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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距呈现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分代替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分
。

而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分是从结构的观点来说

明人类记忆的
,

着重于信息存储的差别
。

正如 T ul vi gn 所指出的
,

对某一事物的记忆不外

乎是两个信息来源的产物
。

首先
,

是依赖痕迹 (actr
e一 de pe dn

e nt fo gr e ut gn ) ;
其次

,

是依赖

线索 (cu
e

一
e pe n d en t fo gr e ut gn )

。

刘英茂认为以上两者分别对应于绝对记忆和联想记忆
,

即主要依赖痕迹 (恤 e) 的记忆称为绝对记忆
,

假设给被试呈现一系列 n 个项 目
,

每个项 目

呈现时
,

相应的感受器 (er ee p ot )r 利用传到大脑的神经纤维而产生激活作用
,

项 目全部呈现

后将产生一系列的激活作用
,

即所谓 的痕迹 (或记忆表征
,

m e m o yr er p er s e n at it o n) ; 而主

要依赖线索的记忆称为联想记忆
.

我们可以考虑以第 二 1个项 目为线索和 以第
n + 1个项 目为线索对第

n 个项目回忆的

相对效果
。

很显然
,

由于记忆痕迹指数衰退 的特性
,

第
n + 1个项 目和第

n 个项 目之间的

差异大于第
n
个项 目和第

n 一 1个项 目之间的差异
。

系列位置 曲线近 因部分的这种差异

大于首因部分和 中间部分的差异
。

因此
,

如果被试的回忆主要是基于绝对记忆
,

那 么
,

以

第
n + l 个项 目为线索对第

n
个项 目的回忆成绩好于以第

n 一 l 个项 目为线索 对第
n 个项

目的回忆成绩
。

反之
,

众所周知
,

向前的联想强于 向后的联想
。

因此
,

如果以第 n 一 1个项

目为线索对第
n
个项 目的回忆成绩好于以第

n + 1个项 目为线索对第
n
个项 目的回忆成

绩
,

那么
,

我们更倾向于把这种记忆性质归为联想记忆而不是绝对记忆
。

绝对记忆是一种随时间而变化的过程
,

记忆痕迹是项 目物理特性的函数
,

并从刺激呈

现开始
,

按 间隔时间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衰退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绝对记忆 的观点与

B a d d e le y 和 H et h 〔’ ]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提出的
“

电线杆
”

(et le p h o n e一卯 l e )理论是一致的
。

根据该理论
,

短时提取与知觉的辨别率 (详 cr e p ut a l d i s e ir m i n a b i l iyt )有关
。

本研究要在两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的结合处进一步扩大前人研究 的成果
。

2 材料和方法

2
.

1 实验 1 项目呈现时间相等而间隔时间不等时系列位置曲线性质分化

2
.

1
.

1 被试 80 名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

50 m s
等距实验中

,

40 名被试
,

每个被

试完成 9 0 个系列 中的 18 个系列 ; 200 m s 和 3 0 Om S
等距实验 中

,

每组 20 名被试
,

每个被试

完成 90 个系列中的 30 个系列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实验后付给报酬
。

被试均没有本类

实验经验
。

2
.

1
.

2 材料 90 个汉字系列
,

每个系列 7 个汉字
,

共 630 个汉字
。

本实验采用中等频率和

中等笔画数的汉字
。

每个系列汉字的平均频率为 0
.

0 1 5 70 % (0
.

0 0 5 03 %一 0
.

03 66 1% ) (《现代

汉语频率词典 》
,

北京语言学 院语言教研室编著
,

19 88 年 )
,

平均笔画为 7
.

83 画 ( 5 画一 10

画 )
。

每个系列汉字中没有相同的偏旁部首
,

也没有同音字
。

在全部 6 30 个汉字中
,

尽量避

免出现同音字
。

每个系列汉字呈现时
,

尽量减小相邻汉字之间的联想
。

2
.

1
.

3 实验设计 采用 3 x 3 x Z 因素设计
。

自变量为三种项 目间隔时间 ( 50 m s
、

200 m s 和

30 0m s)
、

3 个回忆位置 (第 2
、

第 4 和第 6 个项 目 )和 2 种回忆方 向 【向前 ( fo wr adr )和向后

( b ac kw
a d)r 」

.

第一个 自变量为组间设计
,

第二和第三个 自变量为组内设计
。

每个项 目均

呈现 50 m s
。

三种不同项 目间隔时间的系列总呈现时间分别为 77 0 m s ,

1 82 0m s 和 2 52 0 m s 。

每个汉字呈现后
,

呈现 10 m s 的掩蔽刺激 (排列成正方形的 16 个
`

#
’

)
。

根据 比率原则
,

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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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下的中数 比率均为 0
.

9 2
。

中数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比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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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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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4 实验程序 告诉被试这是一个知觉实验
。

被试的任务是 当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完

一系列汉字并出现
“

请开始 回忆
”

的提示时
,

写出计算机屏幕上出现 的带箭头汉字前面一

个汉字或后面一个汉字 (汉字上面的箭头向前
,

就回忆该汉字前面的一个汉字
,

汉字上面

的箭头 向后
,

就回忆该汉字后面的一个汉字 )
.

鼓励被试猜测
。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被试进

行 5次练习
。

正式实验开始时
,

要求被试在系列呈现过程中不要眨眼
。

系列最后一个汉字

呈现之后
,

被试立即开始回忆
。

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验
。

2
.

1
.

5 结果和分析

根据 M A N O V A 分析
,

三种等距实验条件的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
,

向前和向后联想的

正确回忆百分数均未表现 出明显差异
。

只是 200 m s
等距条件下的近因部分向后联想的正

确回忆百分数表现 出大于向前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的趋势 ( 74 .0 0 > 61
.

00
,

(t 19) 二 1
.

9 9,

P < .0 06 )
。

结果说明
,

在项 目呈现时间同为 50 m s ,

而项 目间隔时间分别为 50 m s ,

200 m s 和

30 Om s 的情况下
,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性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

此

种情况下
,

整个系列位置曲线均表现为环境线索和记忆痕迹的均匀综合物
。

表 1 三种等距条件下系列位工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结果的比较

回忆项 目

位 置

项 目间隔

时 间

30 0 m s

正确 回忆

百分数

5 6刀 0

5吕 OU

检 验

0 3 0

列系 置位

首 因 部 分 2 0 0 m s

SOm S

30 0 m s

气,、气,、
ù、

中 间 部 分 4 2 0 0 m s

50 m s

气,了气ù /气了一
.

3 00 m s

近 因 部 分 2 00 m s

50 m s

6 2
.

0 0

5 6
.

0 0

3 9
.

17

3 3
.

3 3

6 5
.

0 0

6 2 0 0

5 6
.

0 0

4 8 0 0

17
.

5 0

16
.

6 7

8 5
.

0 0

8 5 0 0

6 1
.

0 0

7 4
.

0 0

2 4
.

17

3 0
.

8 3

0
.

9 5

1
.

2 3

0 3 7

1
.

4 5

0
.

2 1

0 .0 0

1
.

9 9
刊

0乡 8

注
: + 表示在 0

,

0 6水平上差异显著
。

~
:

fo wr
a dr ~

:
饭汉kw ar `】

图 1为项 目呈现时间均为 50 m s ,

而项 目间隔时间分别为 50 m s
、

2 0 Om s 和 3 00 m s 时
,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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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等距呈现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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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因部分 中间部分 近因部分

系列位置 曲线的不同部分

图 l 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不等时

向前和向后联想的结果比较

首因部分 中间部分 近因部分

系列位置 曲线的不 同部分

图 2 呈现时间和 间隔时间相等时

向前和向后联想的结果 比较

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变化
。

结果说明
,

在项 目呈现时间相同时
,

项 目间

隔时间的长短
,

决定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正确回忆百分数
。

.2 2 实验 2 项目呈现时间与项目间隔时间相等时系列位置曲线的性质分化

.2 2
.

1 被试 20 名北京大学学生
,

分为两组
,

每组 10 人
。

每个被试完成全部 90 个系列
。

视力或短正视力正常
。

实验后付给报酬
。

所有被试均没有本类实验经验
。

.2 .2 2 材料 同实验一的材料
。

.2 .2 3 实验设计 采用 2 x 3 x Z 因素设 计
。

自变 量为 两种项 目呈 现时 间 ( 10 0 m s 和

ZO0 m s)
、

3 个回忆位置 (第 2
、

第 4 和第 6 个项 目 )和 2种 回忆方向 (向前和向后 )
。

第一个 自

变量为组间设计
,

第二和第三个 自变量为组内设计
。

组一
,

每一个汉字呈现时间为 100 m s ,

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也为 100 m s ,

最后一个项 目呈现毕到回忆的时间也为 100 m s ,

整个系

列的总呈现时间为 147 0 m s 。

组二
,

每一个汉字呈现时间为 20 0m s
,

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也

为 2 0 0 m s
,

最后一个 项 目呈 现毕到 回忆 的 时间也 为 ZO0 m s
,

整个 系列 的总呈现 时 间为

2 8 7 Om S
。

在两种呈现实验条件下
,

每个汉字呈现后
,

呈现 10 m s
掩蔽刺激 (排列成正方形的

16 个
`

#
’

)
。

根据 比率原则
,

两种实验条件下的中数比率均为 0
.

29
。

.2 .2 4 实验程序 同实验一的实验程序
。

.2 2
.

5 结果和分析

表 2 是项 目呈现时 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同为 I OOm s 和 20 0 m s ,

并且中数 比率均为 0
.

29

时
,

对系列位置 曲线不同部分项 目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和 t检验的结果
。

根据表 2 的结果
,

l o o m s
等距条件下

,

首因部分 ( 4 9
.

3 3 > 4 3
.

3 3
,

t (9 ) = 1
.

2 2
,

p > 0
.

0 5)

和中间部分 (4 .6 00 > 42
.

67
,

t ( 9) 二 .0 64
,

p > .0 0 5) 向前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均大于向后联

想正确回忆百分数
,

但差异均不显著
。

而近因部分
,

100 m s 条件下向后联想的正确回忆百分

数明显高于向前联想正确回忆的百分数 (62
.

67 > 49
.

33
,

t (9) = .2 21
,

P 二 .0 0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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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m s 等距实验条件下
,

首因部分
,

向前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和向后联想正确 回忆百

分数 (40
.

00 < 44 .0 0
,

t (9 ) 二 .0 45
,

P > .0 05 )无显著差异
;
中间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之 间差异 比较明显 ( 5 0
.

6 7 > 3 9
.

3 3
,

《9 ) = 2 2 3
,

P = 0
.

0 5 2 ) ; 近因部分与中间

部分的情况相同
,

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明显大于向前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 ( 88
.

67 >

7 7
.

3 3
,

《 9 ) = 2
.

6 8
,

P < 0
.

0 5 )
。

表 2 二种等距条件下系列位里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结果的比较

系 列 回忆项 目 项 目间隔 联 想 联 想 正确回忆 t

位 置 位 置 时 间 项 目 方 向 百分数 检 验

20 0 m s l ~ 4 0
.

0 0 0
.

4 5

首因部分 2 3 ~ 44
.

00

10 0 m s l ~ 4 9
.

3 3 1 2 2

20 Om s

中间部分

10 0 m s

2 0 0 m s

近因部分

10 0 m s

4 3
.

3 3

5 0
.

6 7

3 9 3 3

4 6
.

0 0

4 2
.

67

7 7
.

3 3

8 8
.

6 7

4 9
.

3 3

2 2 3
.

0万4

2石8
`

2
.

2 1
十

,、勺、气ù,、只气,产只口

7 一 6 2
.

6 7

注
: *

表示在仓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 + 表示在 0

一

06 水平 上差异显著
。

~
:

fo wr
a r d ~

: bac 嘛盯 d

结合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到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相 同
,

并且中数 比率也相

同时
,

随着项 目呈现时间的增加
,

近因部分的性质首先分化 出来
,

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

中间部分也表现出分化的趋势
。

图 2 为三种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相等实验条件的结果
。

根据此图可以看到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
,

由 50 m s 增加到 100 m s 和 20 Om s 后
,

首因部分正确 回忆

百分数变化较小
,

而近因部分正确 回忆百分数增加较明显
。

由于项 目呈现时间越长
,

对项

目的加工水平越深
,

因此回忆效果较好
,

同时近因部分绝对记忆的分化越明显
。

与图 1 的

结果相似
,

三种实验条件下
,

首 因部分正确回忆百分数差异较小
,

而随着项 目间隔时间的

不断增加
,

近因部分正确回忆百分数表现出较大的不同
.

项 目间隔时间越长
,

项 目之间的

区辨越明显
,

因此正确提取的项 目数也较多
。

3 讨 论

.3 1 相 同中数比率条件下的正确 回忆百分数

虽然五种等距实验条件下 中数 比率保持不变
,

都为 .0 29
,

但是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相应增加后
,

系列位置 曲线的所有部分的正确回忆百分数均明显提高
。

根据图 1 和图 2 结果
,

说明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的绝对长短
,

并不是决定系列位置曲线

不同部分所表现出的不同性质的唯一因素
。

如图 l 结果所示
,

项 目呈现时间同为 50 m s ,

但

是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增加后 (由 2 0 Om S 增加到 30 0m s)
,

系列位置 曲线近因部分
,

在项 目之

间时间间隔较小 ( Zo o m s )时表现 出绝对记忆性质 ( 7 4
.

0 0 > 6一0 0
,

t ( 19 ) = 1
.

9 9
,

P< o
.

o 6 )
,

在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增加 ( 30 0 m s )后
,

近因部分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完全相等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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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等距呈现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近因部分反而没有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

比较图 1和图 2的结果
,

在项 目之间的间隔时间同为 Zoo m s ,

并且两者的中数比率相

同 (0
.

2 9)
,

但呈现时间不同 ( 50 m s 和 20 0m s) 时
,

项 目呈现时间越长
,

系列位置 曲线不同部

分的性质分化越明显
。

根据图 1 和图 2
,

中数 比率保持不变
,

而项 目的呈现时间和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

后
,

近因部分和中间部分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均相应增加
,

而首因部分基本没

有变化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为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发生变化时
,

不论是记忆

性质的 认
,

还是正确回忆 的绝对数量方面
,

首先获益的㮻是系列位置 曲线的近因部分
,

其次是 中间部分
,

最后是首因部分
.

.3 2 系列位置 曲线同部分性质的⒔

随着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之 间时间间隔的不断增加
,

系列位置曲线不 同部分的性质

逐渐发生变化
。

50 m s

㚔距条件下
,

项 目呈现时 间和间隔时间均较短
,

系列位置 曲线首因部分联想记

忆性质和近 因部分绝对记忆性 质尚未分化 出来
,

此时
,

可以把首因和近因部分都看成环境

线索和记忆痕迹较均匀的综合物
。

至于中间部分
,

向前和向后联想的结果几乎相等 ( 17
.

50

和 1.6 67)
,

说明它们更是线索与记忆痕迹均匀的综合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 间隔时间增

加到 10 Om s时, 近因部分的性质首先⒔出来 ,

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

首因部分和 中间

部分均未分化出来
,

因此我们仍然可 以把首因部分和中间部分看成环境线索和记忆痕迹

的综合物
。

当项 目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进一步增加到 Zoo m s

HR

,

不仅近因部⒔ 表现出绝

对记忆的性质
,

而且 中间部分也 表现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

但是
,

当中数 比率保持不变 (中数比率 = .0 2 9)
,

项 目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不相等时
,

如项 目均呈现 S Om s ,

间隔时间分别为 2 00 m s

C� 3 0 0 m s

HR

,

系列位置 曲线首因部分和近因

部分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性质⒔化
,

只是间隔时间为 2 0 0 m s 时
,

近因部分表现出绝对记忆的

趋势 ( 7 4
.

0 0 > 6 1
.

0 0
,

� ( 19 ) = 1
.

9 9
,

' < 0
.

0 6 )
.

因此
,

可以认为
,

系列位置曲线的近因部分对项 目呈现 时间和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的变

化比较敏感
,

或者说
,

记忆痕迹 比环境线索对绝对时间变化更敏感
,

首先表现出性质的分

化
,

随后系列位置曲线的中间部分亦分化出来
。

据此我们可以预测
,

如果项 目呈现时间和

项 目之 间时间间隔进一步增加后
,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也将⒔ 化出来
。

从这 里我们

可以看到刘英茂探索首因和近因效应不同性质的意义
。

eD azZ
z o

�„ uT l l y [7 ]以及 Y i n
、

v e e e h i o 、

劝
o u

�„ uT l ly [ , l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不 同种类

记忆 的形 成
,

依赖于刺激呈现的时间和间隔时间
,

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过长或过短
,

㮻不

利于特定记忆形式 的形成
。

这与我们实验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

1 3 系列包含项目数的影响

我们可以预测
,

如果进一步增 加项 目呈现时间
、

项 目间隔时间和项 目全部呈现完毕到

回忆之间的保持时间
,

那么 系列位置曲线首因部分的性质也将⒔化出来
。

例如
,

在刘英茂

的实验中 ,

每个项 目呈现的时间为 1
.

5 5 ,

每个系列包括 12 个项 目
,

在这种条件下
,

系列位置

曲线的首因部⒔表现 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

近因部分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

但是
,

根据本

研究的结果
,

还无法说明等距实验条件下
,

首因部分性质⒔化的具体时间
,

也 就是说
,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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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找到系列位置曲线首因部分性质分化 的转折点
。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分析
,

如果要找到

这一转折点
,

除了需要增加项 目呈现时间和项 目间隔时间之外
,

也必须增加每个系列包含

的项 目数
,

否则
,

结果将出现天花板效应
,

即系列位置曲线所有部分
,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都较高
,

因此
,

表现出的记忆性质不明确
.

总之
,

实验结果提示我们
,

项 目呈现时间的长短
、

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
,

以及系列

包含的项 目数
,

三个 因素在系列位置效应中共同起作用
。

但是
,

三个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

情况
,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证 明
。

虽然
,

Ne aht 和 C or w d e
产一 61 把 比率原则应用到广泛的实验范式 中

,

但他们也只是从

量上说明系列位置曲线首 因效应和近 因效应
,

对其性质未做说明
。

刘英茂就此提 出的联

想记忆和绝对记忆
,

则弥补了辨别理论的不足
,

从提取的角度
,

确定 了首因部分和近因部

分的性质
,

并能够解释更为广泛的实验条件下的系列位置效应
.

4 结 论

( l) 当项 目间隔时间恒定时
,

按照记忆痕迹指数衰退的一般假设
,

可以很好地预测向

前联想和 向后联想的强度
,

推论首因部分和近 因部分的性质 (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 )
。

系

列位置 曲线近因部分对时间更为敏感
。

本研究首次在很短时间内的系列位置效应中
,

确

定了近因部分的绝对记忆性质
。

( 2)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
,

取决于项 目呈现时间的长短
、

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

的长短
,

以及系列包含的项 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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