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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吴艳红 朱 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10 0 10 1 ) (北京大学心理系
,

10 0 87 1 )

摘 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考察不同系列项 目呈现时间范式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

并验证 N ae ht

提出的区辨理论公式对中文材料的适用性
。

结果表明
,

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目呈现时间
,

并且项 目

之间的时间间隔按不同中数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
.

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但是 N ea ht 提

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
,

不能预测本实验结果
,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
。

关锐词
:

系列位里效应 区辨理论 中数比率

前言

Ne
a ht 和 c or w de

r l1[ 图 〔3j[
`〕的实验证明

,

在非常短暂呈现过程中
,

存在 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并

且
,

他们以 Bj o r k 和 Wh i t t e n [ , ]的比率原则 ( t h e r a t i o r u l e
)为基础

,

提 出区辨理论 ( t h e p r i n e ip l e o f

id s it cn it ve en
s s )

,

解释广泛的系列呈现时间范式和不同记忆形式实验中出现的近因效应
。

1 9 9 3 年
,

N ea ht 在关于雪花图片的再认实验研究 中
,

又进一步提出计算系列不 同位置项 目之

间区辨率的公式
:

了 (d
;
一 d , )

2

了 (成一 ,

一 d , )
’
+ 习 了 (姚十 :

一 d ,
)

2

j= l

( l )

·

习=i1
一一氏

`

习 丫又瓦二豆万
玄+ 2「习

e
+ 2

( 2 )

公式 ( l) 和 (2 ) 中
, n 表示系列包括的项 目数目

,

k 为要计算项 目在系列 中的位置
。

当 k 等于 1

或
n 时

,

使用公式 ( 1) 计算其区辨率
;
使用公式 (2 )计算系列中间项 目的区辨率

。

为了避免对称性
,

N ea ht 在公式中增加了常数
。 ,

并根据其实验结果
,

人为地把常数
。
定为 9

。

N ea t h[
3 〕认为

,

所有实验

条件下的所有系列位置的
。
都保持不变

。

中国汉字具有拼音文字所没有的特点
,

因此有必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进一步证明在非常短暂

的呈现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本实验采用 N ea ht 和 C or w de
r 闭的实验设计程序

。

首先
,

以汉字为材料
,

证明非常短暂系列项

目呈现时 ( 3 6 20 m s 、

2 1 2 5 m s 、

和 77 o m s )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其次
,

验证以汉字为材料时
,

区辨

理论计算公式的适用性
。

2 材料和方法

2
.

1 被试 10 名北京大学本科生
。

每个被试完成全部 90 个系列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2
.

2 材料 90 个汉字系列
,

每个系列 7 个汉字
。

每种实验条件 18 个汉字系列
,

共 6 30 个汉字
。

每

个系列汉字的平均频率为 0
.

0 1 5 7 0 % ( 0
.

0 0 5 0 3 %一 0
.

0 3 6 61 % ) (((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
,

北京语言学

院语言教研室编著
,

1 9 8 8 年 )
,

平均笔画为 7
.

83 画 (5 画一 10 画 )
.

2
.

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5又 7 因素设计
。

自变量为 5 种实验条件 ( D l
、

D Z
、

C
、

n
、

12) 和 7个系列

位置
。

两种 自变量均为组内设计
。

D l ( d e e r e a s i n g e o n d i t i o n s l )
: 7 个汉字之间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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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 0m s、

8 0 0ms
、

4 0 0m s、

20 0m s、

10 0m s和 5 0m s。

D Z (d e e r e sa i n g e o n d i t i o n s Z)
: 7个汉字之间的时间

间隔分别为 7 5 8m s、

4 2 1m s、

4 2 3m s、

3 10m s、

7 2m s和 4 0m s。

C (e o n s t an t。 o n d i t i o n)
: 7个汉字之间的

时间间隔保持在 5 0m s。

11(in e r e sa i n g。 o n d i t i o n s l)
: 7个汉字之间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5 0m s、

10 0ms
、

Zo o rns
、

4 0 0m
s、

s o om s和 16 0 0m s。

2 1(i n e r e sa in g e o n d i t i o n s Z)
: 7个汉字之 间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4 0m s、

7 2m
s、

3 1o m s、

2 34m s、

4 2 1m s和 7 5 8m s。

每个汉字呈现 s o m s,

然后呈现 l o m s
掩蔽刺激 (排列

成正方形的 16 个
` # ’

)
。

系列呈现完毕后和回忆之间的时间间隔固定为 50 m s 。

D l 和 n 的总呈现

时间为 3 6 2 0 m s 。

D Z 和 12 的总呈现时间为 Z 1 2 5m s 。

等距条件 ( 。 )的总呈现时间为 7 7 0 m s 。

根据 比

率原则
,

等距条件下的中数比率为 0
.

29
; D l 和 n 的中数 比率为 1

.

0 ; D Z 和 12 的中数 比率为 0
.

8
。

中数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比率~ 该项 目与相邻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

此间隔后面所有间隔时间的总和 + 最后一个项 目呈现完毕到回忆的时间间隔

中数比率 = 中间两个比率之和

2
.

4 实验程序

2

告诉被试这是一个知觉实验
。

被试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写出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

汉字
。

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验
。

五种实验条件和汉字系列是随机呈现的
。

3 结果和分析

蹂豁器品
正确网忆百盈分

4 5

系 列 位 置

圈 1 五种不同呈现时间条件下的系列位工曲钱

结果如图 1 所示
。

经过 M A N O V A 检验
,

在五种实验条件下均表现出明显的系列位置主效应

(五种实验条件均为 P < 0
.

0 1 )
。

五条曲线的变化趋势
,

与 N ea ht 和 cr
o

wd er [’J 实验中曲线的变化趋

势完全相同
。

根据每一种实验条件下曲线的不同变化
,

经 t 检验
,

5 0 m s
等距条件下 (C on st an t 曲线 )

,

表现出

明显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根据图 1 和以上统计结果
,

等距条件下
,

结果表现出标准的系列位置

曲线
,

即系列 中间偏后位置项目 (全部 7个项 目中的第 5 个项目 ) 的正确回忆百分比最小
。

两个下降

的时间范式 ( D ec er a s i n g 1
.

。 曲线和 D ec r ea is n g 0
.

8 曲线 ) 系列位置曲线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

曲线中
,

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最低点
,

均位 于曲线的后半部分 (全部 7 个项 目中的第 6 个项 目 )
,

并表

现出明显 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两个上升的时间范式 (I cn r ea s in g 1
.

0 曲线和 I cn er as in g 0
.

8 曲

线 )曲线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最低点
,

均位于曲线的前半部分 (全部 7 个项 目中的第 2 个项 目 )
,

并表

现出明显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图 2 和 图 3 是根据 N ea t h川提 出的计算每个项 目区辨率的公式
,

以及对系列位置 曲线的修正

方法
,

在本实验结果 中的应用
。

图 2 为 S Om s
等距实验条件下

,

对本实验结果 的修订 ( A )
,

和根据 N ea t h[
3〕的公式得出的预测

模型 (B )
。

可以看到
,

根据 N ea t h[
3 〕提出的区辨率公式得到的预测模型结果

,

与经过修订后的本实验



30 0 心理科学 99 9 1年第 22 卷

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

图 2 中的 (A )
、

(B)两条曲线的近因部分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

而首因部分差异较

大
,

即预测模型 ( B )正确预测 了近因效应的出现
,

但没能有效地预测首因效应
。

求

2 3 4 5 6 7

系 列 位 置

修订后正确回忆百分数

3 4 5 6 7

系 列 位 耸

修后汀正确忆回百分数

( A )

图 2

(日 )

5 m0
s

等距实验结果的修订 和预刹

rì,炭一ù系

02.01501晚
。修订后正确回忆百分数

曼一
0250201501005

。

图 3 不 同中数比率实验结果的修订和预测

图 3 表示系列项 目呈现间隔时间发生不同变化时
,

N ea t h[
,〕提出的修订 ( A )和模型预测 ( B )的

结果与本实验结果的比较
。

根据 N ae ht 3[] 的公式
,

对本实验两种不 同比率 l(
.

0 和 0
.

8 )
,

两种不同变化方向 (项 目之间间隔

时间逐渐减小和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逐渐增加 )的四条系列位置 曲线的预测
,

得到完全相同的一条曲

线
,

这与本实验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
。

因此
,

当系列项 目间隔时间以不同的比率变化时
,

N ea t h s[] 提

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已经不再适用
。

4 讨 论

4
.

1 该结果以 中国汉字为材料
,

证明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 目呈现实验中
,

以及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

按不同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
,

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系列位置效应

普遍存在 于不 同项 目呈现时间序列实验范式
,

以及不同种类的实验材料之中
。

4
.

2 在标准系列位置实验条件下
,

如等距条件 (C on st an t 曲线 )
,

得到与其它不同时距的等距实验

完全相同的系列位置曲线
。

本实验中
,

两条下降的时间范式曲线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上升的时

间范式曲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下降时间范式曲线 中
,

对系列第 1 个项目正确回忆百分数均

高于两条上升时间范式曲线对系列第 1 个项 目正确回忆的百分数
。

这是因为
,

对于下降时间范式而

言
,

前面几个项 目之间的区辨率被加大了
,

而后面几个项 目之间的区辨率被减小了
,

上升时间范式

的情况与此相反
。

因此可以说明
,

控制系列各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
,

可以改变系列位置曲线的形状
,

使得系列不同位置项 目正确回忆百分数发生变化
。

这个结果与 电线杆理论的解释基本一致
,

电线杆

理论是指
,

当你从一系列等距排列的电线杆 (类似于等距排列的记忆项 目 ) 的最后一点向前看时
,

最

后一个电线杆与倒数第二个电线杆之间的区辨率最高
,

越往前
,

电线杆之间的区辨率越小
。

虽然项

目间隔时间的变化比率不同
,

但是
,

项 目间隔时间的变化趋势
,

对系列位置曲线形状的作用更大
。

项

目时间间隔比率的大小
,

决定系列位置曲线每个位置项 目回忆的绝对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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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本实验所得到的系列位置 曲线基本与 Nt ea h和 Cro w dr e闭的实验得到的系列位置曲线完全

一致
。

由于 N eat h和 Cro w dr e [’ ]的实验使用 5个项 目
,

而本研究采用 7个项 目
,

似乎可 以认为对中

文材料的回忆成绩好 于对英文材料的回忆成绩
。

根据经验我们认为
,

如果本研究我们采用的每个系

列只包含 5 个汉字
,

那 么
,

对这些汉字的回忆将会出现天花板效应
,

而不会表现出系列位置效应
。

N ea ht 和 C or w d er 闭的 5 个项 目为双音节单词
,

而本研究的 7 个项 目为 7 个汉字
。

根据实验过程中

的观察和被试实验后 的报告
,

发现大多数被试在系列项 目呈现过程中
,

是通过读出每个汉字的读音

来记忆的
。

5 个项目的双音节英文单词的读音
,

就相当于 10 个汉字的读音
。

因此
,

经常会出现使用

英文实验材料和使用 中文实验材料所得结果 的差异
。

已有的研究证明
,

工作记忆 ( w or k in g m e m or y )的语音存储中保持的记忆痕迹
,

大约在项 目呈

现 1
.

55 到 s2 后就己经消失
,

提取不出来
。

不同语言的发音速度不同
,

如 H oo sa in 和 S al iil 51[ 的实验

证明
,

以中文读出每个数字需要 2 6 5m s 。

E l l i s 和 H e n n e l ly [5〕报告
,

以英文读出每个数字需要 3 2 l m s 。

因此
,

在非常短暂的
、

有限的时间内
,

对中文材料的回忆效果
,

一定好于对英文材料的回忆效果
。

这

种分析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比较吻合
。

4
.

4 N ea ht 3[] 把其公式中的常数
。
定为 9

,

而根据本实验结果
,

我们可以认为
,

它不适用 于不同种

类的实验材料
,

不同的实验范式和不同的提取方式
。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中文材料有不同于英

文拼音材料的特殊性
.

最明显的差异
,

来 自于对系列位置曲线第 1 点的预测
.

因此
,

对于中文实验

材料
,

不仅需要重新考虑 N ea t h[ 3〕得到的常数
。 ,

而且其预测系列位置曲线第 1 点和最后一点的公

式
,

也不能预测本实验中系列位置曲线的第 1 点和最后一点
。

4
.

5 A kt in s

on 和 S hi ff ir n[
5〕提出的两种记忆过程理论认为

,

系列前 面几个项 目呈现时
,

被试对这

几个项目复述次数较多
,

这些项 目被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因而出现首因效应
; 系列最后 几个项 目虽

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复述
,

无法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但是
,

回忆时
,

这些项 目仍然保持在短时记忆中
,

因此对最后几个项 目的回忆成绩较好
,

即形成近因效应
; 系列中间的项 目

,

在还没有得 到充分的复

述时
,

就被后面的项 目替换掉
,

因此
,

这些项 目既没有从短时记忆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而且又超出短

时记忆的容量
,

所以对中间项目回忆的成绩最差
。

在本研究中
,

由于整个系列项 目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

被试根本没有时间对项 目进行复述
,

也

就是说
,

被试在项 目呈现过程中
,

不存在把项 目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换 的可能性
,

因此
,

无法用

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分
,

来解释首因和近因效应的出现
。

如果用电线杆理论来分析本实验结

果
,

近因部分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

但不能解释首因效应
。

虽然 N ea ht 和 C or w de
r
等心理学家利用

区辨理论的公式能够说明近因效应的出现
,

也能够预测 出首因效应
。

但是
,

比率原则和区辨理论仍

然无法说明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性质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
,

重新解释系

列位置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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