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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实验通过改变不同情绪类型的分心图片，探讨负性情绪分心刺激对注意瞬脱的影响。方法：本

实验采用经典的快速序列视觉呈现范式，以负性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分心物，考察对大学生注意瞬

脱的影响。结果：分心物类型对于T2正确率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负性图片的分心物能引发更显著

的注意瞬脱现象；目标刺激间的时间间隔对于T2正确率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当时间间隔为300 ms
时，注意瞬脱现象显著，当时间间隔为600 ms时，仍然存在注意瞬脱的现象；分心物类型和时间间隔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结论：(1) 分心物的性质对注意瞬脱效应有影响。(2) 不同的时间间隔可以影响大学

生的注意瞬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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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al distraction on attentional blink by changing 
the distracted pictures of different emotional types. Methods: Using the classic fast sequence visu-
al presentation paradigm, negative emotional pictures and neutral pictures as distractors, this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al pictures and neutral pictures on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al blink. Results: the main effect of distractor type on T2 accuracy was signifi-
cant (p < 0.001). Distractors in negative pictures could induce more significant attentional b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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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effect of time interval between target stimuli on T2 accuracy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When the time interval was 300 ms, attentional blink was significant. When the time interval was 
600ms, attentional blink still exis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tractor type and time interval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1) the nature of distractors has an effect on attentional blink. (2)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can affect the attentional blink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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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正处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科技的现代化使我们日常的生活充斥着大量的信息，由于注

意资源的有限性，只能对重要有用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注意瞬脱(Attention Blink, AB)是一种认知功

能损伤的现象，并从时间维度进行注意选择的研究(曾庆巍，刘爱书，2015)。个体在识别多个刺激时，如

果第一个目标刺激(T1)和第二个目标刺激(T2)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00~500 ms，那么个体对 T2 的正确识别

率会显著降低的现象(韦小英，2017)。近年来，学者们将注意瞬脱现象和情绪信息联系起来，如：黄宇霞

等人的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的大脑具有负性加工偏向，负性的情绪刺激会首先被加工，从而影响注意瞬

脱效应(黄宇霞，罗跃嘉，2009)。Miriam 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刺激的处理是自动的，对目标任务会产生干

扰(Miriam et al., 2016)。Samantha 发现，高觉醒负性情绪体验比低觉醒时具有更好的检测能力(Brandon et 
al., 2020)。MacLeod 发现语义型情绪材料必须具有高唤醒度才能引发注意瞬脱现象，而效价对其的影响

并不显著(MacLeod et al., 2017)。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情绪刺激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如：具有情绪唤

醒作用的英文词汇、情绪图片、情绪面孔等。虽然情绪材料有所不同，但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人们更加倾向于关注负性情绪刺激，它会占用更多的注意资源(陶思情，2015)。 
本课题的核心内容是分析情绪性分心刺激对注意瞬脱的影响，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补

充了注意瞬脱与情绪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注意瞬脱的研究提供数据，同时能够测查个体在注意的选择、

分配、维持等方面的水平，有助于大学生增加对注意特性的正确认识，提高学习效率。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实验于 2020 年选取承德医学院大学生 75 名，其中女生 57 人，男性 18 人，所选被试年龄在 18~25
岁之间。 

2.2. 实验材料 

本实验采用的是快速序列视觉呈现范式，即 RSVP 范式。其序列中所选择的图片资料均来自国际情

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图片库。IAPS 是一套经过多年发展的标准化情绪图

像系统，内容涉及山川、日用品、动物、食品、血腥、暴力、交通事故等内容，材料选择广泛，画面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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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清晰，寓意明确，能快速传递情感信息。本实验选取负性图片 40 张，中性图片 40 张，作为实验程序

所需的材料。 

2.3. 实验材料的评定 

2.3.1. 效价和唤醒度的评定 
参照前人 Gable 的实验流程，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需要对实验者主观筛选出的负性和中性图片进

行效价和唤醒度评定。被试观看屏幕上出现的图片 3 秒后，立即对于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分别进行评估，

评估标准采用 9 级评分法。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类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测试，筛选出符合要求

的图片。 

2.3.2. 识别率评定 
由 20 名前测受试者判断 RSVP 任务流中是否出现了情绪刺激，目的是确保实验对象在实验中能够识

别出情绪信息，从而判断是否由于情绪刺激而导致注意瞬脱现象的变化。本评定的范式参数、任务流程

与正式实验一致，首先，在屏幕中央显示 500 毫秒的固定注视点“+”，紧接着显示 15 张连续的图片，

其中包括 14 张正立的中性图片(如风景或建筑图片等)、1 张负性图片(如血腥、暴力等)，或 15 张全部为

中性图片，每张图片显示 100 毫秒。一次连续刺激流结束后，要求受试者判断是否出现了负性图片。 

2.3.3. 目标图片评定 
为确保选取的目标刺激 T1、T2 的动物、物品图片的合理性，避免因误判图片本身而导致正确率下

降，因此对目标图片进行判定。随机招募 20 个前测受试者对 RSVP 任务流里的常见动物或日常物品图片

进行判断。本评定的范式参数、任务流程与正式实验一致，首先在显示屏中呈现 500 毫秒的固定注视点

“+”，紧接着显示 15 张连续的图片，其中包括 1 张常见的普通动物图片，14 张正立的风景、建筑图片

或者 1 张旋转 90 度、180 度的日常物品图片，14 张正立的风景、建筑图片，每张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100 
ms。每个 trail 结束后，要求被试判断动物的名字或者物品的旋转度数，筛选并补充符合要求的图片。 

2.4.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采用 2 × 2 的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情绪图片效价(包括两个水平：负性和中性)和两目标间的

时间间隔(包括两个水平：300 ms、600 ms)，因变量为 T1 正确的前提下 T2 正确率。 
实验程序：使用 E-Prime2.0 软件实现刺激的呈现。被试通过电脑键盘做出反应选择，屏幕背景为白

色，所有指导语、固定注视点全部为黑色，图片呈现在显示器中央。保持实验室内光照适宜、保持安静。

实验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练习实验：受试者进入实验室后，通过板报、口述向其简单描述流程以及受试者所要执行

的任务，随后在电脑屏幕上呈现指导语，为了确保实验的严谨性，会安排受试者进行 8 个 trail 的练习任

务，练习实验的材料另取于 IAPS 图片库。 
第二步：正式实验：练习任务结束后返回指导语部分，受试者明确任务要求后，根据指示按下键盘

的 Q 键开始正式实验，在显示器中央呈现 500 ms 的固定注视点“+”，随后开始呈现一连串的图片刺激

流。刺激流由 15 张图片组成，每张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100 ms。目标 T1 为动物图片(大象、蝴蝶等)，目

标 T2 为日常物品(茶杯、木桌等)旋转 90 度或 180 度的图片，选择目标 T1、T2 图片的原则是清晰常见，

不需要加以思考就能够直接辨别的图片。目标刺激 T1 之前、T2 之后呈现的是中性图片(风景、建筑等)，
两者之间呈现的分心物类型分别是中性图片或者负性图片。每个任务流中 T1 随机出现，而 T2 则固定出

现在 T1 之后的第三位和第六位。为了区别目标任务和分心物，所有的分心刺激均不会选择动物和日常物

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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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报告结果：每个 trail 呈现结束后，要求受试者在计算机键盘上选择 T1 出现的动物的名称，

和 T2 的旋转角度，90 度按 J 键，180 度按 K 键。 
中性、负性图片各挑选 40 张作为 T1 与 T2 之间的分心物，正式实验每个 block 包含 60 个 trail，共

有 4 个 block，总计 240 个 trail。本次实验不考虑回答时长问题，只关注于正确率，每完成 1 个 block 受

试者可自行休息一次，整个实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左右，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xperimental flow chart 
图 1. 实验流程图 

2.5. 统计方法 

运用 Excel 及 SPSS16.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 

3. 结果 

3.1. 不同类型分心物和不同时间间隔对 T2 正确率的比较 

不同类型的分心物对 T2 正确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correct rate in pic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stractions (M ± SD) 
表 1. 不同分心物类型图片下正确率的描述统计(M ± SD) 

效价 反应正确率 
负性 81.9 ± 11.4 
中性 85.3 ± 11.7 

 
从表 1 可以看出，分心物类型不同，反应正确率也有所差异，当分心物为负性图片时，反应正确率

较低，当分心物为中性图片时，正确率略高。 
从表 2 可以看出，两个目标间的时间间隔为 300 ms 时，T2 的正确率略低，时间间隔为 600 ms 时，

T2 的正确率略高，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rrect rate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etween T1 and T2 (M ± SD) 
表 2. T1 和 T2 之间不同时间间隔下正确率的描述统计(M ± SD) 

时间间隔(SOA) 反应正确率 
300 ms 82.1 ± 12.2 
600 ms 85.0 ± 12.2 

3.2. 不同分心物类型图片和不同时间间隔条件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以分心物类型和两目标刺激间的时间间隔为自变量，以 T1 正确时 T2 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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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差分析。 
根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心物类型对于 T2 正确识别率的主效应显著，F = 25.987，P < 

0.001，当分心物存在不同的类型时，T2 的准确率存在显著差异，即不同类型的分心物对注意瞬脱现象有

着不同的影响；目标刺激间的时间间隔对于 T2 正确率的主效应显著，F = 19.524，P < 0.001，当存在不

同的时间间隔时，T2 的准确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即不同的时间间隔对注意瞬脱现象有着不同的影响。分

心物类型和时间间隔交互作用并不显著，F = 2.171，P = 0.145，P > 0.05，分心物的两种不同类型反应量

的差异，不随时间间隔的不同水平而发生变化；同理，时间间隔对结果的影响也不随分心物类型的变化

而变化。 

4. 讨论 

4.1. 情绪分心刺激对注意瞬脱的影响 

实验结果发现，分心物类型对于 T2 正确识别率的主效应显著，负性的分心物能引发更显著的注意瞬

脱现象。既往研究将呈现在 T1、T2 之间的分心物换成情绪性刺激，发现负性的分心刺激比中性刺激更

加重了注意瞬脱效应(武文佼，2015；李楠，2019)。本实验的结果与其研究一致。此外，当目标 T1 为情

绪类刺激时，T2 任务的识别与加工会受到 T1 的干扰，从而注意瞬脱效应增加(Mathewson et al., 2008)。
贾磊等人采用了行为实验与 ERP 技术结合，用更加科学的技术证实了当 T1 效价水平为负性时，能够诱

发更显著的注意瞬脱效应(贾磊等，2016)。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类的刺激会优先被人脑吸引并加工，

抢先占用了注意资源，影响了后续任务的准确率。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有生命有威胁的图片(如狮子、鲨鱼

等)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注意资源更多投入到带有生命的威胁性刺激上(Guerrero & Dustin, 2016)。当

人们遇到危险的情景时，个体需要迅速地判断并作出反应，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对威胁性刺激的加工

体现了人类进化的适应性反应(徐欣颖，2018)。所以人们更加关注于情绪性的刺激，体现了进化论的观点。 
本实验符合干扰理论的假设，过多的知觉对象进入人脑，但只有一部分刺激才可以进入人的加工系

统。由于被试面临负性刺激的干扰，分心物的加工占据了许多注意力资源，使得其与 T2 争夺有限的注意

资源，而忽视了探测目标刺激 T2，导致 T2 识别率的下降，从而产生显著的注意瞬脱效应(Raymond et al., 
1991)。  

情绪信息的加工离不开注意的参与，并和其他信息竞争注意资源，个体的注意控制能力可以调节注

意瞬脱现象(Peers & Lawrence, 2009)。那也就是说，个体本身存在的认知品质差异，如：个性、认知灵活

性、认知控制能力的不同，对注意瞬脱也有一定影响。本实验对于个体本身的差异无法测查与控制，虽

然参与本次实验的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大学生，但无法保证此样本的认知品质水平相同，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了实验结果的代表性。 

4.2. 目标刺激间的时间间隔对注意瞬脱的影响 

在经典 RSVP 范式中，T1、T2 之间 200~500 ms 的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被称为

注意瞬脱窗口，当时间间隔足够长，超过了 500 ms 以后，注意资源恢复，注意瞬脱现象减弱甚至消失(陈
江涛等，2014)。两阶段理论模型认为对项目的加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加工储存但会迅速

衰退，可能与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有关，假如目标刺激具有相同特征，就会顺利进入第二阶段；如果 T1
正忙于加工占用阶段二，T2 将停留在阶段一，则会出现注意瞬脱现象，只有当加工瓶颈处于闲置的状态

时第二个目标刺激的特征才能进入第二阶段(Chun & Potter, 1995)。干扰理论认为，每个知觉到的对象都

进入到了初级知觉表征阶段，由于过多的知觉对象进入人脑，导致争夺有限的注意资源，只有一部分刺

激可以进入人的加工系统(Raymond et 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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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诸多相关研究，石宇等人发现，在时间间隔为 300 ms 时，负性面孔 T1 造成目标刺激 T2
更难识别；负性面孔 T2 导致注意瞬脱对抗效应显著(石宇，2017)。陈熙彤等人发现时间间隔为 200 ms，
目标 T1 为负性刺激时，比中性刺激更能导致严重的注意瞬脱现象(陈熙彤，2018)。韦小英发现，时间间

隔为 200 ms 时的正确率最低，其正确率显著低于 400 ms、600 ms、800 ms 时的正确率，而在注意瞬脱窗

口内的 400 ms 与窗口外的 600 ms、800 ms 的正确率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注意瞬脱效应在时间间

隔为 200 ms 时最严重，而在 600 ms 时消失(韦小英，2017)。夏瑞雪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当目标刺激时间

间隔延长到 800 ms 时，分心物不论是负性还是中性，目标 T2 的正确率均可达到 90%以上，个体识别 T2
的能力并无受到影响，从而证明被试能够在一段时间后，自行恢复由情绪刺激所带来的注意分散(夏瑞雪

等，2016)。 
本实验在 T1 呈现后的 300 ms 和 600 ms 分别呈现 T2，探究目标刺激的时间间隔在注意瞬脱窗口内

或外两种条件下的注意瞬脱现象，对目标 T2 的识别准确率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目标刺激间的时间

间隔对于 T2 正确识别率的主效应显著，注意瞬脱效应在 300 ms 时较 600 ms 更为显著，这与先前的实验

结论一致。但当时间间隔在注意瞬脱窗口之外的 600 ms 时，仍存在注意瞬脱效应，且负性分心物的正确

识别率低于中性分心物，可能是由于负性刺激引起的注意分散还未恢复，导致负性分心物在 600 ms 时的

干扰大于中性分心物，目标刺激的正确率较低。 

4.3. 分心刺激类型和目标刺激间的时间间隔无交互作用 

既往研究发现，分心刺激类型和时间间隔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武文佼在实验中发现，当选取的时

间间隔为 200 ms 和 400 ms 时，不同效价的分心物对反应准确性有显著影响(武文佼，2015)。当时间间隔

较短时，负性情绪刺激的正确识别率显著高于正性情绪刺激(阚越粹，2019)。而李楠等人在实验中发现，

情绪刺激类型和时间间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无论在何种情绪类型的分心物下，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

T2 的正确识别率也逐渐提高，注意瞬脱效应减弱(李楠，2019)。由此看出，前人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存在

争议。 
本实验中，分心刺激类型和目标刺激时间间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与学者李楠的结果一致。分心刺

激类型和时间间隔都对注意瞬脱效应有影响，但两者相互独立，不协同也不拮抗。无论是负性还是中性

的分心刺激，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目标刺激的识别率也逐渐增加，注意瞬脱效应明显减弱。 
一些研究人员曾专注于注意瞬脱的训练，在普通 RSVP 任务中得到短暂的训练(约 20 分钟)之后，受

试者的注意瞬脱现象消失(Choi et al., 2012)。在本次实验中，实验过程较长，平均时长在 30 分钟左右，

比较第一个 block 和最后一个 block 的数据发现，正确率从 60%提升至 88.8%，说明本实验产生了练习效

应。 
本实验应用单一的行为实验，有许多不足：首先，实验持续时间较长，容易引起疲劳效应、练习效

应等随机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根据实验完成后与受试者交流得知，负性

的情绪图片在前期确实吸引注意，但是后期当负性图片再次出现时，受试者不再被其吸引和影响，能够

专注于完成目标任务；其次，正式实验中的男女人数相差悬殊，并不均衡，因而结果可能具有差异，所

以我们需要在更大的样本中得出结论；实验材料的筛选是由随机招募的二十名前测受试者完成的，但是

这 20 名受试者对材料的评估是否具有代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每名受试者需要在实验室中完成本次实

验，但是实验室中有许多电脑无法支持本实验程序，可使用的电脑较少，受试者需要等待完成实验，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进程。 
最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未来的研究：将行为实验与 ERP 结合研究，进一步探索 AB 现象的

神经机制；本实验所选用的实验材料是以情绪图片来施测的，实验材料单一，因此，可以考虑结合中文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277


魏子达，杨晨虹 
 

 

DOI: 10.12677/ap.2024.145277 7 心理学进展 
 

的情绪词作为情绪材料，探讨中文情绪词汇刺激对注意瞬脱的影响；目前对注意瞬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视觉领域，关于听觉注意瞬脱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考虑跨通道开展研究，探索相应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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