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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流量关系判断中的S-F错误(Stock-Flow Failure，简称S-F错误)是人们在累积问题理解上所存在的典

型错误。正确理解和管理存量与流量，对社会、企业和个人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中，实验

一使用商场顾客量任务，选取五年级、初中、高中、大学及老年组被试，考察不同年龄组存–流量错误

及类型的差异性；实验二和实验三使用画图任务，选取初、高中及大学三个年龄组，分别考察不同年龄

组在关联启发式使用上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年龄组在将存量与流量简单匹配联系上的差异性。结果表明：

1) 随年龄增长，被试出现存–流量错误和选择极值点的比例下降，选择Gap点的比例上升，但老年组分

别出现回升和降低。2) 随年龄增长，被试使用关联启发式的比例下降。3) 随年龄增长，被试将存量轨

迹与流入(出)量轨迹进行简答匹配的百分比降低，与净流量轨迹进行简单匹配的百分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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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ck-flow (S-F) failure in the judgment of stock-flow relationships is a typical failure 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ccumulation problem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management of stock 
and flow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experiment 
I used the shopping mall customer volume task to select the fifth grade,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the elderly group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deposit-traffic errors and typ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experiments II and III, drawing task was used to select three age groups, 
namely junior, senior high and university,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orrelation 
heuristic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imple matching between 
stock and fl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proportion of stock-flow 
failure and maximum value point selection decreas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Gap point selection 
increased, but the old group showed a rise and a decrease respectively. 2)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proportion of subjects using correlation heuristics decreased. 3)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percentage of short answer matching between the stock trajectory and the inflow (outflow) tra-
jectory decreases,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simple matching between the stock trajectory and the 
net flow trajectory increases. 

 
Keywords 
Stock and Flow Relationship Judgment, Stock-Flow Failure, Correlation Heuristic, Simple Match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人口、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不断加剧，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我国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新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观。通过对气候变化、环

境治理等动态系统中的废水、污水、气温等存流量及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感知，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王
晓庄等，2018)。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可持续性决策，破解动态系统中影响可持续性决策的因素，特

别是造成错误判断的心理原因尤为重要。 
当人们在对动态系统中累积量进行判断时，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容易对存量、流量数值间

的关系产生错误估计(Kapmeier et al., 2016)。这种现象称为“存–流量错误”(Stock-Flow Failure，简称

“S-F 错误”) (Diehl & Sterman, 1995)。其中流量是指事物在单位时间内量的变化速率，如二氧化碳排放

量、污水排放量等，流量包括流入量、流出量和净流量等形式。存量是指累积变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累

计状态，它是一种是状态变量，如，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生产库存等，为决策和行动提供信息基础

(Forrester, 1961)。存量和流量的概念是系统思维的基础，发展系统思维对于解决需要有效决策战略的问

题至关重要(Asik & Kucuk, 2021)。S-F 错误主要包含有三种形式：将流入(出)量值(轨迹)判断为存量值(轨
迹)、将存量值(轨迹)判断为流入(出)量值(轨迹)、将净流量(轨迹)判断为存量值轨迹(Sterman, 2008 & 2012; 
Ranney et al., 2012)。以往研究表明，S-F 错误在各种任务情境中得到反复验证，严重影响判断且难以克

服(Gonzalez et al., 2017)。Sterman (1989)设计啤酒产销实验，要求被试通过控制订单和库存实现成本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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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最终成本损失量是最佳水平的十倍。Sterman (2002)提出商场顾客量任务，用折线图呈现出入商场

的顾客数，并要求被试回答问题，有 58.3%被试将净流量作为存量值，56.5%被试将极值点作为存量值。

Jensen 和 Brehmer (2003)通过向被试展示狐狸与兔子每年的繁衍数量和消长情况，让被试对这两种动物生

态平衡的理想数量进行估计，62.5%的被试估计错误。此外，被试在浴缸水流、油箱流量、公司资金流、

财政赤字与国债量、医院患者流量、停车场流量、人体体液与骨组织细胞量等多种任务情境中也出现了

S-F 错误(Brunstein et al., 2010; Kainz & Ossimitz, 2002; Ossimitz, 2002; Dutt & Gonzalez, 2012)。S-F 错误可

能是由于对 S-F 任务使用了不恰当的心理表征，而不是对累积原理的理解不到位(Sterner et al., 2019)。 
Cronin 等人(2009)认为，存流量关系判断中的 S-F 错误是由关联启发式(Correlation Heuristics)导致的，

关联启发式是对动态系统存流量关系判断时采用错误的、自动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人们

将存量与流量的数值进行简单匹配，导致判断错误(Dutt & Gonzalez, 2012; Fischer & Gonzalez, 2016)。目

前，一些研究者用客体偏差理论解释关联启发式的心理机制。Chen (2011)认为“客体”和“过程”是事

物的两种存在形式，客体具有形状、重量、大小等特征；过程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过程不占据独立的

某个空间，两个过程可以同时占用相同空间，例如，商场顾客进入和离开可以同时发生。即商场客流量

的变化虽然是事物的存量，但其核心特征在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在理解存流量时，不能只关注某一时

间点的流量值，而应关注整体时间跨度。关联启发式思维的本质就是将“过程”与“客体”混淆，产生

“客体偏差(Object Bias)”。 
受认知水平的影响，个体常常会出现认识到的事物与事实本身产生某种差别和偏离，例如客体偏差

的产生过程(郑雨明，2007)。早期客体知识系统对个体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它虽然会随着个体认知水平的

发展不断降低，但不会完全消失(Chen, 2007)。同时，个体在出现客体偏差时，存在两种将“过程”与“客

体”混淆的情况，即将存量与流入(出)量或是净流量相对应。当存量与流入(出)量相对应时，被试只注意

流入量或流出量上的某个时间点，并将它定义为过程；而当存量与净流量相对应时，被试注意到某个时

间点上流入量与流出量之间的差值，并将它定义为过程。由此可见，将存量与净流量相对应需要更复杂

的认知加工过程。 
因此，本研究提出，不同认知水平的个体在完成存流量关系判断时，是否会因产生客体偏差程度的

不同造成使用关联启发式的频次出现差异，进而引发出现 S-F 错误的频次产生差异？不同认知水平的个

体在使用关联启发式时，是否会在将存量与流入(出)量或净流量相关联的时候出现差异，进而导致产生不

同类型的 S-F 错误？ 
综上，本研究使用商场顾客量任务和画图任务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实验一使用商场顾客量任务，采

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以年龄为自变量，设置小学五年级、初中、高中、大学、老年(联合国规定发展中国

家 60 岁以上者为老年人)五个年龄组，并提出假设 1：解决存流量关系判断问题时，不同年龄组 S-F 错误出

现频次差异显著。假设 2：解决存流量关系判断问题时，不同年龄组 S-F 错误类型差异显著。实验二使用

画图任务，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以年龄为自变量，设置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年龄组，并提出假设 3：
解决存流量关系判断问题时，不同年龄组使用关联启发式思维的频次差异显著。实验三使用画图任务，采

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以年龄为自变量，设置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年龄组并提出假设 4：使用关联启发

式时，将存量与流入(出)量相关联或与净流量相关联的两种思维，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显著。 

2. 实验一：存–流量错误频次及类型的年龄差异 

2.1. 被试 

在天津市选取小学生 97 名、初二年级学生 81 名、高二年级学生 72 名，大学生 70 名、60 岁以上老

年人 115 名。被试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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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ge and sex of subjects (M ± SD) 
表 1. 被试年龄和性别(M ± SD) 

组别 年龄 
性别 

总计 
男 女 

五年级 11.21 ± 0.34 47 50 97 

初中 14.37 ± 0.57 41 40 81 

高中 17.32 ± 0.51 35 37 72 

大学 21.56 ± 2.11 34 36 70 

老年 64.45 ± 3.78 53 62 115 

2.2. 实验材料 

采用 Sterman (2002)的商场顾客量任务，使用坐标折线图呈现某商场 30 分钟内的进入人数和离开人

数(如图 1 所示)。被试需要回答四个问题，即哪分钟进入商场的人数最多(Q1 = 3)；哪分钟离开商场的人

数最多(Q2 = 20)；哪分钟商场内的总人数最多(Q3 = 14)；哪分钟商场内的总人数最少(Q4 = 30)。Q1、Q2
检验了被试是否能够理解图表，Q3、Q4 检验了被试对累积变量问题的理解情况。 
 

 
Figure 1. Materials used in shopping malls for customer volume tasks 
图 1. 商场顾客量任务所使用材料 
 

确定哪分钟商场内的总人数最多(Q3)时，被试需注意总人数在进入人数较多时累积，在离开人数较

多时减少。第 14 分钟之前，进入人数多于离开人数，之后离开人数多于进入人数，因此选择第 14 分钟

作为答案。确定哪分钟商场内的总人数最少(Q4)时，被试需注意总人数在第 14 分钟之前持续增加，之后

持续减少。而在第 14 分钟后，图中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是第 14 分钟前的两倍，因此选择第 30 分钟。 
判定 Q1、Q2 均回答正确的被试可以理解折线图，统计这些被试中出现 S-F 错误的数量。其中，进

入量和离开量的最大和最小值为流量的“极值点”，某个时间点上净流量的最大值(进入和离开人数差值

最大)为“Gap 区”，分别统计这些被试中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数量。 

2.3. 实验程序 

采用纸笔测试法，主试向被试发放实验材料，然后宣读指导语：“请首先填写个人信息，然后阅读材料

中的折线图，这张折线图显示了某商场 30 分钟内的客流量。纵坐标轴代表每分钟商场内的人流量，横坐标

代表分钟，虚线代表进入人数，实线代表离开人数。在充分理解折线图中信息之后，填写下面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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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结果 

2.4.1. S-F 错误的分布 
Q1 和 Q2 均回答正确的人数共 322 人，正确率为 74%。在这 322 人中，分别有 55.9%和 42.5%的被

试在 Q3 和 Q4 中出现 S-F 错误，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在 Q3 和 Q4 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试出现 S-F
错误的频次和百分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老年组中又均出现回升。对不同年龄组在 Q3、Q4 中

出现 S-F 错误的频次分别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均显著(χ2 = 18.093, p < 0.001)。 
 
Table 2. Five age groups appear in Q3 and Q4 S-F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of the error 
表 2. 五个年龄组在 Q3、Q4 中出现 S-F 错误的频次和百分比 

组别 
Q3 Q4 

总数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五年级 41 68.3 43 71.7 60 

初中 37 55.2 28 41.8 67 

高中 32 52.5 23 37.7 61 

大学 24 36.4 15 22.7 66 

老年 46 67.6 28 41.2 68 

2.4.2. Q3 中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分布 
对五个年龄组的被试在 Q3 中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各年龄组被

试均出现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情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对极值点和 Gap 区的选择差异显

著(χ2 = 48.861, p < 0.001)。五年级组选择极值点的百分比(78%)在五个年龄组中最高，随着年龄增长，选

择极值点的百分比逐渐降低，大学生被试中仅有 4.2%选择极值点，而老年组选择极值点的百分比(30.4%)
回升，仅低于五年级。相反的，选择 Gap 区的比例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95.8%的大学被试选择 Gap 区。

老年被试选择 Gap 区的百分比(69.6%)下降，仅略高于初中年龄组的百分比(67.6%)。 
 
Table 3.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of subjects selecting maximum value points and Gap area in Q3 
表 3. Q3 中被试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频次和百分比 

组别 
极值点 Gap 区 

总数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五年级 32 78 9 22 41 

初中 12 32.4 25 67.6 37 

高中 5 15.6 27 84.4 32 

大学 1 4.2 23 95.8 24 

老年 14 30.4 32 69.6 46 

2.4.3. Q4 中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分布 
对五个年龄组的被试在 Q4 中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各年龄组的

被试均出现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情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对极值点和 Gap 区的选择差异

显著(χ2 = 37.808, p < 0.001)。五个年龄组选择极值点人数的百分比变化趋势和 Q3 相同，即随年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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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该点的人数百分比降低，老年被试选择极值点的百分比(71.4%)回升，仅低于五年级组的 95.3%。选

择 Gap 区人数的百分比变化趋势与 Q3 基本相同，即随年龄增长，选择 Gap 点的百分比持续上升，老年

被试选择 Gap 区的比例下降至 28.6%，仅高于五年级组选择 Gap 区的百分比(4.7%)。 
 
Table 4.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of subjects selecting maximum value points and Gap area in Q4 
表 4. Q4 中被试选择极值点和 Gap 区的频次和百分比 

组别 
极值点 Gap 区 

总数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五年级 41 95.3 2 4.7 43 

初中 15 53.6 13 46.4 28 

高中 7 30.4 16 69.6 23 

大学 5 33.3 10 66.7 15 

老年 20 71.4 8 28.6 28 

3. 实验二：存–流量判断中关联启发式使用的年龄差异 

3.1. 被试 

选取初二年级被试 99 名、高二年级被试 173 名、大学生被试 95 名。被试情况如表 5 所示。 
 
Table 5. Age and sex of subjects (M ± SD) 
表 5. 被试年龄和性别(M ± SD) 

组别 年龄 
性别 

总计 
男 女 

初中 14.67 ± 0.43 45 44 99 

高中 17.53 ± 0.53 96 77 173 

大学 20.72 ± 1.89 35 60 95 

3.2. 实验材料 

采用 Cronin 等人(2009)所用的“画图任务”，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三个难度中去，主试向被试呈现

一张 30 分钟内某商场的进入人数(流入量)和离开人数(流出量)的图片(如图 2 所示)。被试被要求在下方的

空白图表中画出这 30 分钟内商场内顾客总数(存量)的变化情况。在主试呈现的流量数据图中和用于绘画

的空白图表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用于绘画存量的空白图表中含有一个代表商场内起始人数的点。

为避免引起偏见，该点被放置在纵坐标轴的中心点。这种情况下，被试即使没有学习过微积分知识，也

不进行任何计算，依旧可以正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Cronin et al., 2009)。实验被分为简单、中等、困难三

种难度。简单难度中被试只需要判断净流量的正负即可。中等难度中被试需要确定净流量的正负，以及

净流量在增加还是减少。困难难度中被试需要确定净流量的正负，以及每一分钟图中的净流量在增加的

还是在减少。 
若被试画出的顾客总数(存量)的变化趋势与存–流量原则相一致，则被判定为正确。存–流量原则包

含如下内容：1) 当净流量分别为正、零或负时，存量是上升的、平直的或下降的。2) 当净流量增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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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存量的变化率(斜率)会随之增加(减少)。被试不会因为所画存量线没有与精确的数值相对应，或因

为没有从图中给定的起始人数点开始绘画而被判定为错误。错误答案将会被继续判定是否与流量的轨迹

相一致。 
 

 
Figure 2. The materials used for the three difficulties 
图 2. 三种难度所使用材料 

3.3. 实验过程 

采用纸笔测试法，主试向被试发放实验材料，然后宣读指导语：“请首先填写个人信息，然后阅读

材料中的折线图，这张折线图显示了 30 分钟之内进入和离开某商场的人数。纵坐标轴代表商场顾客的流

量，横坐标代表时间(分钟)，实线代表进入人数，虚线代表离开人数。在充分理解折线图中信息之后，请

在下图空白处，绘制这 30 分钟内商场内顾客总数的变化情况。你不需要画出确切的数值。第“零”分钟

的黑点代表了商店中的初始顾客数。” 

3.4. 实验结果 

大量被试所画的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相一致，与流量轨迹一致的答案占所有答案的 42%。对不同年

龄组所画的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一致的情况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著(χ2 = 6.367, p = 0.041)。初中年龄组

所画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相一致的比例最高(50.5%)，随着年龄增长，被试所画的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相

一致的情况逐渐减少，大学组中仅有 32.6%相一致。具体情况如表 6 所示。 
 
Table 6. The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that the inventory trajectory drawn by the subjec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low trajectory 
表 6. 被试所画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一致的频次和百分比 

组别 频次 百分比 被试总数 

初中 50 50.5 99 

高中 73 42.2 173 

大学 31 32.6 95 

4. 实验三：将存量和流量进行简单匹配的年龄差异 

4.1. 被试 

选取初二年级被试 42 名、高二年被试 37 名、大学生被试 45 名。被试情况如表 7 所示。 

4.2. 实验材料 

采用 Cronin 等人(2009)所用的“画图任务”，主试向被试呈现一张 30 分钟内某商场的进入人数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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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人数的图片(如图 3 所示)。被试被要求在下方的空白图表内画出这 30 分钟内商场内顾客总数的变化情

况。本实验的计分方式与实验二相同。由于在本实验中净流量为正，但同时是下降的，因此净流量的轨

迹与流入量不同，在实验二的基础上本实验增加对与净流量轨迹一致的存量答案的统计。 
 
Table 7. Age and sex of subjects (M ± SD) 
表 7. 被试年龄和性别(M ± SD) 

组别 年龄 
性别 

总计 
男 女 

初中 14.54 ± 0.27 22 20 42 

高中 17.49 ± 0.48 19 18 37 

大学 21.03 ± 0.62 15 30 45 

 

 
Figure 3. Materials used in experiment 3 
图 3. 实验三所使用材料 

4.3. 实验过程 

本实验的实验过程与实验二相同。 

4.4. 实验结果 

43.5%的被试在本实验中所画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相一致，对这些被试所画存量轨迹与流入(出)量一

致或是与净流量一致的两种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具体情况如表 8 所示。47%的被试所画存量轨迹与流

入(出)量轨迹相一致，53%与净流量相一致。对三个年龄组所画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相一致还是与净流量 
 
Table 8. Consistent frequency of the inventory track and flow track drawn by each age group 
表 8. 各年龄组所画存量轨迹与流量轨迹一致频数 

组别 
与流入(出)量轨迹一致 与净流量轨迹一致 

与流量轨迹一致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初中 15 68.2 7 31.8 22 

高中 8 42.1 11 57.9 19 

大学 7 30.4 16 69.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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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相一致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著(χ2 = 6.681, p = 0.035)。随年龄增长，被试所画存量轨迹与流入(出)
量轨迹相一致的情况逐渐减少，从初中年龄组的 68.2%降低到大学组的 30.4%；而与净流量轨迹一致的情

况逐渐增加，从 31.8%上升至 69.6%。 

5. 讨论 

5.1. 不同年龄组均出现存流量关系判断中的 S-F 错误 

实验一中，五个年龄组的被试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错误，即存流量关系判断中的 S-F 错误。实验

二和实验三也都验证，不同年龄组的被试均会使用关联启发式解决存流量问题，而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启

发式思维导致被试将存量与流量相互联系，进而产生 S-F 错误。以往的实验也从不同方面证明，关联启

发式是一种内生性的、顽固的心理模式(Cronin et al., 2009)。 
这种顽固性可以用客体偏差的影响来进行解释。婴儿从四个月起就具有客体永久性知觉，并逐步发

展形成客体知识的核心系统，客体知识体系内在的一致性、持续性和相关性成为人们认识客体运动的重

要原则。直到 7 岁时才能将过程从客体中分开，这种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在成年后仍会作为“常识”被保

留下来，并对个体的认知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在本研究中，即使成年被试中也仍有一部分会将

“过程”与“客体”相混淆，使用关联启发式思维对问题进行解答，进而产生 S-F 错误。 

5.2. 存流量关系判断中 S-F 错误存在年龄差异 

5.2.1. S-F 错误率呈现年龄差异 
本研究首次发现，年龄对被试是否会产生 S-F 错误、是否会使用关联启发式产生显著影响。实验一

中，五年级到大学年龄组随年龄增长被试出现 S-F 错误的比例不断下降，但老年组出现 S-F 错误的比例

又出现明显回升。这种变化趋势和实验二中三个年龄组使用关联启发式的变化趋势正好吻合。说明随着

个体的不断成熟，直到成年时，个人对关联启发式的应用会持续减少。但当个体开始衰老时，对关联启

发式的应用又会增加。即在人的一生中，个体对存流量关系问题进行正确解答的能力是一个先增长而后

开始衰退的过程。智力可以分为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流体智

力指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能力等有助于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到成年以后开始衰退。

晶体智力指后天习得的能力，与经验积累、文化知识有关，同样随年龄增长而加强，然而成年以后仍然

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韩布新，朱莉琪，2012)。而流体智力发展变化的趋势与本实验中不同年龄段的被试

对存流量关系问题正确解答的情况刚好吻合，即正确率在个体成年之前不断增长，随后开始衰退。这说

明，个体使用流体智力解决存流量关系问题。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的过程中，流体智力不断增强，因而

出现 S-F 错误的人数比例不断减少，而老年组的认知加工速度出现衰退，因而出现 S-F 错误的比例再次

出现回升(Park & Lorenz, 2009)。 

5.2.2. S-F 错误类型呈现年龄差异 
本实验中五年级到大学年龄组随年龄增长被试选择极值点的比例下降，选择 Gap 区的比例上升。老

年组选择极值点的比例上升，选择 Gap 区的比例下降。这种变化趋势与实验三中，三个年龄组所画存量

轨迹与流入(出)量一致的比例或与净流量轨迹一致的比例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即随着年龄增长，直到成年

时，被试在使用关联启发式的时候，选择将存量与流入(出)量建立正相关关系的比例减少，而与净流量建

立关系的比例增加，当个体开始衰老，老年被试的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将存量与流入(出)量建立正相关关系

的比例出现回升。 
各年龄组选择极值点和选择 Gap 区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归

纳推理能力不断发展，对客体的定义不断产生变化。个体只需要注意流入量或流出量上的某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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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关注到实验范式中进入人数或离开人数的一条曲线，即可将存量与流入(出)量相对应。然而，个体需要

注意到某个时间点上流入量与流出量之间的差值，即将进入人数和离开人数两条曲线相联系，并注意到

某时间点上二者之间的距离，才能够将存量与净流量对应起来。显然，后者需要拥有更高级的归纳推理

能力，因此，选择 Gap 区个体的百分比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并由于老年人的信息加工速度开始下降，

在老年组中出现降低(Nilsson et al., 2009)。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随年龄增长，被试出现 S-F 错误和选择极值点的比例下降，选择 Gap 区的比例上升，但老年组分

别出现回升和降低。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显著。 
2) 随年龄增长，被试使用关联启发式比例下降，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显著。 
3) 随年龄增长，被试将存量轨迹与流入(出)量轨迹进行简单匹配的百分比降低，与净流量轨迹进行

简单匹配的百分比增加。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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