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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

尹天子 黄希庭**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 7 15)

摘 要 本研究探讨触觉时序知觉的手臂交叉效应足否存在性别差异 "通过两个实验在较短和较长的 50 A 条件下 考察男性 和女

性被试在笨于体觉和基于外部空间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的表现"结果表明, 男性与女性被试在基 于体觉和从于外部空间的触

觉时序判断任务中均存在手竹交又效应 ,S( )A 较短时男性被试的手臂交叉效应显著小于女性被试,但在s( )A 较长的条件 l.. 手件交

又效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可能 ,j空间知 -觉能力和生理解刑学l̂1 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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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时序知觉(tem pora l order pereeption )是个体对

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客观事件顺序性的知觉 "近年

来 ,在对时序知觉的研究中发现 ,手臂姿势是影响触

觉时序知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手臂不交叉条件相

比较 , 当被试手臂跨身体中线交叉时触觉时序知觉

的 表 现 显 著 下 降 " 如 , Yam am oto 和 K itaz awa

(200 la)研究发现 , 在手臂不交叉条件中 , 当两个刺

激出现的时间间隔 (stim ulus onsetasynehro ny , SO A )

为 7Om s 时被试能够正确报告两个刺激出现的时间

顺序;而当手臂交叉时 , 尤其当 SO A 小于 300 m s 时

被试时序判断的正确性显著降低 , 出现更多的判断

反转 "这种现象被称为时序知觉的手臂交叉效应

(cro ssed 一hands effe et)或手臂交叉缺陷 (ero ssed -

hands defieit) "

触觉时序知觉的手臂交又效应与刺激所在的外

部空.司位置有关 " Yam am ot"和 K itaz aw a(2(X) lb )要

求被试每只手握着一根直木棍 ,将触觉刺激呈现在

直木棍的顶端 ,结果发现 , 当木棍交叉时 , 即使被试

手臂不交叉 ,他们的触觉时序判断表现也显著下降 "

Yam am ot o等人(200 5) 使用直木棍和 L 型木棍进行

了相似的研究也同样发现 ,触觉时序判断的表现主

要取决于呈现刺激的木棍顶端与握有该木棍的手臂

解剖学侧面的空间关系 , 当木棍的顶端位于其所在

手臂的解剖学对侧空间时时序判断表现出明显的反

转趋势 , 而与被试手臂是否交叉无关 "这表明 , 在两

个触觉刺激的时序确定前 ,触觉刺激在手部唤起的

体觉信号被映射到了木棍顶端所在的外部空间位

置"但是当要求被试基于频率 !时距等触觉刺激属

性做出时序判断时 ,手臂交叉对触觉时序判断没有

影响或影响很小 , 只有当被试的反应基于刺激的空

间属性时才出现 手臂 交又效应 (R( )ber ls & H um -

phre ys , 2008 ) "而且相对于触觉刺激 , 手臂交 叉对
位于两只手附近的视觉刺激的时序判断影响很小

(shore , sp叮, & Spenee ,2002 ) "这说明手臂交叉效

应不但具有触觉特异性 , 而目.仅限于基于触觉刺激

空间属性的时序判断任务 "

对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又效应产生机制的解释

关注触 觉 刺激 在体 觉 和空 间 表征 的影 响 "如

Ya m am ot "等人(Zoo la )认为 , 在计算触觉时序前必

须先对刺激进行空间定位 ,手臂交叉效应源于手臂

交叉时刺激在外部空间定位的错误 "Shore ,即ry 和

Spe nc e (200 2) 研究认为 , 当手臂交又时人们很难重

构在两手快速呈现的触觉刺激对的时空顺序 , 手臂

交叉效应反映了被试不能正确表征两个触觉刺激引

起的知觉混淆 "这两种理论解释均认为触觉时序知

觉的手臂交叉效应与触觉刺激从体觉向外部空间的

映射有关 "以往通过空间属性辨别触觉刺激的研究

也一致发现了触觉事件存在从体觉向外部空间参考

系的映射过程 ( Eim er, Fors,er, & V elzen , 200 3 :

Y ue , Bisehof, Zhou , Spenee , & R 6der, 2009 ) , 而且

这一映射过程是 自动的(A zan6n , Cam aeho , & Soto

一Fara co , 20 10 ) ,不容易受对 手臂交叉姿势的适应
所调节(Azafi6n & Sot"一rara e", 2008 ) "这些研究

表明触觉刺激的表征既涉及体觉参考系 , 也涉及外

部空间参考系 "时间认知分段综合模型认为 , 个体

对时间的认知主要取决于时间的长短 !间隔 !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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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出现的时间以及个体的认知因素和人格特征等

(黄希庭 , 徐光国 , 1999 ) "而目前对触觉时序知觉

手臂交叉效应的研究很少涉及到个体的因素 "如果

触觉时序知觉的手臂交叉效应受触觉刺激在体觉空

间或外部空间表征的影响 ,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看 ,

男性比女性有较好的空间知觉和加工能力 ,那么手

臂交叉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因此 ,本研究的目

的是通过对触觉刺激表征参考系的操纵 , 考察手臂

交叉对基于体觉和基于外部空间的触觉时序知觉的

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

2 实验一

2.1 目的

在 SO A 较短条件下 ,考察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

参考系的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

2.2 方法

2 .2. , 被试

本科生共 24 人 自愿参加本实验 ,其中女生 13

名 ,年龄范围 19 ~ 23 岁 ,平均年龄 21 .5 岁;男生 n

名 ,年龄范围 19 一24 岁 ,平均年龄 21 .5 岁 "被试均

报告为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触觉敏感性正

常 ,没有弹奏钢琴或其他乐器的经验 ,无任何神经性

疾病 "实验后均获得适量报酬 "

2.2.2 材料

本实验采用精密程控电流源和电流刺激仪呈现

电流刺激 "电流强度在实验前根据被试的感觉进行

调整 ,并确定在正式实验中应用的阑上电流强度 ,确

定的标准是电流刺激每次出现时被试都能很明显的

感觉到而又不会给被试带来疼痛感 "电流刺激呈现

在被试两手的中指指骨末端 ,刺激时距 25 m s, 频率

Z10 H Z ,每只手中指距离身体中线 22 .sc m "手臂交

叉时在被试的两个手臂间放置一块泡沫板 , 避免两

手臂接触提供的附加线索 "

2.2.3 设计和程序

本研究为 2 (性别 ) x 3 (实验任务) x s (SO A )的

混合设计 "性别包括男生和女生两个水平;实验任

务包括:手臂不交叉条件基于体觉的触觉时序判断

任务 ,手臂交叉条件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的触觉时

序判断任务(由于手臂不交叉条件触觉刺激的体觉

表征与空间表征一致 , 因此手臂不交叉条件仅采用

基于体觉参考系的触觉 时序判断任务 ) ;SO A 有

士3om s , 士6om s, 士gom s , 士150m s s 个水平 ,负值在

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分别表

示左手/左侧刺激先出现 , 正值分别表示右手/右侧

刺激先出现 "其中性别为被试间变量 , 实验任务和

SOA 为被试内变量 "

实验程序采用 E 一prim e2.0 软件 ( Psyeholo群

so ftware To ol s, In c.)编制 "实验时被试坐在安静的

实验室内 ,与显示器距离约 60c m , 每个被试单独进

行实验 "

实验开始时 , 首先在黑色背景的屏幕中央呈现

白色注视点 / + 0300 m s ,注视点消失后随机呈现 400

一800m s空屏 ,紧接着随机在被试左用或右手呈现

一个电流刺激 , SO A 采用恒定刺激法呈现后在另一
只手呈现一个同样的电流刺激 ,刺激消失后在屏幕

中央出现一个 /? 0, 要求被试在基于体觉和基于外

部空间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看到 / ? 0出现时准确

并尽快判断哪只手或哪个侧面的刺激先出现 , 并口

头报告 /左 0或 /右 0,主试按键录人被试的反应后出

现 400 一soo m s空屏 ,随后进人下一个试验 "每名被

试在正式实验中要完成 24 个条件 ,每个条件重复 20

次 ,共480 次试验 ,每做完 55 试次休息 2 分钟 , 以使

被试恢复正常的触觉敏感性 "在每种实验任务前有

30 次练习 ,练习时的 SO A 包括 士18 0m s , 士24 0m s和

土30 0m s 6 个水平 , 有正误反馈 , 以使被试熟悉实验

任务 "

2.3 结果与分析

统计时将三种实验条件下每名被试在每个 SO A

水平的反应转换为做出 /右手(右侧)刺激先出现 0

的判断频率 ,结果见表 1 "
表 1 男女被试在各实验条件下的 /右先 0判断频率与标准差(M 上S D) !差值 d

手臂不交叉 手臂交叉(体觉) 手臂交叉(空间)

男 女 d 男 女 d 男 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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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种实验任务中右手(右侧)刺激先出现的

判断频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

示 "当SO A 为正和为负时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

异情况不 同 , SO A 为负时 , 性别具有 显著主效应

(F (l ,22 ) = 17.304 , p < .001) :而 SOA 为正时 ,性

别主效应不显著 (尸(l , 22 ) = 2.436 , 户二.133 ) , 这

个结果表明触觉时序判断的性别差异与刺激的出现

顺序有关 "

由于手臂交叉效应通常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

需要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的总体数据进行分析 "将每

种实验任务中每个被试在不同 SO A 条件中的 /右

先 0反应频率转换为:分数 ,对每个被试在每种实验

条件下的反应进行回归分析 "最佳拟合直线的斜率

(b) 是时序知觉表现的指标 ,斜率越大表明时序知觉

的表现越好(Roberts & H um phreys, 2008 ; Sehieke &

R 6de r , 20 06 ) "对男性与女性在不同实验任务中的

斜率 b 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见图 1 "手臂

不交叉时男性与女性的时序知觉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t(20 ) = 一295 , 尸= .210 ) ,而当手臂交叉时在基于

体觉(t(20 ) = 3.399 , 尹二.004 )和基于空间(r(20 )

二2.364 , p = .02 8) 的时序判断任务中男性被试的
时序知觉表现均显著好于女性被试 "这说明相对于

手臂不交叉条件 ,手臂交叉对女性被试时序知觉的

影响比对男性被试的影响较大 "
0 .02 5 }

0 D 2 卜

00ls[点j花公斗

0 00 5

手臂不交义 手臂交叉(体觉) 手臂交处 空间)

注 : * # p < .01 , * p < .05

图 , 男女被试在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斜率

以实验任务和 SOA 为自变量 ,对男性和女性被

试的右手(右侧 )刺激先出现的判断频率分别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男生被试的实验任务具有显著

主效应 (F (2 , 20 ) 二4. 177 , p = .04 8 );SO A 具有显

著主效应(F (7 ,70 ) = 68.095 , p < .001) ;实验任务

和 So A 交互作用显著 (F ( 14 , 140 ) = 10.194 , 尸<

.00 1)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 当 SO A 为 一30 m s
时三种实验任务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 (Ps > .05 ) ,

SO A 为 一60 m s 时基于空间的时序判断任务具有显

著手臂交叉效应(p 二.024 ) ,而基于体觉的时序判断

任务没有手臂交叉效应(p 二.792 ) ,手臂交叉条件中

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的判断任务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p 二.026 ) ;在其他 SO A 水平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

的时序判断任务均出现显著的手臂交叉效应(Ps <

.0 1) "女生被试的实验任务没有显著主效应(F( 2 ,
24 ) 二0.574 , 尸二.429 ) ;So A 具有 显著 主效 应

(F (7 ,84 ) = 24.971 , 尸< .00 1);实验任务和 SO A 交

互作用显著(F ( 14 , 168 ) = 11.281 , 尸< .001) ,除了

so A 为 一30 m s 时三种实验任务之间均没有显著差

异外 ,在其他的SO A 水平基于体觉和基于空间的时

序判断任务均出现显著的手臂交叉效应(Ps < .05 ) "

这说明男性与女性被试在基于不同参考系的触觉时

序判断任务中均出现了手臂交叉效应 "

3 实验二

3.1 目的

对于触觉刺激在不同参考系进行表征的时程 ,

Poekett(2002 )认为在触觉刺激出现后 80 一SO0m s 人

们产生有意识知觉 , 但早期体觉皮层的神经活动不

足以产生意识经验 , 诱发意识感觉还需要其他的神

经活动 "Kitazawa(2002 )认为这些晚期的神经活动

与感觉信号在空间的定位过程有关 , 当手臂交叉时

正确辨别触觉刺激的空间位置至少需要 200 m s 以上

的时间 "因此 ,有必要考察在 SOA 较长的条件下触

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

3.2 方法

3.2.1 被试

本科生共 24 人自愿参加本实验 ,其中男女生各

12 名 ,男生年龄范围 19 一25 岁 ,平均年龄 21 岁 ,女

生年龄范围 18 ~ 26 岁 ,平均年龄 22 岁 "被试均报

告为右利手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触觉敏感性正

常 ,没有弹钢琴或其他乐器的经验 ,无任何神经性疾

病 "实验后均获得适量报酬 "

3.2.2 材料

实验材料同实验一 "

3.2.3 设计

同实验一 ,除了正式实验时 SO A 包括 士180 m s ,

士270m s , 土36om S 6 个水平 "练习时的 SOA 包括 士

300m s, 土400m , 和 土soo m s 6 个水平 ,每名被试在正

式实验中要完成 18 个条件 ,每种条件重复 20 次 ,共

360 次试验 "

3.2 .4 程序

实验程序与实验一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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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与分析

统计时将三种实验条件下每名被试在每个 SoA

水平的反应转换为做出 /右手 (右侧)刺激先出现 0

判断的频率(见表 2) "

对右手(右侧)刺激先出现的判断频率进行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在不同的实验任务和

SOA 水平均没有出现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5 ) "

表2 男女被试在各实验条件下的 / 右先 0判断频率与标准差(M 土SD ) !差值 d

SO A 手臂不交叉 手臂交叉(体觉) 手臂交叉(空间)

(m s ) 男 女 d 男 女 d 男 女 d

一36 0 . 0 2 士.0 3 02 土.0 2 .(X) 3 . 16 士, 12 . 1 1 士. 13 . 0 5 . 2 3 士. 15 . 14 士. 16 .0 9

一2 7 0 . 0 1 土.0 2 . 02 士.(碎 一 0 1 . 17 士. 18 .5 0 士. 14 一 0 1 . 2 1 士. 12 . 12 士. 12 , 09

一18 0 . 0 2 士.0 3 . 05 土.0 5 一 0 2 . 15 士. 2 0 .2 1 士. 13 一 0 6 . 2 8 士. 15 . 16 士 14 , 1 2

18 0 . 9 9 土.0 3 9 3 士 10 .0 6 .7 5 土. 18 .7 6 土. ]9 一 {洲)3 . 7 2 土. 15 . 7 0 士. 1 8 .0 2

2 7 0 . 9 9 士.0 3 . 95 土.0 7 .(碎 . 86 土. 2 3 .7 7 士. 19 . 0 9 . 7 6 土. 19 . 8 5 士. 16 一 0 9

3 6 0 . 9 9 士.0 2 1. 00 士.0 1 一 0 1 . 85 士. 19 .8 3 士. 14 . 0 2 . 7 7 士, 20 . 8 7 士. 1 8 一 10

对男性和女性被试总体的最佳拟合直线的平均

斜率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如图 2 所示 ,在三种

实验任务中平均斜率 b 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5 ) "

手臂不交叉 手臂交叉 (体觉) 手臂交叉 (空间)

图2 男女被试在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斜率

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的数据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结果表明 ,男性被试实验任务主效应不显著

(F (2 , 22 ) = .482 , p = .584 );So A 主效应显著

(F (5 ,55 ) = 109.30 , p < .00 1) ;实验任务与 SOA 交

互作用显著(F (10 , 110 ) 二8.305 , 尸= .001) ,简单效

应检验结果表明 , 在 6 个 SO A 水平 ,基于体觉和基

于空间的时序判断任务均出现了显著的手臂交叉效

应(Ps < .05 ) "女性被试实验任务主效应不显著

(F (2 ,22 ) = .399 , p 二.656 ) ;SOA 主效应 显 著

(F (5 ,55 ) = 170.798 , p < .001) ;实验任务与 SO A

交互作用显著(尸(10 , 110 ) = 9.758 , 尸< .001) ,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 在 6 个 SO A 水平 , 基于体觉和

基于空间的时序判断任务均出现了显著的手臂交叉

效应 (Ps < .05 ) "

这些结果表明在较长的 SOA 条件下 ,男性与女

性被试仍然出现了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 ,但

与手臂不交叉条件相比 ,手臂交叉对男性被试与女

性被试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 "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基于体觉和基于外部空间的触觉时

序判断任务 ,通过两个实验分别在 SO A 较短和较长

的条件下探讨了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

差异 "由于以往的研究大多要求被试通 过按键

(Aza五6n & Soto 一Fara eo , 20() 7 ; R6der, R6sler, &

Spence , 2004 ; Shore etal . , 200 2) !按压脚踏板(Ro-

berts et al. , 200 3 ) !眼动 (Y am am oto et al. , 2(X) la)

等方式作出反应 ,刺激呈现维度与反应维度存在空

间联系 ,刺激 一反应的空间关系可能成为一种混淆

因素"手臂交叉时 , 当手臂位于左 一右位置而在上

一下方向作出反应时 ,触觉时序知觉的手臂交叉效
应显著降低 (Shore , G al laee , M im nagh , & svene",

20 06 )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避免这种反应偏差的出

现 ,本研究要求被试采用 口头报告的方式作出判断

反应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 SO A 较短和较长的条件

下 ,与手臂不交叉条件相比较 ,基于触觉刺激的体觉

和外部空间属性的时序判断任务都出现了手臂交叉

效应 , 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Sch ick e & R6de r ,

2006 : Shore et al . , 200 2 ; Y am am oto & K itaz aw a ,

200la) "此外 ,本研究主要探讨触觉时序知觉手臂

交叉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结果发现 ,在 SO A 较

短的条件下 ,基于触觉刺激的体觉和外部空间属性

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男性和女性被试均出现了手

臂交叉效应 ,但相对于男性而言 ,手臂交叉对女性的

触觉时序判断影响更大 "从男性和女性被试的总体

数据来看 , SO A 较短时男性与女性在手臂不交叉条

件的时序判断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触觉时序

知觉本身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当手臂交叉时在基

于体觉和基于空间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男性被试

的时序判断表现均显著好于女性被试 ,手臂交叉对

洲撇001姗撇j撇 "

q孺刃僻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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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触觉时序知觉的较大影响可能与空间知觉能力

的性别差异有关 "原因在于 , 对触觉时序知觉手臂

交叉效应的理论解释都倾向于认为手臂交叉干扰触

觉刺激在外部空间的定位 , 对触觉刺激的知觉时间

延 长 ( N akaj im a & Ikegam i, 2010 ; Shore et al . ,

2002 ; Yam am oto et al. , 200 Ia) "至少对于视觉正

常者而言 ,手臂交叉影响他们对触觉刺激在外部空

间 的 定 位 ( K6bor, Fol.edi, K ov6es, spenee , &

V idnydnszky , 2006 ) "而男性的空间知觉能力好于

女性 ,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左右混淆(Hi m -

stein , O eklenburg , Sehneider , & H ausm ann , 2009 ) "
因此 ,相对于女性 ,手臂交叉时男性能够更快速而正

确地对触觉刺激进行空间表征 , 无论是对触觉刺激

在体觉空间还是外部空间的表征 "对触觉刺激的空

间表征要达到相同的正确性水平 , 女性比男性需要

较长的时间 ,尤其在手臂交叉时 "这也可能是导致

在 SoA 较短的条件下手臂交叉对女性的时序判断

影响更大 ,而在 SO A 较长的条件下手臂交叉虽然导

致 了男性 与女性被试显著的手臂交叉效应 ,但手臂

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消失的原因 "基于触觉刺激空

间属性的时序判断任务所需要的空间能力能够解释

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

本研究结果还揭示 , 在 SO A 较短的条件下 ,触

觉时序判断的性别差异受刺激出现顺序影响 "在基

于体觉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 , 当左手刺激先出现

时男性的时序知觉表现显著好于女性 ;在基于空间

的时序判断任务中 , 当左侧(右手)刺激先出现时手

臂交叉对男性时序判断的影响显著小于女性 "而当

基于体觉的时序判断任务中右手刺激先出现和基于

空间的时序判断任务中右侧刺激先出现时触觉时序

判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一结果提示 ,生理解

剖学因素可能影响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有研

究 表 明 , 时 序 知 觉 加 工 具 有 左 半 球 优 势

( Steinb uehel, W ittm ann , Strasbu嗯er, & Szelag ,

1999 : W ittm ann , B urt seher , Fries , & Steinb uehel,

20 04 ) "Efro n(1% 3) 在触觉 同时性判断任务中 ,将

触觉刺激呈现给被试左右手的手指 ,结果发现 ,左侧

刺激先于右侧刺激呈现时产生同时性知觉 ,右侧刺

激先于左侧刺激呈现比相反条件的同时性阂限较

低 , Efr on 认为大脑对右侧刺激的加工更迅速 , 存在

信息从右半球向左半球的传递过程 "G effe n 等人

(2000) 在触觉同时性判断任务中也发现 ,触觉刺激

呈现在双手比呈现在单手的同时性阂限较大 ,存在

比较两个信号的大脑半球 间传递时间(int er he m i-

spheri"transfe r tim ", IH竹 ) "IH竹 是表示神经传导

速度的一个指标 , 指感觉信息从一个大脑半球传递

到另一个大脑半球所需要的时间 "研究发现 , 男性

和女性的 IH TT 有显著差异 , 女性的 IH 钾 显著高于

男性 ,男性在大脑半球间传递触觉刺激的速度较快

(R eed , V ern o,l, & Joh nson , 2004 ; R o !ta !贡, M ayer,

Fu ng , & Bro w ", 20 07 ) "而神经传导速度的性别差

异可能与大脑 白质随年龄变化的性别差异有关

(R eed , v ern on , & Johnson , 2004 ) "根据以往研究 ,

对于视觉正常者而言 ,在触觉刺激的不同加工阶段

主导参考系不同 , 早期阶段主要基于解音lJ学限定的

体觉参考系 , 而在加 L 阶段的后期外部空间参考系

起主导作用(Eim er etal. , 2003 ; Ku,,oki, W atanabe ,

K aw ak a m i, T ae h i , & N ish id a , 2 0 10 : Y [一e e t al. ,

2009) "在基于体觉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 , SO A 较

短时触觉刺激主要在体觉表征 , 当左手刺激先出现

时刺激信号从大脑右半球向大脑左半球传递 "依据

时序知觉的闭限模型 (general thre shold m odel) (U I-

ri eh , 1987 ) ,两个刺激到达中枢加工器的时间是产

生时序知觉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刺激信号在大脑半

球间的传递缩小了与第二个刺激信号到达中枢加工

器的时间间隔 , 而女性的 IH 竹 显著长于男性 , 这也

导致当刺激先出现在左手时 ,对于女性而言 ,两个刺

激到达中枢加工器的时间间隔比男性更短 , 而使时

序判断更为困难 "这与 Efr on (1963 )的研究结沦是

一致的 "
有研究表明 ,女性 比男性 更依赖于视觉参考系

(C adieux , Barn ett 一Cow an , & Sh -)re , 2010 ) "通 过

对实验一和实验二结果的比较也可以发现 , So A 较

短时在基于体觉的时序判断任务中男性被试的手臂

交叉效应较小 , 而 SO A 较长时在基于空间的时序判

断任务中女性被试的手臂交叉效应比男性被试小 ,

虽然两者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 ,这也表明对触觉刺

激的表征男性可能更依赖于体觉参考系 , 而女性可

能更依赖于视觉输人主导的空问参考系 "因此 , 在

基于体觉的触觉时序判断任务中 , 手臂交叉时触觉

刺激在体觉和外部空间参考系的冲突信息对女性被

试的影响更大 ,也可能使女性比男性出现更大的手

臂交叉效应 "而且 , 在基于外部空间的触觉时序判

断任务中,女性更可能依赖于外部空间参考系对触

觉刺激进行表征 ,也更可能采取空间视觉化的策略

对触觉刺激在外部空间进行表征 "当左侧 (右手 )

刺激先出现时 ,对于女性而言 ,触觉刺激的空间位置

信息在两个大脑半球间的传递同样使两个刺激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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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加工器的时间间隔比男性更短 ,导致她们的触

觉时序判断表现比男性更差 "因此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推论 ,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可能与空间知觉能力及生理解剖学因素有关 "

尽管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但是也

应注意到 , 由于本研究为行为研究 ,对研究结果的推

论和解释有其局限性 "而目前尚未有研究者从神经

科学的角度对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进行研

究 "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神经科学的角度

对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及其性别差异进行分

析 ,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人格因素与触觉时序知觉手

臂交叉效应之间的关系 ,深化对其产生机制的理解 "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口头报告的反应方式 ,通过两个实

验在 SO A 较短和较长的条件下考察了触觉时序知

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 ,得出以下结论:

(l) 在 SO A 较短和较长的条件下 , 男性与女性

被试在基于体觉和基于外部空间的触觉时序判断任

务中均存在显著的手臂交叉效应 "

(2) 在较短的 SO A 条件下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

叉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手臂交叉对男性时序

知觉的影响显著小于女性;而 SO A 较长时这种性别

差异消失 "

(3) 触觉时序知觉手臂交叉效应的性别差异可

能与空间知觉能力和生理解剖学因素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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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ac t T em Poral ord er perc ePtion 15 the su eeessive perc eption of senso口 evenrs , w hieh 15 infl u erl!"(] b y / larly fa et.)仆. Stud ie ! }lave

show n that when the observ ers -hands w ere ero ssed over the m idline , judgm ents about the tem p1,ra l -!r( Ieroftw., su(5"!!iv"!taetile stim uli

d elivere d to the left an d ri ght hand s are less aeeura te as eom pare d to w hen the han d s w ere pla(:ed in an u 一1"!r.,s!"(1 p.)stu肥. D iffe renl the-

ori es have been p ro P osed to exp lain t}le effe et, w hieh fo euses on the re fe renee fra m e invo lved in the tou(!h rel) r"!护一lrati",rl , but n一)t 一,琪an-

ie vari ables. In view of th e spa tial sp eeifi e of th e ero ssed 一hand s effe et , alld spatial fa (#tor pr,)ved to bo infl uon tial -)rl n一ale a一1.1 1论m ale

spatial perfo rm an ee , w e w ere in tere sted in the role of 罗 nder in ero ssed 一h an ds effe et.

The te m poral ord erjudgnlent (TO J) tas k 15 us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ex i砚uenees the erosse(l一I!an!15 "价!傀!!r n.!气. Tw en-y一/ !!r

healthy undersr aduate students as paid volunteers par.t ieipated in this expe石m ent. Eaeh suhj eet part i"#ipato.l i,1 th:"" exporiol":ltal

bloeks. For one bloek ofero ssed一hand trials , subj e(ts were instru eted to re spond based on whi(#h han-1w as !ti,,It,iare(1fir!t (s!,,nat",toPi-#

instru 5:tions). A nd fo r anotherbloek of ero ssed一hand tri als , subj eets w ere instru ete11 to respond base.l .,n w hi-.11 !i(le .,f the l2")(ly w a,

stim ulated firs t. A nd in the unerossed一hand eondition , subj eets w ere instru ":ted to resvo:记 l)ased on w卜11(上lla:l51 wa! !一im ulat"(1fjrst.
T h e re sp onse w ays th at usu习ly em ployed in pri or studies ar e diffi eult to avoid eonfu sion , w hieh infl u en(ed sp arial relari5,.1 ( "!om patil, ility

or i,leom patibility) between stim uliand re sponse on the tem poral ord er iudgm enr. Therefo re , sul,j eets are :!(It,ire.l t-) rllake a:, ",ral re -

po rt in this stud y. C ro sse d一h al ids effe er 15 fo un d in ha th m al es an d fe m ales in tactile T O J [龄ks b a!e !生,)n 50,, !at!)-, !l,1. and !pa飞i!,[.)[)i"

fr am es of refe re nee T his ro bu st and re pro due ible ero ssed 一hand s effe et has gender d iffe re n !es w h en interv al! a伴 !h "一rt er ahan 150 m s ,

F em ale part ieipants p ro d ueed l啤 er taetile T O J ero ssed一han ds defi eits eom pared to m ale part ieip an ts , e !l)e(.ially w he一1 sti:11u li .,n rho left

hand or left side (righ t hand ) eam e firs t in tasks thatstim uliw ere identified by diffe rentre fe renee fra rn es.

A eeord ing to the previous results thatthe tem poral ord erjud脚 entreversed when 一he SO A was 51飞.,rt erthan 30() nls , tem l),,,二It,rtl el#

aeeuraey in the erossed一ha nds taetile T O J task 51即ifi eantly im p ro ved w h en the SO A w as long e nough . T he firl.{ing :evoals 一har gen oler

diffe 花nees d isapPear in the l1,nger SO A eonditio n. M arke(1 gend er d iffe re nees fo u nd ar m odera te ly s}lo rt irlten al! l!layl)" Ilave !onlethin g

to do with the diffe renees Of abili*y to spaee pereeption and p场siologieanat om y bet w een m ales and 介nlales.

K ey w ords taetile tem poral order perc eption , erossed 一hand s effe et , refe re nee fr am e , gend er diffe ron o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