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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记忆领域中，生存加工优势是指被试在生存条件下学习材料的成绩要好于其他控制条件下学习材料的

成绩的现象。来源记忆是对事件或情景的背景信息的记忆，即对信息来源的记忆。国外有研究者开始探

究在来源记忆中是否也存在生存加工优势现象，但有着相互矛盾的发现。目前关于来源记忆中的生存加

工优势现象的研究较少。本文首先介绍了生存加工优势和来源记忆的含义及研究范式，然后介绍了生存

加工优势与来源记忆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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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emory, 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subjects’ 
performance on learning materials under living condi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on learning mate-
rials under oth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Source memory is the memory of the background infor-
mation of an event or situation, that is, the memory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 Some foreign re-
searche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also 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s in source 
memory, but they have contradictory findings. At present,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 phenomenon in the source memory.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meaning and research paradigm of 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 and source memory,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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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 and source memory, and 
finally propose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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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来源记忆 

1.1.1. 相关定义 
记忆是针对个体所掌握知识、经验的识记回忆。再认是结合信息加工来分析，记忆是对信息进行再

一次编码，经过储存之后，使用时提取出来。Seabrooke 等(2021)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分析，记忆划分为两

种类型。第一种属于项目记忆，第二种是来源记忆。其中项目记忆是针对事物本身所形成的记忆，要求

被试者在完成学习任务之后进行再次确认已掌握与学习相关的刺激性的事件及形成回忆。而来源记忆是

对事物所形成的背景信息所形成的记忆，来源记忆划分指标较多，包括信息序列、位置、颜色等相关来

源。 
1966 年，来源记忆的概念被提出来，针对项目背景所形成的记忆内容涉及到物理特征、空间、时间

等相关信息。例如，Petrucci 和 Palombo (2021)认为，要求平时记住我们所看到的家里的钥匙放在哪里，

在需要的时间使用它们，记住曾经所学习过的词汇顺序，形成有效的回忆。在实际生活过程当中深入研

究来源记忆，能够帮助人们记住事件发生的细节，从而不至于让错误记忆影响后期评价，尤其是目击证

人的相关证词，其所提供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会影响案件判断结果。郭雅慧(2016)认为，有关于来源记

忆的内容，涉及到项目与整体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监测和内部监测对现实情况的监控部分来源，

也包括组织性来源。目前研究来源记忆相关解释的理论包括来源监控框架、背景诊断模型、双重加工模

型、捆绑理论等等。 

1.1.2. 相关范式 
研究当中应注重记忆的范式研究，其中项目记忆包括回忆和再认，可以对被试者进行词汇或其他方

面的加工强化被试回忆，而再认则是对词汇进行深加工之后，以刺激其中的判断词是否在记忆当中曾经

出现过。 
序列范式(Sequential Task)是研究来源记忆最早的实验范式。在学习阶段学习刺激，然后做一个分心

任务，最后在再认阶段给被试呈现混合的新、旧刺激，被试先对呈现的刺激做出是否见过的判断，当被

试判断该刺激为旧刺激后，再要求被试进行相应的来源判断；如果被试判断某个刺激为新刺激，则给被

试呈现下一个刺激，接着做出判断。研究者用被试对旧刺激的来源回答正确的个数占该条件下的所有来

源总数的比例(即来源记忆成绩)，来表达来源记忆成绩的好坏。多键范式(Multiple-Button Task)适合同时

学习多种来源时使用(聂爱情，2005)。敦晓雯(2020)操作步骤如下：在学习阶段学习刺激，然后做一个分

心任务，最后在再认阶段，学习过的旧刺激与没有学习过的新刺激一同出现，被试需要对任意刺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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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并按相应键进行反应，如“新”键、“旧 + 来源 1”键、“旧 + 来源 2”键等，依次类推。 
现有对来源记忆的研究多采用序列范式和多键任务范式。 

1.1.3. 相关研究 
来源记忆是针对事物所产生的背景信息进行的记忆，来源记忆当中所测量的包括事件的位置、颜色、

发生的信息、序列所出现的来源，这是一种与项目记忆相对应的记忆方式。 
Petrucci 和 Palombo (2021)认为有关来源记忆的相关任务，包括与背景信息相关的刺激性因素。在学

习阶段，涉及到颜色、空间、位置以及判断事物是由谁提出来的、在哪种场景当中提出的。而本文沿用

记忆的分类，将记忆划分为项目记忆和来源记忆，予以深入探索。Lange 和 Berry (2021)来源记忆针对个

体记忆事物信息时，同时记忆相关条件包括获取信息所在的相关媒介、时间、顺序、空间位置、形态等

各方面。相关研究者采用器质性的记忆对障碍患者通过进一步实验，发现不同医生给患者读信息资料时，

经过短暂延迟后，要求患者再一次回忆读了哪些句子，进一步回忆所读的信息内容是由谁读给他们的。

胡哲(2013)实验结果发现，患者可以进一步回忆起所读的句子，但是难以回忆起究竟是谁给读的句子，由

此来进一步确定来源记忆与项目记忆存在分离性。负责项目记忆以及来源记忆的定位在大脑当中所处位

置不同，项目记忆对应右侧前额皮层，而来源记忆对应的是大脑左侧前额皮层。来源记忆与项目记忆是

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在记住事件发生具体来源的同时，也会记住事件的内容，以此形成完整记忆(李若

彬，2018)。 
陶艺冬等(2015)按照记忆编码信息，整体划分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两种方式，其中情景记忆涉及到

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内部所发生的相关事件的所有记忆，是形成主观时间的一种具有特别意识的相关信

息，人的心理返回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特殊的行径，需结合编码、提取、加工形成一系列过程。李红利和

王文慧(2020)提出情景记忆除包括事件的独有内容之外，也就是记忆的主体部分，还包括相关记忆发生过

程当中的背景细节，类似于时间、空间、环境、信息、感觉、知觉、特性等，综合起来被称之为项目记

忆，也就是对事件内容所产生的记忆(Seabrooke et al., 2021)。涉及到的背景细节部分，包括空间、时间、

环境的信息被称为来源记忆，有关于事件背景的记忆，情景记忆需要个体成功地记住，并作为后期再次

回忆的关键，则源自于来源记忆。 
范春艳(2020)针对个体生存认为，记住事物与之相关的来源记忆比较重要，尤其是不仅要知道自己拥

有的一件事物，而且要知道该事物的具体来源在哪里，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分析来源记忆和项目记忆

的整体关系，相关研究者的观点存在差异性。捆绑理论认为，来源记忆与项目记忆在结构上是分离的，

功能上具有协同性的作用。Pereira 等(2021)认为结构分离的两者之间互不干扰，结合情景记忆形成独立

的部分，认为在项目记忆存在困难时，也不会影响对该事物背景的记忆，而背景方面的记忆也不会影响

项目的记忆，负责项目记忆和负责来源记忆的脑区域也不同。相关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当中分析二者的功

能特征，发现具有区别性。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来源记忆衰退的速度要比项目记忆更快。结合实验操

作，认为项目记忆或者是来源记忆会受到外界影响，Symeonidou 和 Kuhlmann (2021)发现，来源记忆在成

年之后都处于衰退阶段。相关研究者对来源记忆的促进方式研究过程当中发现，有效的促进方式有助于

改善个体记忆水平，尤其是对老年人以及记忆存在困难者进行不断的来源记忆促进锻炼更为重要，除了

要记住事物本身之外，也要强化对事物背景信息的记忆。 

1.2. 生存加工 

1.2.1. 相关定义 
Nairne 在 2007 年提出，生存加工是在人类记忆系统当中形成的专门公式，用于加工与生存相关的信

息，这种加工具有专门性，与生存相关信息相关，与生存相关的信息更容易帮助大脑加工并记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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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系统当中，并不是所有信息都能平等地加工，只有与人类自身生存相关的信息才能被特殊对待。

在原始时期，人类在捕食获得食物方位、时间、位置、定点的相关信息形成族群存活的关键因素。信息

受记忆系统关注加工，从而提高群体存活率(El Haj et al., 2021)。与生存压力相关的记忆在进化时，信息

会选择记忆与生存相关的信息，从而塑造了人类记忆系统，在不断塑造当中继承下来，而与生存相关的

信息加工本身具有记忆优势(马毅博，2019)。 

1.2.2. 相关范式 
生存加工优势研究的经典范式的实验程序一般包括学习阶段、干扰阶段和测试阶段三个阶段。实验

组和对照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学习阶段：给两组被试相同的学习材料，要求实验组的被试对学习材料进

行“生存”条件下的加工，要求对照组的被试对学习材料进行其他条件的加工，例如搬家情境、自我联

想情境、愉悦情境等等。陈禹(2016)随后对被试进行一系列的干扰活动，例如图片找不同、做计算题、观

看视频等等。最后，在提前并没有告知被试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意外的记忆测试，考察方式是自由回忆或

者再认。李豪(2018)比较两组被试的记忆成绩，如果实验组的成绩高于对照组，说明生存条件下被试的记

忆效果优于其他加工条件，即产生了生存加工优势；如果实验组的成绩等于对照组，说明不同的加工条

件下记忆的效果并没有什么差异；如果实验组的成绩低于对照组，说明生存条件下被试的记忆效果并不

比其他加工条件下好，即产生了生存劣势效应。 

1.2.3. 相关研究 
大脑会综合自己生活的方式予以进化，心理学家在进化方面的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人的大脑会结

合远古时期的生活逐步进化。Nairne 教授在 2007 年提出了有关生存加工优势，他认为综合生存加工的条

件，实现了搬家、加工，然后再对比自我参照条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记忆水平更具有优势，从而形成了

生存加工优势效应。在这种优势效应的前提下，推进个体记忆，实际应用效果明显。据此而提出的适应

性假说被人们所接受。刘思雨(2017)针对来源记忆当中的生存加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尤其是生存加

工对来源记忆影响，被很多学者所证实。 
在最初的研究中，Nairne，Thompson 和 Pandeirada (2007)让被试想像自己被困在一片没有补给的外

国草原上，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词语与生存价值的相关性进行评分。在控制条件下，相同的词语根据

它们的愉悦程度或它们与搬家情境(即，搬到异国他乡的新家)的相关性进行评分。他们观察到与愉悦度和

搬家情境相比，自由回忆和再认测试都存在生存加工优势。他们得出结论，在生存情境中加工材料比在

控制情境中更有利于记忆(Nairne et al., 2007)。生存加工具有比其他语义任务更有效的编码，比如愉悦、

想象、自我参照、繁衍和有意学习(Nairne & Pandeirada, 2008a)。因此，它被认为是在人类记忆研究中发

现的最好的编码方式之一(Nairne & Pandeirada, 2008b)，被称之为“生存加工优势”(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生存加工优势为适应性记忆提供了重要证据，其发现也打开了对适应性记忆研究的大门。在

Nairne 等人(2007)提出生存加工优势之后，大量研究者对生存加工优势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2. 生存加工与来源记忆的关系 

生存加工的优势效应机制主要是其本身源自于自我参照任务的应用。学者们对进化心理学所提供的

解释表示怀疑，尤其是 Weinsten 在 2008 年借助于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描述生存加工，认为不管是第一

人称指导语还是第三人称指导语，就是要求被试需要想象自己所处的某种情境，或者是在第三人称指导

语当中的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朋友处于某种情景，这种生存求情景的记忆水平显著较高，但是对于陌生

人的第三人称生存加工记忆水平并不明显。Kroneisen et al. (2021)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分析，应用的深层加

工，本身具有独立机制，不会受到其他机制的影响，尤其是不会受到自我参照加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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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娟(2020)相关研究明确，前人借助于使用被试内设计，仍旧可以产生出第三人称的深层加工优势效

应。生存加工条件，对来源记忆的影响，进一步表明生存加工条件与所应用的经典式的来源记忆，并没

有出现更为明显的差异，从而探究出生存加工优势本身存在边界条件。此后，渠二平(2016)进一步对

Stanley 的实验进行重复实验，结果存在差异性，生存加工条件下所形成的记忆水平与 Nairne 的研究与表

现一致。 
在实验过程当中，Kanagasabai et al. (2021)回忆任务范式对于效价条件之间的对比，其中没有重复应

用生存加工优势效应，一般认为是所使用的效价评定存在错误，造价评定本身会导致判断失误，造价评

定可能会激发个体社会赞许性，判断增加来源记忆效果，缩小生存加工记忆之间的差距。而应用再认范

式的实验，形成了搬家加工对照，进一步重复生存加工优势效应。2016 年，Kroneisen 对来源记忆尝试应

用了生存加工的记忆效果展开对比，利用自传体的自我参照任务，通过搬家加工生成加工自我参照予以

展开对比，通过 RK 范式最终发现生存加工获取更多正确的 R 键反应，来源记忆应用当中并没有比对比

组更具有记忆优势。汤妹婷(2021)应用的研究并没有准确体现生存加工对来源记忆的促进效果，并没有明

确生存加工条件更有助于来源记忆水平的提高。 
生存加工的优势在于强化信息自我生存方向的引导，迁移到自身角度的生存加工有助于结合自身强

化记忆，唐卫海等(2017)结合来源记忆的研究，记忆框架明确影响刺激与生存相关价值的最主要因素——

情景，而不独立于情景，所产生的场景与生存相关，例如所应用的钢笔与周围环境关系较小，但是它可

以作为个体写字必备工具，就具备了个体生存需求，记住所应用的生存生活环境对于记忆意义重大。记

住某一位置时，同样需要明确位置的属性与环境生存特定的时间、空间，在生存加工基础上才发挥重要

意义，包括与工作对等的签署合同使用钢笔这一情景，重要生存空间，以及与使用钢笔签署合同所在情

景的细节，对于来源记忆意义重大。Fritch 等(2021)来源记忆在生存加工基础上，主要表现出的相关场景

记忆优势，表现为生存加工会影响学习的记忆成绩提高。在对应场景加工当中，注重项目有助于提高来

源记忆，在实验当中通过愉悦性的判断作为控制条件，以明确生存加工条件作为来源加工展开研究，发

现生存加工优势效应明显。 
综合实验条件转化为个体生存的搬家场景，此时所展示的生存加工，对于来源记忆的优势就会充分

展现出来。在对被试进行对对碰游戏实验的过程当中，连续翻了两张，属性不同，需要重复游戏，结果

发现记忆具有适应性刺激位置更好，也会减少出错的次数。Nairne 等(2015)针对个人的择偶进行加工，作

为研究内容分析来源记忆优势被试者，如果分配给不同的择偶条件下面临不同面孔以及匹配的特质，以

此作为自身选择意愿进行评分，最后综合自身选择回忆是采用再任回忆方式，再认的面孔为旧面孔，当

被选择的意被问当时选择意愿是哪种，发现这一类生存条件与自身相关，整体记忆回溯具有明显优势。 
Otgaar 等(2011)通过更换条件，将个体控制条件转化为与个人相关的生存加工，有助于突出源记忆优

势当中的生存加工。Hennings 等(2021)通过生存加工当中的择偶加工优势突出来源记忆的优势，回忆阶

段再认到回忆的方式，再认某一面孔作为旧面孔，选择意愿发现影响来源记忆回溯当中以面孔为主，来

源记忆优势在学习阶段，要判断某一物品所接触的人，在回忆阶段要通过谁接触进行来源确认，发现不

健康的人接触过的来源记忆更好。 

3. 未来的展望 

杨宇(2015)站在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生存加工记忆系统与来源信息对于生存信息关注以及生存场

景所呈现的信息，有利于个体生存繁衍，从而形成最为特别的来源记忆，综合生存加工以及来源记忆放

在一起予以对比，探讨生存加工与来源记忆的研究展望方向，从而分析生存信息计划系统。 
从来源记忆成绩的结果分析，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未来将从来源记忆的相关成绩激活机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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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生存，不是来分析生存加工方式。Kroneisen 等(2016)认为生存加工与来源记忆二者结合研究的思考在

于以来源记忆作为基础，联想是生存加工信息来源记忆的基础，可以联想生存加工优势。来源记忆的完

整性和精确性与记忆项目获取的信息相关，可以联想为与生存相关的信息，从而加深记忆。以往有关来

源记忆，考察被试者对项目语义信息的记忆，并根据语义内容评价场景的关系，并没有过多地关注来源

信息与生存加工，分析来源记忆与进化相关的主题，在生存方面存在重合性，需要借助于生存加工分析

对来源信息记忆的影响。当面临自身生存问题时，个体需要面对全部的信息。要考虑生存与来源记忆的

影响，不仅可以对生存加工机制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认识到来源信息在加工来源记忆的功能性。 
Zeng 等(2021)在生存加工范式研究基础上，被试者的认知资源集中在项目语义信息，要对来源信息

记忆予以考察，就需要分析来源信息，通过生存加工获得足够的来源信息，而不是所有的来源信息，通

过生存加工都可以形成大量的认知资源。对认知资源需求不高的来源信息的相关记忆更容易被加工，在

选择评价基础上应明确自身参与的位置来源信息，并综合不同加工条件，探讨生存加工对于来源背景信

息的影响。 
综上可见，未来研究方向，第一，与生存加工相关的来源信息，记忆是存在差异性的，是否存在来

源记忆加工优势；第二，不同情景下是否会影响生存加工条件，在研究中明确与生存加工条件相符合的

来源信息记忆是否存在差异，并通过模拟与生存相关的信息提醒，明确生存加工的位置，来源记忆是否

存在差异性。在评价过程当中，生存加工条件作为信息评价任务的内容，获取足够的加工资源，选取位

置、来源、记忆作为指标，在生存加工时并不是评价任务的主要内容，分配到认知资源相对较少。可以

根据位置信息进行生存加工，要考察不同条件下对位置信息的记忆所呈现的结果，在认知资源加工条件

资源较少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记住位置信息，以此作为来源记忆的指标，分析这种来源信息记忆对生存

加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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