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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生物 学 意义和社会性的视觉 刺激
,
面孔比一般


的视觉刺 激更容易 吸引 注意 。 本研究 以 E y e l i n k  2 0 0 0 车载眼动 仪为 工具 ,


在混合呈现的反眼跳任务 中 考 察了 3 2 名 大学 生被试 对 自 我 面 孔、 恋人 面


孔和 陌生面孔加工 中 的 注意捕获和维持注意方面 的特点 。 结果发现
: 在朝


向 眼跳任务 中 , 自 我 面 孔和 恋人面 孔的 眼跳错误率显著低于异性 陌 生 面


孔 , 并且 自 我 面孔和恋人面孔都表现 出 了 保持注意 的优势
;
而 在反眼跳任


务 中 , 自 我 面孔、 恋人面孔与 陌生人面 孔的 反眼跳错误率和眼跳潜伏期 没


有显著差 异 。 这一结果表 明 : 自 我 面 孔、 恋人面孔 与 陌 生 面 孔之 间 在 高 水


平视觉特征上的 差异没有达到 影响反眼跳的 最 小可 觉察差别 量。 因 此
, 在


反眼跳任务中 面孔 的优势效应掩盖 了 自 我相关信息加工的 优势 , 导致 了 自


我 面孔与 陌生 面孔没有表现 出 对注意捕获或保持注意上的 差异。


关键词 自 我面孔 反向眼跳 朝 向 眼跳 注意捕获 注意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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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面孔是人们 社会交往 中最重要 的刺


激 , 面孔识别也是人类视觉认知 中 最重要


的技能 。 由于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和生物学


意义 , 面孔 比一般 的视觉刺激更容易 吸 引


注意 (
P a l e r m o  &  R h o d e s

,
2 0 0 7

 ) 。 在场景知


觉中注意更容易指 向面孔而不是指 向非面


孔刺激 (
R o , R u s s e l l

,
&  L a v i e

,
2 0 0 1

 ) , 正立


面孔与倒立面孔和其他物体相 比 , 更少出


现不注意盲视 (
M a c k

,
P a p p a s

,
S i l v e r m a n

,
&


G a y ,
2 0 0 2

 ) 。 C r o u z e t
,

K i r c h n e r  和 T h o r p e


(
2 0 1 0

) 采用眼跳选择任务发现 , 人们最快


在面孔刺激 出 现 的 1 0 0  
-

 1 1 0 m s 之后就可


以完成朝 向 面孔的眼跳行为 , 这一时间显


著短于朝向动物或交通工具等一般视觉刺


激的眼跳潜伏期 , 说明 面孔确实能 比一般


视觉刺激物更快地吸引注意。


反眼跳 (
a n t i  

-

 s a c c a d e
) 任务是

~
■ 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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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察 自 主眼跳的产生以及对刺激驱动的


不随意眼跳抑制过程的实验任务 ( M u n o z  &


E v e r l i n g , 2 0 0 4
) , 反眼跳错误说明刺激物可


以引发超出观察者 自 主控制 的朝 向 眼跳的


能力 。 巳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影响反眼跳错


误率的因 素 ,
比如空白效应 ( g a p  e ff e c t

) , 即


与其他范式相 比 , 空 白范式下 的眼跳潜伏


期 最 短 ( P r a t t
,

L a
j
o n c h e r e

,  &  A b r a m s
,


2 0 0 6
) 。 其中 ,

空 白范式指 中央注视点消 失


到靶刺激呈现之 间存在一定 的 时间 间 隔 。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 , 刺激 的高水平视觉特


征 也 会 影 响 到 不 随 意 注 意 的 发 生。


G i l c h ri s t 和 P r O S k e ( 2 0 0 6 ) 的研究发现在反


向眼跳任务中 , 正立面孔 比倒立面孔 导致


了更高 的 反眼跳错误率 。 也有研究 ( M o -


r a n d
 

,
G r o s b r a s

,  C a l d a r a
,
&  H a r v e y ,

2 0 1 0
 ) 发


现
, 人类面孔 的呈现会导致更强 的朝 向 它


的不随意眼跳 ; 与汽车或 白 噪音相比 , 面孔


刺激会导致更短的朝向 眼跳潜伏期和更高


的反 向 眼跳错误率 。
M a c h a d o

,
G u i n e

y 和


M i t c h e l l
 (  

2 0 1 1
 ) 探讨了 面孔加工优势的机


制 , 发现尽管正立的明星面孔 、倒立面孔和


正立的非面孔物体作为无关刺激都表现出


了干扰效应 , 但是只有正立 的 明 星面孔没


有对 目 标反应产生抑制 , 说明面孔的强制


加工背后存在着对抑制 的削弱 。


另一方面 , 自 我相关信息 , 比如 自 己 的


面孔和名字 ,
也被很多研究证实在视觉加


工中具有优势。
B r 6 d a r t

,
D e l c h a m b r e  和 L a -


U r e y s ( 2 0 0 6 ) 的研究发现
, 即使面孔与 当前


加工任务无关 , 面孔刺激的 出 现也会吸 引


注意 , 而其中 自 己 的面孔比其他面孔更难


被忽视 , 有更强 的干扰作用 。
P fi s t e r

,
P o h l

,


K i e s e l 和 K u n d e
(

2 0 1 2
) 发现 , 自 己 的名字即


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 现也会影响个体的


行为 。 同时 , 也有另一

些研究表明 , 自 我相


关信息 加工优势 的 存在是有条件 的 。 比


如
,
D e v u e 和 B r 6 d a r t

(  

2 0 0 8
 ) 的研究发现 : 当


面孔位于数字 中 央时 , 自 我面孔出 现时完


成数字配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陌生面


孔出现时的反应时 ; 当面孔位于配对数字


的一侧时 , 自 我面孔 和 陌生面孔出 现条件


下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
自


我面孔作为无关刺激出现时对当前任务的


干扰是有条件的 , 只有 自 我面孔位于注意


的 中央时 , 干扰作用才会产生 。
D e v u e

,
L a -


l o y a u x
,  
F e y e r s

,
T h e e u w e s d  和 B r e d a r t

 (  
2 0 0 9

 )


还发现 , 在不注意盲视任务 中 , 相对于一般


物体 ( 草莓 ) 来说 , 面孔确实更容易被检测


到 , 但是被试对 自 己 面孔 、 朋友面孔和陌生


面孔之间的检测率没有差异 , 即 自 我相关


性和熟悉性对注意盲视任务中面孔的检测


率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 ,
以往研究一致发现面孔刺


激在反 向眼跳任务中 比一般的视觉刺激更


能吸引注意 ; 同时也有大量研究发现 , 自 我


相关信息在很多条件下表现出 了强制加工


的优势 。 所 以 , 本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探


讨自 我相关刺激信息在反 向眼跳任务中 的


注意情况。 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反 向 眼跳


任务中 自 我面孔 、恋人面孔 和陌生人面孔


对注意的捕获和维持注意能力 的 差异 , 探


测 自 我面孔优势效应背后的注意特点 。


2 研究方法


2 . 1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得到来 自 天津三所大学


的学生情 侣 1 6 对 , 平均年龄为 2 0 . 8 1 岁


(
S Z )  

= 2 .  2 5
) , 恋爱时间均为半年 以上。 所


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 , 均为右利手 ,


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


2
. 2 	实验仪器与 材料


本研究采用 E y e l i n k  2 0 0 0 车载眼动仪


为工具 , 采样频率为 1 0 0 0 H z 。 实验材料在


1 9 英寸纯平显示器上呈现 , 屏幕刷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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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5 0 H z
, 分辨率为 1 0 2 4 像素 x 7 6 8 像素 。


在本研究 中只追踪被试的右眼。


实验材料中 的面孔照片是在被试进入


实验室之前 ,
采用数码相机单 独拍摄得到


的 中性表情的高清晰度正面大头照 。 采用


p h o t o s h o p  
4 S 软件对照片进行处理

, 最终 的


实验图 片仅保 留 了额头以 下和下 巴 以上 的


内部面孔 ( 去除了耳朵 、 额头和头发等外部


轮廓之后
,
近似椭圆形 ) , 形成 了 像素 固 定


(
1 2 0  x  1 2 0 像素 ) 、 明 度和对 比度都保持

一


致的灰度面孔图 片 。


每组被试 的 实 验材 料都包括 四 类面


孔 , 即 自 我面孔 、 恋人面孔 、 陌生 男性 面孔


和陌生女性面孔 。 每一类面孔都包含 3 张


同
一

个人的 中性表情照 片 。 所有被试的实


验材料 中 的陌生男 性面孔和 陌生女性面孔


是相同 的 , 来 自 于其他研究 中采集的 两位


被试照片 , 处理方法和标准与本实验完全


相同 。


2 . 3 	实验设计


采用 4
( 面孔类型

: 自 我面 孔 、 恋人面


孔 、 陌生同性面孔 、 陌生异性 面孔 )
x 2

( 任


务类型 : 反 向 眼跳 、 朝 向 眼跳 ) 两 因 素重复


测量实验设计 , 考察不 同类 型 的面孔 在朝


向 和反向眼跳任务中捕获与维持注意能力


的差异 。


2
.
4 	实 验任务与 程序


每个被试都是在光线柔和 的安静房间


里单独 完成实 验任务 , 他们 坐在距离 电脑


屏幕 7 0 c m 处的位置 , 头部固定放在下巴 托


上进行实验。 被试的 任务是按照线索提示


完成
一

系 列 的朝 向 眼 跳和 反 向 眼跳 的 任


务 。 其 中 , 朝 向 眼跳和反 向 眼跳是混合呈


现的 (
m i x e d  t a s k

) , 被试通过中 央注视点 的


颜色来辨别是做出朝 向 眼跳还是做反 向眼


跳 。 本研究的朝 向和反 向眼跳任务都采用


空 白 范式 ( g a p  p a r a d i

g m  ) ,
其中 时间 间隔为


1 0 0 m s 。


每次实验开始后
, 都先对被试进 行九


点校准以保证对眼动轨迹的精确记录 。 校


准成功后
, 进入正式实验。 实验程序是 : 首


先在屏幕 中央呈现十字注视点 5 0 0 m s
, 然后


呈现一

个红色或绿色的 圆 点 作为线索 , 分


别提示被试接下来需要完成的是反 向 眼跳


还是朝 向 眼跳任务 。 在线索提示之后 , 经


过 1 0 0 m s 的间 隔 , 在 中 央 注视点 的位置呈


现一个 向左或 向 右 的箭头 ,
与箭 头指 向 相


同或相反 的方向 呈现椭 圆形的面孔刺激图


片 。 在朝 向 眼跳任务 中 , 要求被试在发觉


绿色圆 点指示后 , 尽快注视箭头指 向 的 面


孔所在位置
;
而在反眼跳任务 中 , 则要求被


试在发觉红色圆 点 指示后 , 忽略面孔刺 激


的存在 , 尽快注视箭头指 向 的面孔 的镜像


位置。 面孔 照片偏离 注视点 中 心 7
.
 5

°

视


角 。 每个被试都完成全部 4 个 b l o c k
, 其 中


包含 2 4 个 t r a i l 的 练习 , 以及接下来的 3 个


均为 1 0 0 个 t r a i l 的 b l o c k 。 其 中 , 自 我面


孔 、 恋人面孔 、 同性陌生面孔和异性陌生面


孔的 出现概率均为 1 / 4
, 所有面孔 出现在中


央注 视 点 左 右 两 侧 的 机 会 相 同 。 每 个


b l o c k 之间鼓励被试稍作休息 ,
整个实验大


约持续 3 5 分钟 。 实验程序如下 图 1 所示 。


图 1  朝 向 和反向 眼跳任务的 实验流程图


(
改编 自 M o r a n d  e t c  a l

 ,
2 0 1 0

 )


3  结果与分析


实验数据由 眼动仪 自 动记录并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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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 自动生成一个数据文件 。 分别 以面孔


位置和面孔的镜像位置 的中 心 为 中 心 , 设


置 2 2 0  x  2 2 0 像素 的方形兴趣 区 。 在数据


分析中
,
首先删除练习项 目 的数据 , 然后删


除那些没有注视点落人任何一个兴趣 区的


实验 试次 , 删 除 的 数据 占 总 数 据量 的


5 .  3 %
。最后使用 S P S S  1 3 .  0 对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


3 .  1  眼跳错误率分析


在本研究 中对错误反应 的界定是 : 被


试从中央注视点离开之后的第一次眼跳指


向 了错误的兴趣 区 。 删除练习项 目 之后 ,


分别计算朝向 眼跳和反向 眼跳任务下针对


不同类型面孔的眼跳错误率 ( 表 1
) 。


表 1  各类 面孔的眼跳错误率
(
M ± S ￡>

)


反向 眼跳	朝向 眼跳


自 己 面孔	0 . 2 3  ±  0 . 1 6	 0 . 0 9  ± 0 . 0 6


恋人面孔	0 . 2 4  
±

 0 . 1 5	 0 . 0 9  ± 0 . 0 8


同性 陌生 面孔	0 . 2 4  ± 0 . 1 4 	0
.

1 1  ± 0
.

1 4


异性陌生面孔	0 . 2 7  ± 0
.

1 5	 0 . 1 1  ± 0 . 1 6


以 眼跳错误率为因变量进行 4
 ( 目 标面


孔类型 )
X 2

( 眼跳任务类型 ) 的两因素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眼跳任务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
尸

(
1

,
3 1

)  
= 2 7 .  S l

, p  
< 0 . 0 0 1

,


V
2
 = 0

.
4 7

, 反 向 眼跳 的错误率显著高于朝


向眼跳 ; 目 标面孔类型的主效应显著7 ( 3
,


9 3 )  
= 2 .  7 9  , p  

< 0 .  0 5
,

t
;

2
 =

 0 .  0 8
 ; 眼跳任务


类型和 目 标面孔类型 的 交互作 用显 著 ,


F
( 3

,
9 3 )  

= 4 . 6 8
, p  

< 0 . 0 5
 巧

2

 = 0
.
 1 4 。 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 在朝 向 眼跳任务 中
, 对


自 我面孔和恋人面孔 的眼跳错误率都显著


低于异性 陌生面孔的错误率 ( / ?  < 0 .  0 5
) ;


而在反眼跳任务中
, 不论 自 我面孔、 恋人面


孔还是陌生面孔 , 两两之间 的反眼跳错误


率都没有显著差异 。


3
.
 2  眼跳潜伏期分析


眼跳潜伏期是指从 目 标刺激出现到被


试开始执行第一次眼跳之间 的时间 间 隔 ,


反映了被试执行眼跳的时间 。 在本研究的


实验条件下 , 正确眼跳是指从中 央注视点


出发并且落入正 确 的兴趣 区 的第一个 眼


跳。 在眼跳潜伏期 的分析中 , 也只分析了


正确眼跳的潜伏期 , 即从 中央注视点跳人


正确兴趣区的第
一

个眼跳的潜伏期 。 分别


计算朝 向 眼跳和反向 眼跳任务下针对不同


类型面孔的眼跳潜伏期 , 如下表 2 所示 。


表 2 各类面孔的眼跳潜伏期
(
A f  

± S D )


反向 眼跳
 朝 向 眼跳


自 己 面孔
 1 4 7 9  ± 8 3
 1 4 2 3  ± 7 5


恋人面孔
 1 4 8 0  士 8 1
 1 4 3 2  ± 8 4


同性陌生面孔
 1 4 8 8  ± 7 2
 1 4 3 5  士 7 9


异性陌生面孔
 1 4 9 3  ± 9 5
 1 4 2 1  ± 9 2


以正确的 眼跳潜伏期为因变量 , 进行 2


( 眼跳任务类型 )
x 4

( 面孔类型 ) 的两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眼跳任务类


型的主效应显著
,

F
(

l
,

3 1
)  = 5 6 .  6 6

, p  <


0 . 0 0 1
,

7
7

2

 = 0 .  6 5
, 反 向 眼跳的 正确眼跳潜


伏期显著长于朝 向 眼跳的潜伏期 ( 差值为


5 8 m s
) ; 面孔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 眼跳任


务类型和面孔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也


就是说 , 无论在朝向 眼跳还是反向 眼跳任


务中 , 不同类型的 面孔作为 目 标对被试正


确眼跳的潜伏期都没有影响 。


3 . 3  兴趣 区 内 的 注视时 间 比率和注视 次


数比 率的 分析


眼跳潜伏期反应了早期的 眼跳执行情


况 , 在眼跳落入不 同兴趣 区之后的 注视情


况则可以反映较后期的面孔刺激对注意吸


引的情况。 反映后期注视情况的两个关键


指标是兴趣区内 的注视时间 比率和注视次


数比率 。 分别计算朝向 眼跳和反 向 眼跳任


务下 , 不同类型面孔所在兴趣区 的注视时


间比率和注视次数比率 ,
如下表 3 所示 。


首先 , 以 目 标兴趣区 内 的 总注视时间


占整个试次的 比率为 因变量 , 进行 2
 ( 眼跳


任务类型 ) x  4
 ( 面孔类型 ) 的两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面孔类型 的 主效


应显著 ,
尸

( 3
,
9 3

)  
= 3 .

 7 5
,

 p  <  0 .  0 1
,  

T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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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1
, 自 我面孔 目 标兴趣区 内 的总注视时


间 比率显著多于异性陌生面孔 目 标兴趣区


内的 比率 < 0 .  0 5
) ,

恋人面孔兴趣区 内 的


总注视时间 比率也显著多于异性陌生面孔


兴趣区 内 的总注视时间 比率 ( /
>  < 0 . 0 5 )

;
眼


跳任务类型 的 主效应显著 ,
F

(
l

,
3 1

)
=


4 .  8 1
; P < 0 .  0 5

,
T

7

2
 = 0 .  1 4

, 朝向 眼跳的 目 标


兴趣区内 的总注视时间 比率显著大于反眼


跳兴趣区 内的 注视时间 比率
;
眼跳任务类


型和面孔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 3 各类面孔的 眼跳潜伏期
(
M ± S D

) ( %
)


注视时 间 比率	注视次数 比率


	

反 向 哏跳 朝向 眼跳 反向眼跳 朝向 眼跳


￡ 己 囪孔	 5 4 . 6 6  ±
 5 9 . 8 6 	5 6 . 7 2  

±
 7 8 . 1 8  4 5 . 7 9  ± 5 5 . 4 8  4 8 . 2 2  ±6

1
. 0 7


恋人面孔	 5 4 . 3 1  
± 5 4 . 4 9 	5 5 . 5 2  ±  7 6 . 3 4  4 6 . 2 5  

± 5 6 . 5 6  4 8 . 3 8  
±6 9 . 2 7


同性陌生面孔	 5 3 . 4 8  
±6 1 . 5 3 	5 4 . 8 2  ±7 5 . 8 8  4 5 . 2 8  ± 4 8 . 9 2  4 7 . 2 0  ±6 5 . 7 8


异性陌生面孔	 5 3 . 3 9  
± 6 5 . 4 7 	5 3 . 6 6  

±9 0 . ?  4 5 . 7 5  ± 5 7 . 3 1  4 7 . 3 2  
± 8 5 . 5 1


其次 , 以 目 标兴趣 区 内 的注视次数占


整个 t ra i l 的 比率为因 变量 , 进行了 2
 ( 眼跳


任务类型 )
x  4

 ( 面孔类型 ) 的两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面孔类型的 主效


应显著
,
尸

(
3

,
9 3

)  = 4 .  7 3
, p  <  0 . 0 1

,  T
;

2
 =


0 .
 1 3 。事后检验表明 , 自 我面孔 目标兴趣区


的注视次数比率显著多于同性和异性陌生


人面孔 ( /
?  < 0 . 0 1

) , 其余类型的面孔兴趣


区 内注视个数比率两两差异不显著 。 眼跳


任务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 眼跳任务类型


和面孔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4 讨 论


4 . 1 朝 向 眼跳 中 自 我面 孔加 工与 注意捕


获


本研究中 , 对眼跳错误率 的分析结果


表明 , 对于 自 我面孔的朝 向错误率显著低


于陌生异性面孔 的错误率 , 对于恋人面孔


的眼跳错误率也显著低 于陌生异性面孔的


错误率 。 也就是说 , 在朝 向 眼跳任务 中 , 自


我面孔和恋人面孔表现出 了更强的捕获注


意能力 , 从而有着更低 的朝 向 眼跳错误率 。


该结果支持了  M o ra n d 等人 (
2 0 1 0

) 提 出 的

“

目 标刺激的高水平视觉特征会影响到眼


跳计划和眼跳执行
”

的结论。 同时
, 我们也


可以发现 , 自 我面孔与恋人面孔 同样表现


出 了捕获注意方面的优势 。 此外 , 在朝 向


眼跳的错误率上表现出 的优势仅仅是相对


于异性陌生面孔而言 , 对同性别 的 陌生面


孔则没有优势 。 可见 , 在朝向 眼跳任务 中
,


面孔的性别也是影响面孔捕获注意能力 的


一个重要因素 。 今后的相关研究中需要关


注面孔刺激 的性别 因 素对眼跳行为 的 影


响 。


4
. 2  反眼跳 中 自 我 面孔加工与 注意捕获


本研究没有发现 自 我面孔或恋人面孔


的出现会导致比 陌生面孔更高的反向 眼跳


错误率 , 而且本研究发现在反眼跳任务 中 ,


自 我面孔 、 恋人面孔与陌生人面孔的 眼跳


潜伏期没有显著差异 。 也就是说 , 面孔刺


激的身份特征这一高水平因素没有影响到


反向眼跳和朝 向眼跳的潜伏期 , 自 我面孔


和恋人面孔在反眼跳任务中并没有表现出


捕获非随意注意的优势。 D e v u e 和 B r 6 d a r t


(
2 0 0 8

) 的研究发现
, 自 我面孔作为无关刺


激出现时对当前任务的干扰是有条件 的 ,


只有 自 我面孔位于注意 中心 时 , 才会产生


干扰 。 本研究中对于反眼跳的研究结论与


D e v u e 和 B r 6 d a r t
(

2 0 0 8
 ) 的研究结论具有一


致性 ,
且在反眼跳任务 中 自 我面孔刺激 同


样位于中 央 注视点之外 , 因 此 自 我面孔没


有处于注意 中心可能是 自 我面孔没有对反


眼跳任务造成显著影响的原因之一

。


在某种意义上
, 我们可以将反 向 眼跳


看作
一

个决策过程 , 需要对 自 下 而上 的信


息 ( 刺激属性 ) 和 自 上而下 的信息 ( 目 的和


意图 ) 进 行权 衡 ( 周 临 ,
, 邓 铸 , 陈庆 荣 ,


2 0 1 2 ) 。 有研究者指出 , 朝向 眼跳是一种外


源性眼跳 , 更多地受到刺 激物 自 身属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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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而反 向 眼跳则更多受 内 源性 因 素的


影响 ( 任延涛
,
韩玉 昌 ,

P # 雪 , 2 0 0 6 ) 。 反 向


眼跳受到刺激物属性等外源性因 素的影响


较小 , 这也可以 部分解释在本研究 中 自 我


面孔为何没有 比陌生面孔导致更高的反向


眼跳错误率 。 尽管 已 有 研究 (
G i l c h ri s t  &


P r o s k e
,
2 0 0 6

 ;
 
M o r a n d

,
e t  a l .

,
2 0 1 0

 ) 发现刺


激的高水平视觉特征会影响到非随意注意


的发生 , 但在本研究中不 同 面孔类型这
一


刺激的高水平特征并没有影响反眼跳错误


率。 大量关于视觉搜索的研究表明 , 刺激


之间的差异度减小会增加搜索难度 ,
而刺


激的差异度增大会降低搜索难度 (
D u n c a n


&  H u m p h r e y s
,  

1 9 8 9
)  0 而有研究发现 , 刺激


物 的 颜 色 (
N a g y & S a n c h e z

,
1 9 9 0  ) 和 方 向


( A l k h a t e e b , M o r ri s  &  R u d d o c k
,  

1 9 9 0  ) 等基


本特征在视觉加工 中存在最小可觉察差别


量 ( j
u s t  n o t i c e a b l e  d i f f e r e n c e

 ) , 针对不 同特


征的前注 意可觉察最 小差别不 同 。 刘 明


慧 , 王凌云
, 隋洁和张明 (

2 0 1 2
) 采用 P o n s e r


空 间线索范式的研究发现 , 当 自 我面孔和


熟悉的面孔作为无关刺激呈 现时 , 它们在


捕获注意方面没有表现 出显 著差异 ,
他们


指出在注意捕获的过程 中 , 可能 由 于面孔


效应太大而掩盖 了 自 我效应的出 现。 结合


本研究的结果 , 我们推测 , 在控制了 明度和


对比度等低水平因 素之后 , 自 我面孔、 恋人


面孔和陌生人面孔所呈现 出 的高水平视觉


特征之间 的差异 尚未达到最小可觉察差别


量 , 所以 同样出 现 了面孔效应掩盖 自 我效


应的现象 , 导致 自 我面孔 、 恋人面孔和陌生


面孔的反眼跳错误率没有显著差异 。


另外 , 由 于在本研究 中 采用 了 朝 向 眼


跳和反眼跳混合呈现的实验任务 , 而 已有


大 量 研 究 (
G ri l l  —

 S p e c t o r  &  K a n  w i s h e r
,


2 0 0 5
 ;  

0 1 k  &  J i n
,
2 0 1 1

 ) 表明 混合任 务 中 的


任务转换会影响被试在反眼跳任务中 的表


现 , 比如导致反眼跳错误率 的增 大。 在今


后的研究 中 , 我们可 以设置单纯的反 向 眼


跳任务 , 进
一

步精确考察刺激之间 的差异


达到何种程度才是可 以影响反眼跳错误率


的最小可觉察差别量 , 也再次确认 自 我面


孔 、 恋人面孔与陌生面孔之间 的差异是否


足以影响反眼跳错误率和眼跳潜伏期 。


4 . 3  朝 向 眼跳 中 自 我面 孔加 工与 注意 保


持


对 目标兴趣区 内总注视时间 比率的分


析发现 , 在朝 向眼跳中
, 自 我面孔和恋人面


孔一旦获得 了注视之后 , 维持注意 的时间


都比陌生面孔更长 。 这一结果的趋势与 自


我面孔 、 恋人面孔对朝 向 眼跳的错误率的


影响趋势一致 , 自 我面孔和恋人面孔表现


出一致的注意保持的优势 。 对 目 标兴趣区


内 注视次数 比率的分析发现 , 自 我面孔 目


标兴趣区的注视次数比率显著多于 同性和


异性陌生人面孔 目 标兴趣 区 内 的注视次数


比率
,
而恋人面孔没有在注视次数 比率上


表现出优势 :


综合注视时间 比率和注视次数比率这


两个指标 ,
可 以 发现

, 在朝 向 眼跳中 , 自 我


面孔在注意保持方面表现 出 了稳定 的优


势
,
自 我面孔所在兴趣区不仅获 得了更高


的注视次数 比率 ,
也获得 了更 高的 总注视


时间比率。 而恋人面孔的优势仅仅表现在


可以维持更长的注视时间方面。 自 我面孔


作为 目 标时维持注意的优势的这一结果跟


D e v u e
,  
V a n  d e r  S t i g c h e l

,  
B r 6 d a r t

 和  
T h e e u w e s


(
2 0 0 9

 ) 进行的视觉搜索实验得到的结论基


本一

致 , 他们发现注意
一

旦被 自 我面孔捕


获将难以移除 。 而对于 自 我面孔在保持注


意方面的优势 的原 因
, 究竟是 因 为 自 我相


关信息的重要性 , 还是因为 自 我相关信息


加工需要耗费更多注意资源 , 从而导致加


工资源难以从 自 我面孔 中 移除 , 这仍需要


今后的研究去进一步探讨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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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结 论


本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


(
1

) 在朝向眼跳任务中 , 自 我面孔和恋


人面孔刺激出现时的错误率显著低于陌生


异性面孔 ;


(
2

 ) 无论对于朝 向 眼跳还是反 向 眼跳


任务 , 自 我面孔 、 恋人面孔与陌生人面孔的


正确眼跳潜伏期没有显著差异 ;


( 3 ) 在朝向 眼跳中 , 自 我面孔兴趣区获


得了更高的注视次数比率和更高的 总注视


时间 比率
, 表现出维持注意的优势 ;


(
4

 ) 在朝向眼跳中 , 恋人面孔仅在总注


视时间 比率上表现出维持注意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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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c o g n i t
i o n

,  7 7 ( 4 ) ,
4 8 8  

—

5 0 6
.


M o r a n d
,  S .  M .

,
G r o s b r a s

,  M .
 

—

 H .

,
C a l d a r a

,


R .
,

&  H a r v e y ,
 M .  (

2 0 1 0
)

.  L o o k i n
g  

a w a y  
f r o m


f a c e s  :  I n f l u e n c e  o f  h i g h  l e v e l  v i s u a l
 p

r o c e s s e s  o n


s a c c a d e  p r o g r a m m
i
n

g
.  J o u r n a l  of  

V i s i o n
,  J 0 ( 3 ) ,


1  
-

1 6 .


M u n o z
,  D .  P .

 , &  E v e r l i n g ,  S .  ( 2 0 0 4 〉
.  L o o k  a

-


w a
y  

:
 t h e  a n t i  — s a c c a d e  t a s k , a n d  t h e  v o l u n t a r y


c o n t r o l  o f  e
y

e  m o v e m e n t
.  N a t u r e  R e v i ew s  N e u r o

-


s c i e n c e
,  5 ( 3 ) ,

2 1 8  
-

2 2 8 .


N a g y ,  A .  L .

,
&  S a n c h e z

,
 R .  R .  (

1 9 9 0
)

.  C ri t i c a l


c o l o r  d i ff e r e n c e s  d e t e r m i n e d  w i t h  a  v
i
s u a l  s e a r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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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s k ,  J O S A A
9
 7

(
7

)  ,  1 2 0 9 -

1 2 1 7 .


P a l e r m o
,  R .

,
&  R h o d e s

,  G .  ( 2 0 0 7 )
.  A r e

 y o u  a l
?


w a y s  o n  m y  
m i n d ?  A  r e v i e w  o f  h o w  f a c e  p e r c e

p
?


t i o n  a n d  a t t e n t i o n  i n t e r a c t .  N e u r o p s y c h o lo g i a ,  4 5


(
1

) ,
7 5  

- 9 2 .


P f i s t e r
,
 R .

 ,
 P o h l

,
 C

.
,

K i e s e l
,  A .

,
&  K u n d e

,  W .


(
2 0 1 2

)
.  Y o u r  U n c o n s c i o u s  K n o w s  Y o u r  N a m e .


P lo S  o n e
,  7 ( 3 ) ,

e 3 2 4 0 2 .


R o
,

T .

,
R u s s e l l

, C .  ,  &  L a v i e
,  N .  (  2 0 0 1  ) .


C h a n
g i n g  f a c e s

 
:  A  d e t e c t i o n  a d v a n t a

g e  i n  t h e


fl i c k e r
 p

a r a d i g
m

.  P s y c h o lo g i c a l  S c ie n c e
,

7 2 ( 1 ) ,


9 4  
-

 9 9 .


S e l f  F a c e  P r o c e s s i n g  
a n d  A t t e n t i o n  C a p t u r e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a  A n t i  
-

 S a c c a d e  T a s k


Y A N G
 Q i n g

1 2 Y A N  G u o  
-

 U
'


(
1

.  A c a d e m y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a n d  B e h a v
i
o r

,  T i a n
j

i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T i a n

j
i n  3 0 0 0 7 4

,  C h i n a
;


2 .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  T
i a n

j
i n  M e d i c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T i a n
j

i n  3 0 0 0 7 0
,  C h i n a

)


A b s t r a c t


H u m a n  f a c e s  c a p
t u r e  a t t e n t i o n  m o r e  t h a n  o t h e r  v i s u a l


s t i m u l i
.  H e r e  w e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w h e t h e r  s e l f  f a c e  c a n


c a p
t u r e  a t t e n t i o n  m o r e  t h a n  o t h e r  f a m i l i a r  o r  u n f a m i l

?


i a r  fa c e  in  m ix e d  s a c c a d i c  p a r a d i g m s .  E
y e  m o v e ?


m e n t s  w e r e  r e c o r d e d  i n  3 2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w h o  p e r
?


f o r m e d  e i t h e r
 p r o  

-

 o r  a n t i  
-

 s a c c a d e s  t o  s e l f  f a c e
,


l o v e r 龟 f a c e
,  o r  u n f a m i l i a r  f a c e

,  r a n d o m l y  p r e s e n t e d


t o  t h e  l e ft  o r  ri g h t  o f  a  f i x a t i o n  a r r o w .  T h e i r  e y e


m o v e m e n t s  w e r e  r e c o r d e d  w i t h  a n  E y e l i n k 2 K  e y e


t r a c k e r .  F o r  e a c h  tri a l
,  a  s y m b o l i c  c u e  i n s t r u c t e d


t h e  o b s e r v e r  t o
 g e n e r a t e  e i t h e r  a

 p r o  
一

 s a c c a d e  o r  a n


a n t i  
-

 s a c c a d e . W e  r e p o r t e d  a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e c r e a s e  i n


p r o  
-

 s a c c a d e  e r r o r  r a t e s  f o r  s e l f  f a c e s  a n d  l o v e r

'

s


f a c e  c o m p a r e d  t o  u n f a m i l i a r  fa c e
;  m e a n w h i l e  s e l f


f a c e s  r e t a i n e d  a t t e n t i o n  l o n g e r  i n  c o m p a r i s o n  t o  u n f a ?


m i l i a r  f a c e  i n  p r o  -  s a c c a d e s .  U n e x p
e c t e d l y

,
 w e


d i d n t  f i n d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f e r e n c e  i n  t h e  a n t i  
-

 s a c c a d e


e r r o r  r a t e  o r  s a c c a d e  l a t e n c y  
a m o n g  

s e l f  f a c e
,

l o v e r 奂


f a c e
,  a n d  u n f a m i l i a r  fa c e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m a y  

r e f l e c t


t h a t  t h e  d iff e r e n c e s  i n  h i

g h  
-

 l e v e l  v i s u a l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s e l f  f a c e
,  l o v e r

'

s  f a c e  a n d  u n f a m i l i a r  fa c e  d i d n  1


m e e t  th e  l e v e l  o f  p
r e  -  a t t e n t i v e  j

u s t  n o t i c e a b l e


d i f fe r e n c e  f o r  a n t i  —

 s a c c a d e s  t a s k
,  t h e n  th e  f a c e


e ff e c t  o n  a t t e n t i o n  c a p t u r e  w a s  l a r g e  e n o u g h  t o  e n v e l
?


o p  
t h e  s e l f  

e ff e c t  to  e m e r g e
.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n e e d s  t o


u s e
 p u r e  a n t i  -  s a c c a d e  t a s k  t o  i n v e s t i

g a t e  m o r e  a
-


b o u t  t h e
 j

u s t  n o t i c e a b l e  d iff e r e n c e  f o r  a n t i  
-

 s a c c a d e s


t a s k .


K e y  
w o r d s

 :  s e l f  f a c e
,  a n t i  -

 s a c c a d e
,  p r o  

-


s a c c a d e s
,
 a t t e n t i o n a l  c a p t u r e

,  a tt e n t i o n  r e t e n t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