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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负载理论的新证据
) ) ) 基于斯特鲁普效应的研究

¹

陈雪飞,  蒋  军,  陈安涛
西南大学 心理学院 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715

摘要: 采用斯特鲁普任务范式, 检验知觉负载理论是否适用于斯特鲁普效应, 研究发现: 屏幕中同时呈现 6 个彩色

的颜色词, 被试只对红色或者绿色的颜色词命名. 在实验一中, 需要在 6 个颜色词中进行视觉搜索(高负载) , 斯特

鲁普效应消失了; 在实验二中, 增加有效线索, 将注意直接集中在目标刺激上(低负载) , 产生了斯特鲁普效应. 证

明知觉负载理论也适用于斯特鲁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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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觉负载理论的研究大多数采用侧抑制任务变式
[ 1- 6]

, 而斯特鲁普任务中采用的是靶刺激与分心刺

激合并的颜色词刺激 [ 7] . 自动化理论认为, 单词阅读比颜色命名更加自动化[ 8] , 在侧抑制任务范式中不存

在更加自动化的问题, 那么知觉负载理论也适用于斯特鲁普冲突吗? 陈哲考察了知觉负载对斯特鲁普任务

的影响, 发现高知觉负载不会使斯特鲁普效应减小[ 9] , 他认为知觉负载对斯特鲁普冲突没有影响. 但是,

陈哲的研究对知觉负载的操纵是不够充分的. 我们重新操纵了知觉负载, 观察高知觉负载是否会减少斯特

鲁普冲突.

1  实验一
11 1  被   试

共 27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其中女生 16名, 男生 11名, 平均年龄 21岁) , 实验结束后每位被试获得 5

元人民币作为报酬. 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色弱, 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

11 2  材料和仪器
5种颜色词分别是/黄0、/白0、/蓝0、/青0、/紫0, 字的颜色和字义一致, 并且每次都会出现; 另一个

颜色词是/红0或者/绿0, 字的颜色分别为红色或者绿色, 每次随机出现 1个, 出现的概率相等. 6个颜色词

排列成圆形出现在屏幕中间, 每个颜色词与中心的距离相同, 每次 6个颜色词出现的位置随机变化.

实验用计算机为联想 LX-GJ556D, 17寸彩色显示器, 分辨率为 1 024 @ 768, 颜色为真彩色, 刷新率

为 85 H z. 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心理实验编程软件编写运行, 刺激呈现时间、反应时均由计算机自动记

录. 被试与显示器的距离是 60 cm 左右, 所有刺激呈现在显示器中心, 背景为黑色.

11 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有一致和不一致两个水平.

11 4  实验程序
首先在屏幕中出现 1个/ + 0, 时间 300~ 500 ms, 接着出现 6个颜色词, 要求被试看见红色的字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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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看见绿色的字按 P 键, 直到按键刺激消失. 实验共有3个区组, 每个区组有 144个试次, 每个区组结束

后被试自己任意休息. 正式实验之前练习 36个试次.

11 5  结   果
只计算正确反应下的数据, 剔除反应时小于 350 ms和大于 1 500 ms的数据, 结果见表 1. 对一致和不

一致水平下的错误率做配对样本 t检验, t(26)= 01 10, p= 01 92, 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对一致和不一致水

平下的平均反应时做配对样本 t检验, t( 26)= 11 04, p = 01 31, 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明不一致的字义对

颜色命名不产生干扰, 斯特鲁普效应消失了.

11 6  讨   论
实验一结果显示, 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 斯特鲁普效应消失. 当被试需要知觉 6个颜色词中的 6种颜

色时消耗了更多的注意资源, 没有剩余的注意资源或者剩余的资源不足以知觉单词, 单词被排除在知觉之

外, 干扰就消失了, 说明我们对知觉负载的操纵是成功的. 结果证明, 在靶刺激与分心刺激合并的斯特鲁

普任务中, 高知觉负载使注意在早期的知觉阶段做出选择, 知觉负载理论适用于斯特鲁普冲突, 同时进一

步证明单词阅读不是完全自动化的, 单词认知也需要注意资源.

2  实验二
在标准斯特鲁普任务中, 每次出现 1个颜色词, 实验一中同时呈现 6个颜色词, 那么到底是相关刺激

的高知觉负载使冲突消失, 还是因为增加 5个颜色词使无关刺激的凸现性降低从而使冲突减少? 为了澄清

这个可能的事实, 我们进行了实验二. 假设, 与实验一相同的刺激结构中, 在相关刺激出现的位置提供一

个有效线索, 被试不需要在 6个颜色词中对目标颜色进行视觉搜索, 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刺激上, 颜

色的知觉负载就降低了. 按照知觉负载理论, 在低知觉负载条件下, 剩余的注意资源会自动溢出知觉无关

刺激, 这样无关刺激就会干扰靶刺激, 产生冲突. 因为实验二中的刺激结构与实验一相同, 如果是由于增

加的颜色词使分心刺激的凸现性降低从而使冲突消失, 那么, 实验二中就不会有冲突产生.

21 1  被   试
共 18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其中女生 11名, 男生 7名, 平均年龄 22岁) , 实验结束后每位被试获得 5元

人民币作为报酬. 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色弱, 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

21 2  材料和仪器
与实验一相同.

21 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有一致和不一致两个水平.

21 4  实验程序
首先在相关刺激出现的位置呈现 1个/ + 0, 时间为 1 s, 要求被试将注意集中在/ + 0上, 接着出现 6个

颜色词(同实验一) , 要求被试对/ + 0位置上颜色词的颜色做出反应, 如果是红色的字按 Q 键, 绿色的字按

P 键, 直到按键刺激消失. 实验共有 3个区组, 每个区组有 144个试次, 每个区组结束后被试自己任意休

息. 正式实验之前练习 36个试次.

21 5  结   果
只计算正确反应下的数据, 剔除反应时小于 350 ms和大于 1 500 ms的数据, 结果见表 1. 对一致和不

一致水平下的错误率做配对样本 t检验, t(17)= 11 41, p= 01 18, 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对一致和不一致水

平下的平均反应时做配对样本 t检验, t (17) = 51 57, p< 01 001, 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冲突没有消失; 对实

验一和实验二的一致和不一致水平下的平均反应时做方差分析, 在一致水平下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F (1,

44)= 01 77, p= 01 39, 在不一致水平下的反应时差异显著, F(1, 44)= 31 94, p = 01 05, 证明增加有效线索

使不一致水平下的反应时变慢了.

21 6  讨   论

实验二通过增加有效线索使注意集中在相关刺激上, 从而降低知觉负载, 剩余的注意资源就会自动溢

出加工分心刺激, 产生冲突, 说明当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较低时, 即使增加无关的颜色词也会知觉到分心

刺激, 产生冲突. 与标准斯特鲁普效应相比, 实验二中的冲突较少了, 即产生了稀释效应, 说明无关刺激的

增加会减少对分心刺激的知觉, 但是不足以使冲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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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一和实验二中一致和不一致水平下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处  理
实验 1

反应时/ ms

M SD

错误率/ %

M SD

实验 2

反应时/ ms

M SD

错误率/ %

M SD

一致 499 69 31 2 21 0 542 78 21 7 21 5

不一致 497 69 31 2 21 2 515 64 21 1 21 3

不一致- 一致 2 11 0 21 0 27* 21 01 6 21 0

  注: * p < 01 01.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靶刺激与分心刺激合并的斯特鲁普颜色词作为刺激, 通过 2 个实验证明了加工当前

任务的知觉负载水平决定分心刺激是否得到知觉. 莱威等人认为 [ 1- 5 ] , 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 注意资

源被当前任务耗尽, 干扰刺激的加工很少, 干扰效应小, 甚至没有干扰; 而在低知觉负载条件下, 当

前任务只占用了部分知觉容量, 剩余部分资源对干扰刺激进行加工, 干扰效应大. 本实验一中, 加工

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水平很高, 没有剩余的注意资源加工分心刺激, 冲突就消失了, 在实验二中, 提

供有效线索引导注意集中在相关刺激上, 知觉负载降低了, 剩余的注意资源就自动溢出, 加工无关刺

激, 产生冲突, 结果与莱威的研究一致, 说明本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莱威的理论. 但是本实验结

果与陈哲的研究不一致. 在陈哲的研究中 [ 9] , 高知觉负载并没有使斯特鲁普效应减少, 他认为高知觉

负载对靶刺激与分心刺激相分离的任务的注意引导是有效的 , 而对靶刺激与分心刺激合并的任务没

有影响, 知觉负载不适用于斯特鲁普效应. 但是本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高知觉负载条件下 , 斯特鲁普

效应消失, 低知觉负载条件下, 产生了冲突. 与标准的斯特鲁普效应相比, 实验二中的冲突比较小,

说明增加的无关颜色词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当前任务, 但是不能使冲突消失. 佛斯特等人的研究
[ 10]

证明, 即使在刺激周围呈现一个与当前任务没有任何关系的无关刺激, 仍会对当前刺激产生干扰, 但

是这种干扰效应在高的知觉负载条件下同样可以消除.

约翰逊等人的实验中[ 1 1] , 在视觉搜索前呈现有效线索, 指示高、低知觉负载下目标刺激出现的位

置. 结果发现有线索时比没有线索时整体反应时加快, 线索有效性和知觉负载产生了交互作用, 有线索

出现时, 低负载下的干扰效应减小, 而有无线索不影响高负载下的干扰效应, 线索有效性和知觉负载高

低共同决定了干扰效应的大小. 本实验二中, 增加有效线索(低知觉负载) , 反应时比没有线索(高知觉

负载)要长(表 1) , 这与斯特鲁普颜色词这种特殊的刺激结构有关, 高负载条件下, 单词没有得到知觉,

就不会有冲突, 反应较快, 而在低负载条件下, 有效线索引导注意集中在相关刺激上. 有研究认为负性

情绪下注意力更集中, 被试知觉能力得到提升, 能更快地知觉到提示信号, 从而对目标刺激的反应加

快[ 12 ] . 当靶刺激与分心刺激合并时, 注意越集中, 分心刺激得到的加工也越多, 从而产生干扰, 反应就

变慢了. 陈哲也考察了注意集中对斯特鲁普冲突的影响
[ 9]

, 他的研究也证明在斯特鲁普颜色词任务中,

注意范围越小, 冲突越大.

莱威等人提出负载理论包括选择性注意的两个机制
[ 6]

, 第一个机制指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可以使干扰

刺激排除在知觉范围之外, 这是一个被动的机制, 干扰是因为分心刺激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资源加工而消

失的; 第二个是主动机制, 尽管干扰刺激得到知觉也要主动地抑制(比如低知觉负载条件下) , 这样的抑制

依靠更高级的认知功能, 比如工作记忆, 为了更好地完成并行的任务使分心刺激的主动抑制能力减弱, 因

此增加工作记忆会使干扰增加. 但是吉姆等人认为工作记忆有不同类型, 不同的工作记忆占用不同的资

源[ 13] , 他通过增加并行的言语工作记忆负载, 使斯特鲁普效应消失, 并认为注意资源是有限的, 当增加的

工作记忆负载与靶刺激占用的是相同的注意资源, 就会与靶刺激竞争注意资源, 干扰就会增加; 当增加的

工作记忆负载与分心刺激占用的是相同的注意资源, 就会与分心刺激竞争注意资源; 当注意资源被工作记

忆负载耗尽, 没有剩余的资源加工分心刺激时, 冲突就消失了. 吉姆采用的是颜色与单词相分离的斯特鲁

普匹配任务, 高权英等人采用标准的斯特鲁普颜色词研究了工作记忆负载对斯特鲁普效应的影响
[ 14]

, 发现

工作记忆负载对斯特鲁普效应影响不大, 这可能与工作记忆负载类型和刺激结构不同有关. 负载理论的第

二个机制对斯特鲁普效应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证明知觉负载理论同样适用于靶刺激与分心刺激合并的斯特鲁普效应, 这为支持知觉负载理论

提供了一个新证据, 也为以后知觉负载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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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Load Theory
) ) ) A St udy Based on Stroop Effect

CH EN Xue- fei,  JIANG  Jun,  CH EN An-tao
Ke y La bo ra tory of Co gnition a nd Persona lity , Ministry of Educa tion , Scho ol of Psycholo gy ,

 Southwe st Univ ersity , Cho ngqing 400715 , China

Abstract: Acco rding to the perceptual load theory , to w hat ex tent the task- ir relevant st imuli are pro cessed

is determ ined by w hether ther e are spare at tent io nal r esources lef t w hen they are used to pro cess the task-

relev ant stimuli. H ow ev er, in most prev io us studies, researchers used f lanker task paradigm instead of

that in w hich target st im uli w ere com bined w ith distr actor st im uli. T he Stroo p task paradig m w a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tes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erceptual load theory to St ro op conf lict . Six color ed

w ords w ere presented simultaneously o n the scr een at each trial, and the subjects w ere required to name

only the color of the w ord co lored w ith red or green. In Ex perim ent 1, subjects had to search the color of

red o r g reen amo ng six colo red w or ds ( the high- load condit io n) , and the Stro op effect disappear ed; while

in Exper im ent 2, by adding an ef fect ive cue, subjects could fo cus their at tent ion on the targ et object ( the

low-lo ad condit ion) , and the Stroop ef fect o ccurr ed, thus demonst rat ing that the perceptual lo ad theory a-l

so applies to the Stroop conflict.

Key words: perceptual load; selective at tent ion; St roo p ef fect; conf lict cont 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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