动项的加工都是一样 的 , 但


是只有当 P  
-

 T 属于同一水平时 ,
才会体现


出这种加工
。 这类似于内 隐记忆的

“

传输


适当加工理论
”

 (
R o e d i

g e r
,  

1 9 9 0
) 。 只有 当


对 P  
- T 的加工过程属于同一种水平时 , 才


体现阈下启动的影响 。


知觉交互作用理论认为 , 是启 动项和


掩蔽项的知觉特征交互作用诱发 N C E 。 但


现有的理论研究都未涉及 P  
-

 T 关系 的作


用 。 以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二者关系对


N C E 的决定性作用是发生在阈下信息加工


阶段还是 目 标项反应加工 阶段 , 进而进
一


步完善 N C E : 的理论建构 。


4 .
2  存在语义水平上的 负 相容效应


本研究中启动项辨别正确率为随机水


平 , 说明汉字启动项不可视 , 是无意识阈下


刺激。 结果汉字和英文 目 标项条件下都出


现启动 , 说明 阈下启 动项得到语义加工并


影响对后继相关 目 标项的反应 , 支持阈下


信息可 以得到语义加工 的假设 。 同时 , 这


种影响表现为对后继同类反应的抑制
,
说


明存在语义水平上 的 N C E
。 这提示 ,

N C E


可能是能够发生在多种加工水平上的普遍


现象 , 与后效理论及评估窗假设 的预测一


致 , 以后的 N C E 理论整合和建构 中应考虑


到语义水平的成分。


同时 , 由于 P  -  T 所需加工水平不 同 ,


实验 2 双箭头 目标项条件下没有表现出语


义启动 , 提示我们 以往没有得到 阈下语义


启 动的研究可能在实验设计、 范式选择或


参数设定时忽略了某些 比较重要的影响 因


素 , 如加工水平等 , 导致阈下刺激没有得到


语义加工或没有体现出 阈下语义加工 。 后


继研究可进
一

步考察不 同 时程下 的 语义


N C E
, 如果出现先易化再抑制 的趋势 , 则更


有说服力 。


5 结 论


( l ) P - T 关系影 响 阈下信息加工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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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工水平相 同时才会 出现 N C E
, 在同一


加工水平内相关程度越高 , 启 动量越大
;

P


- T 的知觉重复影响 N C E 的启 动量 , 但不


起决定作用 ;


(
2

 ) 存在语义水平上的 N C E
, 阈下呈现


的语义信息可以得到语义加工并影响后继


语义任务中 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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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v i e w
9  1 4 ( 5 )  :  9 0 8  

-

9 1 2 .


B o y ,
 F .

,
H u s a i n

,
 M .

,
&  S u m n e r

,
 P .  (

2 0 1 0
)

.  U n
?


c o n s c i o u s  i n h i b i t i o n  s e p a r a t e s  t w o  f o rm s  o f  c o
g
n i

?


t i v e  c o n t r o l .  P r o c e e d i n g s  of  
t h e  N a t i o n a l  A c a d e m y


of  
S c ie n c e s  of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of  
A m e r i c a

,
1 0 7


( 2 4 )  ,  1 1 1 3 4  
-

 1 1 1 3 9 .


D e h a e n e
,  S .

,
N a c c a c h e

,  L .  ,  C l e c  

*

 H
,  
G . L .

,
K o

-


e c h l i n
,  E .

,
M u e l l e r

,  M .

,
D e h a e n e  

—

 L a m b e r t z
,


G .

 ,
 M o o r t e l e

,
 P  -  F .

,
&  B i h a n , D . L .


( 1 9 9 8 )
.  I m a g i n g  

u n c o n s c i o u s  s e m a n t i c
 p r i m i n g .


N a t u r e
,  3 9 5

 9  5 9 7  -

 6 0 0 .


E i m e r
,
 M .  (  

1 9 9 9
) .
 F a c i l i t a t o r y  a n d  i n h i b i t o r y


e f f e c t s  o f  
m a s k e d

 p
r i m e  s t i m u l i  o n  m o t o r  a c t i v a t i o n


a n d  b e h a v i o u r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c t a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


1 0 1
(

2  
-

 3
)  ,  2 9 3  

-

 3 1 3 .


E i
m e r

,  M .

,
&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F . ( 1 9 9 8 )
.  E ff e c t s


o f  m a s k e d  s t i m u l i  o n  m o t o r  a c t
i
v a t i o n

:  B e h a v i o r a l


a n d  e l e c t r o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e v i d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f  

E x
?


p e r i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o g y  

:  H u m a n  P e r c e
p

t i o n  a n d


P e rf o r m a n c e
,
 2 4

(
6

)  ,
 1 7 3 7  -  1 7 4 7 .


H u b e r
,
 D

.
 E

.  (
2 0 0 8

) .
 I m m e d

i
a t e  p

r i m i n g  a n d


c o g
n i t i v e  a f t e r e ff e c t s . J o u r n a l  o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G e n e r a l
,

7 3 7 ( 2 )  ,  3 2 4  
-

 3 4 7 .


J a S k o w s k i
, P .

,
&  P r z e k o r a c k a  

-

 K r a w c z y k
,

A .


(
2 0 0 5

 ) .
 O n  t h e  r o l e  o f  m a s k  s t r u c t u r e  i n  s u b l i m i

?


n a l  p r i m i n g . A c t a  N e u r o b i o l o g i a e  E x p e r im e n t a l i s
,


6 5
,

4 0 9  -

 4 1 7


J a S k o w s k i
,

P .  (  

2 0 0 8
 )  

?  T h e  n e
g
a ti v e  c o m

p a ti b i l i t

y


e f f e c t  w i t h  n o n m a s k i n g  
f l a n k e r s

 :  A  c a s e  fo r  m a s k


—

t ri g g e r e d  i n h i b i t i o n  h y p o t h e s i s .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a n d  C o g n i t io n
,  7 7

(
3

) ,
7 6 5  -

 1 1 1 .


K i e f e r
,
 M .

,
&  M a r t e n s

,
 U

.
, ( 2 0 1 0 ) .  A t t e n t i o n a l


s e n s i t
i
z a t i o n  o f  u n c o n s c i o u s  c o g n

i
t i o n

 :  T a s k  s e t s


m o d u l a t e  s u b s e q u e n t  m a s k e d  s e m a n t i c  p r i m i n g .


J o u r n a l  o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o g y  
:  G e n e r a l

,
 1 3 9


(
3

) ,
4 6 4  

-

 4 8 9 .


K l a p p ,
S .  T .  (

2 0 0 5
 )  

?  T w o  v e r s i o n s  o f  t h e  n e g a t 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f e c t

 :  C o m m e n t  o n  L l e r a s  a n d  E n n s


(
2 0 0 4

 )  
.  J o u r n a l of  E xp e r i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G e n e r a l
,

1 3 4 ( 3 ) ,
4 3 1  -

 4 3 5 .


K l a p p ,
S .  T .

,
&  H a a s

,  B .  W . (
2 0 0 5

)
.  N o n c o n -


s c i o u s  i n f l u e n c e  o f  m a s k e d  s t i m u l i  o n  r e s p o n s e  s e
?


l e c t i o n  i s  l i m i t e d  t o  c o n c r e t e  s t i m u l u s  
一

 r e s p o n s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H u m a n  P e r c e p t i o n  a n d  P e jf o r m a n c e
,

5 7
 (  

1
)  ,

 1 9 3


- 2 0 9 .


K l a u e r
,  K . C .

,
&  D i t t x

i
c h

,  K .  ( 2 0 1 0 )
.  F r o m  s u n ?


s h i n e  t o  d o u b l e  a r r o w s
:  A n  e v a l u a t i o n  w

i
n d o w  a c ?


c o u n t  o f  n e g
a t 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f e c t s .  J o u r n a l  o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o g y  

:  G e n e r a l
,  1 3 9

 (  
3

 ) ,
4 9 0


一

 5 1 9 .


L l e r a s
,
 A .

,
&  E n n s

,
 J .  T .  (

2 0 0 5
)

.  U p d a t i n g  a


c a u t i o n a r y  
t a l e  o f  m a s k e d

 p r im
i
n g  

:  R e p ly  
t o  K l a p p


(
2 0 0 5

 )  
.  J o u r n a l  of  E x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G e n e r a l
,

1 3 4
(

3
)  ,  4 3 6  

-

 4 4 0 .


M a r t e n s
, U .

,
A n s o r g e

, U . , &  K i e fe r
, M .


(
2 0 1 1 ) .  C o n t r o l l i n g  

t h e  u n c o n s c i o u s
:  A t t e n t i o n

?


a l  t a s k  s e t s  m o d u l a t e  s u b l i m i n a l  s e m a n t i c  a n d


v i s u o m o t o r
 p r o c e s s e s  d

i
f f e r e n t i a l l y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S c i e n c e
,
 2 2

(
2

)  ,
 2 8 2  -  2 9 1 -


N a c c a c h e
,  L .

,
&  D e h a e n e

,  S .  (  2 0 0 1  )
.  U n c o n ?


s c i o u s  s e m a n t i c  p ri m i n g  e x t e n d s  t o  n o v e l  u n s e e n


s t im u l i .
 C o g n i

t i o n
,  8 0

,  2 1 5  —

 2 2 9
.


P o s n e r
,  M .  I .

,
&  S n

y d e r
,
 C .  R .  R .  (  

1 9 7 5
)  

.  A t t e n ?


t i o n  a n d  c o
g
n

i t i v e  c o n t r o l .  I r i  R .  S o l s o  (  E d . ) ,


I n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a n d  c o g

n i t i o n
 
:  T h e  L o y o l a


S y m p o s i u m .  H i l l s d a l e
,
 N e w  J e r s e y :  E r lb a u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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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e d i g e r
,  H .  L .  (

1 9 9 0 ) .  I m p l i c i t  m e m o r
y  

:  R e te n ?


t i o n  w i t h o u t  r e m e m b e ri n
g

.  T h e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


o g i s t
 y  ^ 5 ( 9 ) ,

1 0 4 3  
—

 1 0 5 6
.


S c h l a g
h e c k e n

,  F .
,

&  E i m e r
,  M .  (

2 0 0 6
)

.  A c t i v e


m a s k s  a n d  a c t i v e  i n h i b i t i o n
 :  A  c o m m e n t  o n  L L e r a s


a n d  E n n s  (
2 0 0 4

)  a n d  o n  V e r l e g
e r

,  J a S k o w s k i
,


A y d e m i r
,

v a n  d e r  L u b b e
,

a n d  G r o e n  (  
2 0 0 4

 )  
?


J o u r n a l  o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o
g y :  G e n e r a l

,
1 3 5


(
3

)  ,
 4 8 4  -  4 9 4 .


S u m n e r
 ’ P .  (  

2 0 0 8
 )  

■  M a s k  
一

 i n d u c e d
 p r i m i n g  

a n d


t h e  n e
g
a t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f e c t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5 5

(
2 ) ,

1 3 3  
-

 1 4 1 .


E f f e c t  o f  t h e  P r i m e  
-

 T a r g e t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n  S u b l i m i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i n  N e g a t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 f e c t


W A N G  J i a
-

y i n g  Z H A N G  M i n g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  N o r t h e a s t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C h a n g c h u n  1 3 0 0 2 4
,  C h i n a )


A b s t r a c t


N e g a t 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f e c t  ( N C E

)  i s  a  r e s u l t  o f


s u r p
ri s e  t h a t  m a s k s

 p
ri m e  a r r o w s  i n h i b i t i o n  r e s p o n s e s


o f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t a r g

e t  a r r o w s  a n d  f a c i l i t a te s  r e s
p

o n ?


s e s  t o  o p p o s i t e  
-

 d i r e c t i o n  t a r g e t  a i T o w s
.
 I n  t w o  e x ?


p e r i m e n t s
 

,

t h e  c u r r e n t  r e s e a r c h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t h e


e ff e c t s  o f  t h e
 p ri m e  

-

 t a r g e t  r e l a ti o n s h i p  
o n  s u b l im i

?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b y  e m p
l o

y
i n g  

t h e  m a s k e d


一

 p
ri m e  p a r a d i

g m .  I n  E x p e ri m e n t  1
, p r i m e s  w e r e


d o u b l e  a r r o w s
 p o i n ti n g  

t o  l e ft  o r  ri g h t
,  t a r g e t s  w e r e


d o u b l e  a r r o w  (  
i d e n t i c a l  c o n d i t i o n ) ,

l o n g  a r r o w


( s a m e  c o
g

n i ti v e  p r o c e s s  c o n d i t i o n
)  o r  c h a r a c t e r


( d i ff e r e n t  c o g n i t i v e  p r o c e s s  c o n d i t i o n
)

.  I n  E x p e ri ?


m e n t  2
,  p ri m e s  w e r e  C h i n e s e  c h a r a c t e r  

‘ ‘

 左 

”

 o r


“

右
”

,
t a r g e t s  w e r e  c h a r a c t e r

 (
i d e n t i c a l  c o n d i ti o n ) ,


E n g l i s h  w o r d
 (

s a m e  c o g n i t i v e  p r o c e s s  c o n d i ti o n )  o r


d o u b l e  a r r o w
 (

d i f fe r e n t  c o g n i t i v e
 p

r o c e s s  c o n d i t i o n
)

.


T h e  r e s e a r c h  p r o v e d  t h a t  t h e r e  o c c u r r e d  s u b l i m i n a l


s e m a n t i c
 p ri m i n g  

i n  t h e  m a s k e d
 p ri m e

 p a r a d i g m ,  
t h e


d i r e c t i o n  o f  p r im i n g  w a s  n e g a t i v e .  E a r l y  s t u d i e s


s h o w e d
 p o s i t i v e

 p ri m e  i n  s u b l i m i n a l  s e m a n t i c
 p ri m e

,


t h e  d iff e r e n c e  m i g h t  b e  d u e  t o  t h e  s h o r t  t i m e  c o u r s e


u s e d  i n
 p r e s e n t  s t u d y .


K e y  w o r d s
 :  p r im e  

-

 t a r g e t  r e l a t i o n s h ip ,


m a s k e d  
一

 p ri m e
,

n e g a t i v e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e f f e c t
,

s u b ?


l i m i n a l  s e m a n t i c
 p ri m e

,
l e v e l  o f

 p
r o c e s s i 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