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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邻性组织和相似性组织是两种极为重要的“知觉组织(perceptual organization)”．我们对前颞叶切除的患者 CXY进
行了相邻性组织与相似性组织的研究．利用由小图形组成的大图形来研究在相邻性组织与相似性组织中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相

互影响．研究中发现：在相邻性组织中，正常被试所体现的整体对局部的影响显著大于局部对整体的影响这一现象在 CXY
身上消失了，即 CXY相邻性组织的自动加工出现了障碍；在相似性组织中，患者 CXY的实验结果与正常被试没有任何差
异．另外，在一致连通性(uniform connectedness, UC)与相邻性组织及相似性组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也发现 CXY相邻性组
织的自动加工出现了障碍．这些结果说明左前颞叶在相邻性组织、整体知觉以及对连通性的知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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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组织的概念起源于 20世纪初的格式塔心
理学，它将所有视觉信息的基本单元相互整合，组

织成整体的可以被知觉到的一些相互关联的物体[1],
它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相互关联的问题(what goes
with what)，也是一个图形和背景分离的问题[2]．知

觉组织的研究关心的是知觉加工的早期阶段与高级

认知相分离的问题，也是为了回答一个基本的问

题，即“视觉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3]．

相邻性组织和相似性组织是格式塔心理学中

两种重要的知觉组织．空间靠近的物体容易被知

觉成一个整体(相邻性组织，proximity)，性质相
似的物体也容易被知觉成一个整体(相似性组织，
similarity)．
知觉组织的研究为了回答“视觉过程是从哪里

开始的”，也就是人们在视觉认知过程中是先看见

“树木”还是先看见“森林”的问题[3]．早在 30多
年前，Navon[4]提出一种整体 -局部模型来研究知觉
组织，他发现，当给被试呈现由小字母组成的大字

母时，被试对大字母的反应要快于对小字母的反

应，即“整体优势效应”，并且当大字母和小字母

不一致时，大字母会影响被试对小字母的判断，而

小字母却不会影响被试对大字母的判断．然而，近

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Navon的“整体优势效应”
以及整体对局部的干扰在某些情况下并未体现[5-7].
Han等[8]研究发现，在相邻性组织中，存在“整体

优势效应”以及整体对局部的干扰．在相似性组织

中，并不总是存在“整体优势效应”，在特定的实

验条件下，被试对整体的反应时会慢于对局部的反

应时，甚至局部对整体的干扰要强于整体对局部的

干扰．另外，Palmer 和 Rock [9]发现，一致连通性

(uniform connectedness，UC) 在视觉效果上会被组
织成一个单一的物体．Han等[10]研究发现，在相邻

性组织中，相邻的两个小物体被短线连接起来的小

物体群与小物体之间没有短线相连的小物体群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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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natomical T1 MRI images of CXY
Anatomical T1 MRI images of CXY's brain after his second operation.

The left anterior-temporal lobe was excised.

上是一样的，被试对两者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在相似性组织中，被试对相邻的两个小物体被短线

连接起来的小物体群的反应时明显快于对没有短线

相连的小物体群[10]．种种实验证据表明，相邻性组

织和相似性组织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与相似性组

织相比，相邻性组织可能发生在视觉过程比较早期

的阶段．

为了解决“视觉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一根

本问题，Chen[3, 11-14]提出了“大范围首先”的不变

性知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视觉过程是从大范

围性质开始的，这种大范围性质可以用拓扑性质来

描述”．在容限空间的定义中，相邻性组织也是大

范围性质的一种，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相邻性组

织与拓扑性质是等同的．Zhuo等[15-18]通过功能磁共

振成像(fMRI)方法发现拓扑性质会引起被试前颞叶
的兴奋，一致地发现了大范围不变性知觉在前颞叶

的神经表达． fMRI结果显示局部脑区的血样水平
改变和认知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不涉及二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另外，由于额窦鼻窦的空腔带来的磁敏

感系数问题，使得前颞叶的成像在其成像原理上注

定了信噪比较差，且存在较大的畸变和失真．因

此，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前颞叶在大范围拓扑知觉的

神经表达，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与之呼应．神经

心理学技术是利用明确的神经系统损伤来研究大脑

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方法，是公认的可以揭示脑和行

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19]．在本研究中，我

们希望在控制其他损伤和行为表现的基础上，筛查

到合适的前颞叶损伤的病人．运用神经心理学技术

直接得到前颞叶与大范围性质(相邻性组织)之间的
关系．

1 实验被试与实验设备

1援1 前颞叶切除病人

患者 CXY：男，1985年生，初中文化程度，
务农．CXY在 3岁时开始有癫痫的症状，在随后
的十几年里，一直伴随着癫痫病症．2007 年初，
CXY接受了左前颞叶(诊断为癫痫灶)切除手术，但
效果不理想．2008年 2月，CXY接受了第二次左
前颞叶余部切除手术，治疗效果较为明显，癫痫发

作频率降低为一年 1～2次(CXY二次手术后的 T1
结构像见图 1，CXY 第一次手术后并未留下任何
影像资料)．两次手术没有给 CXY的日常生活带来
不良影响，他在术后仍表现出和常人一样的行为水

平．在 CXY第二次手术后 2周以及 4个月和 2年

时，我们均对他进行了韦氏智力和韦氏记忆量表的

测试，测试结果为：韦氏智力得分 (IQ)为 109，其
中操作得分 120，语言得分 99；韦氏记忆得分(记
忆商)为 112．测试结果表明，CXY的智力以及记
忆均处于正常水平，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理解能力也

正常．同时我们对他进行了视力检查，其视锐度、

视野以及色觉能力均正常．CXY在第二次手术后
9个月、2年、3年以及 4年的 4次复查中参加了
我们的实验，共接受了 12次完全重复的测试，但
他并不清楚实验目的．

CXY本人及其家属同意参与我们的实验，并
与我们签署了被试知情同意书，在实验完成后领取

了相应的报酬．

1援2 对照组被试

对照组被试为 12名健康青年(7名男性，5名
女性)，年龄在 19～31 岁之间，均为正常被试，
脑部均没有任何疾病或损伤，视力或矫正视力均

正常．

1援3 实验设备

实验刺激通过计算机程序呈现在 20吋 CRT显
示器上，屏幕刷新率为 100 Hz．实验程序由基于
Matlab的 Psychtoolbox生成和控制[20]．

L R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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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stimuli used in experiment 1
(a) The stimuli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global arrows were composed of local arrows. (b) The stimuli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global arrows or triangles were composed of local arrows or triangles.

2 实验一，前颞叶在相邻性组织中的作用

2援1 实验刺激

实验一中共采用两组刺激图形(图 2)，均为黑
色图形呈现在白色背景上．a．朝向判断任务的刺
激图形为一组由小箭头组成的大箭头(图 2a)，大小
箭头的方向是朝左下方或右下方．在每一幅刺激图

形中，所有小箭头的朝向一致，由它们所组成的大

箭头的朝向可能与小箭头一致或不一致．b．形状
性判断任务的刺激图形为一组由小三角形或小箭头

组成的大图形(三角形或箭头，图 2b)，在每一幅刺
激图形中，所有小图形是完全一样的，由它们所组

成的大图形可能与小图形的形状一致或不一致．大

图形的大小为 4.2毅伊4.2毅，小图形的大小为 0.42毅伊
0.42毅．

2援2 实验方法

本实验为 2伊2伊2三因素设计，分别为：实验
任务因素(朝向判断或形状判断)、整体性因素(被试
需要关注的是大图形或是小图形)和一致性因素(大
图形与小图形是否一致)．箭头朝向判断(图 2a)的
测试分为两个部分，被试分别判断大箭头和小箭头

的朝向．类似的，形状判断(图 2b)测试的两个部分
中，被试的任务分别是判断大图形或小图形的形状

(箭头还是三角形)．实验过程如下：首先呈现中央
注视点 500～1 000 ms，注视点消失的同时在屏幕
中央呈现刺激图形，待被试根据实验任务进行反

应，被试按下反应键后，刺激图形消失，同时屏幕

上再次呈现中央注视点，以此循环．

实验任务和整体性测试的先后顺序均在被试间

做了平衡．对于患者 CXY，则是在 12次实验中做
了平衡．在实验开始前，每种实验条件都做了 4次
练习．正式实验中，每种条件重复测试 24次，共
192次测试，顺序完全随机．被试需要在刺激图形
出现后尽准尽快地按键反应，实验程序记录了被试

的反应时和正确报告率．

2援3 实验结果

2援3援1 正确报告率．在朝向判断和形状判断两种任

务中，对于 CXY以及对照组被试，不一致性对正
确报告率的影响在整体及局部水平上均未达到统计

显著差异，P > 0.05．CXY与正常对照组被试在 12
次实验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及标准误差见表 1a,1b.

Table 1a Mean accuracy rates (M) and standard errors (SE) of normal subjects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1
%

(a) (b)

Discrimination

Local

Consistent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M SE M M SE M SE
Orientation 99.65 0.35 99.31 99.31 0.47 95.49 1.95

Closure 100 0 98.26 98.96 0.75 97.22 1.29

Global

Inconsistent

SE
0.47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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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Mean reaction times and standard errors (error bar) to global and local levels of compound stimuli in experiment 1
(a)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b)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c) Mean reaction times of CXY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d) Mean reaction times of CXY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 Global; : Local.

2援3援2 反应时结果．CXY以及对照组被试两种任
务的平均时结果见图 3．统计结果显示：对于对照
组被试，在三种因素中，整体性与一致性交互显

著，F(1, 11) = 34.55，P < 0.0001，整体性和一致性主
效应显著，F(1, 11) = 43.89，P < 0.0001，以及 F(1, 11) =
54.03，P < 0.0001；对于 CXY，在三种因素中，任
务性质与整体性交互显著，F(1, 11)=47.11, P < 0.0001,
任务性质与一致性交互显著，F(1, 11) = 25.94，P <
0.001，整体性与一致性交互不显著，F < 1，整体
性和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1, 11) = 9.78，P < 0.01，以
及 F(1, 11) = 26.42，P < 0.001．当刺激图形中的局部

小图形与整体大图形不一致时，配对 t检验结果显
示：对于对照组被试，在朝向判断任务中，不一致

性对局部小图形的判断有显著影响， t (11) = 7.26，
P < 0.0001，对整体的判断没有影响，t (11) = 1.83，
P > 0.09，整体性和一致性交互显著，F(1, 11) = 21.8，
P < 0.001；在封闭性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局部
小图形的判断有显著影响，t(11) = 4.95，P < 0.001，
对整体的判断没有影响，t(11) = 1.15，P > 0.2，整体
性和一致性交互显著，F(1, 11) = 12.9，P < 0.005．
对于 CXY，在朝向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局
部小图形和整体大图形的判断都没有显著影响，

Table 1b Mean accuracy rates (M) and standard errors (SE) of CXY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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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Local

Consistent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M SE M M SE M SE
Orientation 99.65 0.35 98.96 96.88 0.91 95.49 1.40

Closure 99.30 0.47 98.26 98.96 0.75 97.22 0.94

Global

Inconsistent

SE
0.75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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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2 实验方法

同实验一，本实验同样为实验任务(2)伊整体性
(2)伊一致性(2)三因素设计．实验过程、采样数量、
被试要求以及数据记录亦同实验一．

3援3 实验结果

3援3援1 正确报告率．对于对照组被试，在朝向判断

任务中，当大箭头和小箭头方向不一致时，在整体

和局部水平上，被试的平均正确报告率均显著低于

大小箭头方向一致的正确报告率，t(1,11) = 3.03， P <
0.05和 t(1,11) = 2.57，P < 0.05；在形状判断任务中，
当整体大图形与小图形不一致时，被试对整体图形

判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显著低于大小图形一致的正

确报告率，t(1,11) = 3.19，P < 0.01，而对局部图形判
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则与大小图形一致时没有显著

差异，t(1,11) = 1.54，P > 0.1．对于 CXY，在朝向判
断任务中，当整体大图形与小图形不一致时，

CXY对局部图形判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与大小图
形一致时没有显著差异，t(1,11) = 0.89，P > 0.3，对
整体图形判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显著低于大小图形

一致时的正确报告率，t (1,11) = 4.89，P < 0.001．在
形状判断任务中，当整体大图形与小图形不一致

时，CXY对局部图形判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与大
小图形一致时没有显著差异，t(1,11) = 1.00，P > 0.3，
对整体图形判断的平均正确报告率显著低于大小图

形一致时的正确报告率，t (1,11) = 4.58，P < 0.001．
CXY与正常对照组被试在 12次实验中的平均正确
报告率及标准误差见表 2a, 2b．

Fig. 4 The stimuli used in experiment 2
The stimuli were made by embedding the stimuli in experiment 1 in a background of crosses. (a) The stimuli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global arrows were composed of local arrows. (b) The stimuli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global arrows or triangles were composed of local

arrows or triangles.

t(11) = 1.70，P > 0.1以及 t (11) = 1.96，P > 0.08，一致
性和整体性交互不显著，F < 1，P > 0.7；在封闭性
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局部小图形和整体大图形

的判断都有显著影响，t(11) = 7.09，P < 0.0001以及
t (11) = 5.33，P < 0.001，一致性和整体性交互不显
著，F(1, 11) = 1.69，P > 0.2．

3 实验二，前颞叶在相似性组织中的作用

3援1 实验刺激

实验二所采用的刺激图形为实验一刺激图形中

添加小十字矩阵背景(图 4)，整个图形的大小增大
为 5.2毅伊5.2毅，其他均未改变．

Discrimination

Global Local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M SE M SE M SE M SE
Orientation 99.31 0.47 93.40 1.88 99.65 0.35 97.57 0.95

Closure 98.26 0.62 93.40 1.58 99.31 0.47 96.87 1.37

Table 2a Mean accuracy rates (M) and standard errors (SE) of normal subjects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2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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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3援2 反应时．CXY以及对照组被试两种任务的
平均反应时结果见图 5．统计结果显示：对于对照
组被试，在三种因素中，整体性与一致性交互显

著，F(1, 11) = 80.33，P < 0.0001，任务性质主效应显
著，F(1, 11) = 7.55，P < 0.05，整体性主效应显著，
F(1, 11) = 6.01，P < 0.05，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1, 11) =
56.10，P < 0.0001．对于 CXY，在三种因素中，任
务性质与整体性交互显著，F (1, 11) = 74.30，P <
0.0001，任务性质与一致性交互显著，F(1, 11) = 5.41，
P < 0.05，整体性与一致性交互显著，F(1, 11) = 78.42，
P < 0.0001，总交互作用显著, F(1, 11)=11.37, P < 0.01,

整体性主效应显著，F(1, 11) = 2.92，P < 0.05，一致性
主效应显著，F(1, 11) = 86.0，P < 0.0001．当刺激图形
中的局部小图形与整体大图形不一致时，配对 t检
验结果显示：对于对照组被试，在朝向判断任务

中，不一致性对整体大图形和局部小图形的判断都

有显著影响，t (1, 11) = 7.58，P < 0.0001 以及 t (1, 11) =
2.73，P < 0.05,这种不一致性对整体判断的影响显
著强于对局部的影响，t(1, 11) = 4.93，P < 0.001；在
封闭性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整体大图形的判断

有显著影响，t(1, 11) = 7.00，P < 0.0001，对局部的判
断没有影响，t(1, 11) = 0.27，P > 0.7．对于 CXY，在

Table 2b Mean accuracy rates (M) and standard errors (SE) of CXY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2
%

Discrimination

Global Local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Consistent Inconsistent

M SE M SE M SE M SE
Orientation 98.61 0.59 86.45 2.57 97.91 0.81 96.88 1.04

Closure 99.30 0.47 84.40 3.28 99.30 0.47 98.6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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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Mean reaction times and standard errors to global and local levels of compound stimuli in experiment 2
(a)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b)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c) Mean reaction times of CXY in the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ask. (d) Mean reaction times of CXY in the closure

discrimination task. : Global; : Local.● ● 茛 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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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援2 实验方法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小圆圈组成的字母是 H还
是 E．实验过程基本同前，不同之处是刺激图形呈
现 140 ms后消失，图形消失后被试进行按键反应.
4援3 实验结果

4援3援1 正确报告率．实验三中，对于对照组被试，

相邻性组织和相邻性组织+UC的正确报告率都显
著高于相似性组织的正确报告率 t (1, 11) = 5.27，

P < 0.001和 t(1, 11) = 5.08，P < 0.001，相邻性组织和
相邻性组织+UC这两种条件的正确报告率没有显
著差异，P > 0.5；对于 CXY，相邻性组织、相似
性组织以及相邻性组织+UC三种条件的正确报告
率相互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P > 0.7)．CXY及对照
组被试三种条件下的平均正确报告率及标准误差见

表 3．

Fig. 6 The stimuli used in experiment 3
(a) The small circles were grouped by proximity. (b) The small circles were grouped by both proximity and uniform connectedness (UC). (c) The small

circles were grouped by similarity.

朝向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整体大图形和局部小

图形的判断都有显著影响，t(1, 11)= 10.32，P < 0.0001
以及 t(1, 11) = 3.47，P < 0.01，这种不一致性对整体判
断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局部的影响， t (1, 11) = 5.58，
P < 0.001；在封闭性判断任务中，不一致性对整体
大图形的判断有显著影响， t (1, 11) = 11.00，
P < 0.0001，对局部的判断没有影响，t(1, 11) = 1.15，
P > 0.2．

4 实验三，CXY的相邻性组织与相似性组
织之间的关系

实验一和实验二检测了 CXY的相邻性组织与
相似性组织在整体与局部知觉以及不一致性对整体

和局部的影响与正常被试相比有无异常．实验三则

是在不考虑整体和局部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对

CXY的相邻性组织、相似性组织以及一致连通性
进行检测．

4援1 实验刺激

实验三所采用的刺激图形为一组由小图形(圆
圈)组成的字母 H或 E(图 6)，呈现方式为黑色的刺
激图形呈现在白色的背景上．刺激图形共有三种，

分别为：a．由小圆圈组成的大字母 H或者 E；b．
字母由小圆圈组成，并且相邻的两个小圆圈之间由

短线相连；c．刺激图形 a添加 9伊8的小正方形矩
阵背景．刺激图形 a中的大字母知觉由小图形相邻
性组织起主要作用；刺激图形 b中的大字母知觉主
要由小图形相邻性组织与一致连通性共同作用；刺

激图形 c中，由于小正方形背景对照去除了相邻性
组织的作用，对大字母的知觉由小图形的相似性组

织起主要作用．

(a) (b) (c)

Proximity Proximity+UC Similarity

M SE M SE M SE

Normal subjects 97.22 1.07 96.53 1.24 84.08 2.50

CXY 97.56 0.62 97.22 0.78 97.22 1.18

Table 3 Mean accuracy rates (M) and standard errors (SE) of normal subjects
and CXY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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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讨论

本研究通过相邻性组织、相似性组织、一致连

通性等实验发现了左前颞叶切除患者 CXY对相邻
性组织的自动加工出现了障碍．

“大范围首先”理论认为，“视觉过程是从大

范围性质开始的，这种大范围性质可以用拓扑性质

来描述[3, 11-14]”．这里的“大范围性质”指的是由

拓扑性质来定义的洞的个数、连通性、内外关系

等，并不同于 Navon所定义的“整体”．Navon所
讲的整体指的是由小图形所组成的大图形，而他所

提出的“整体优势效应”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并不存

在．而“大范围首先理论”中的整体性质并不仅仅

是由小图形组成的大图形，而是由知觉组织所定义

的．在“大范围首先”理论中，相邻性组织是大范

围性质的一种，和拓扑性质是等价的，一致连通性

与相邻性组织也是等价的．Han等发现，在相邻性
组织中存在一种整体优势效应，即被试对整体图形

判断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对局部图形判断的反应时，

并且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图形发生冲突时(即整体
图形和局部图形不一致时)，这种冲突对局部的判
断有影响，对整体的判断没有影响，在相似性组织

中并不存在整体优势效应，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图

形发生冲突时，这种冲突对整体的影响要显著强于

对局部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对 CXY的
相邻性组织和相似性组织进行了测试，并和正常对

照组被试的结果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发现：在相邻

性组织中，对于对照组被试，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

图形发生冲突时，这种冲突对整体的判断没有影

响，对局部的判断有显著影响，整体性与一致性交

互显著，说明整体对局部的影响显著大于局部对整

体的影响，即整体优势效应；而对于 CXY，在朝
向判断任务中，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图形发生冲突

时，这种冲突对整体和局部的判断都没有影响，在

封闭性判断任务中，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图形发生

4援3援2 反应时结果．CXY以及对照组被试四种条
件的平均反应时结果见图 7．统计结果显示：对于
对照组被试，相邻性组织和相邻性组织+UC的平
均反应时都显著快于相似性组织的平均反应时

t(1, 11) = 13.73, P < 0.0001和 t(1, 11) = 12.11，P < 0.0001,
相邻性组织和相邻性组织 +UC这两种条件的平均
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t(1, 11) = 0.63，P > 0.5；对于
CXY，相邻性组织和相邻性组织+UC的平均反应
时都显著快于相似性组织的平均反应时 t(1, 11)=12.82,

P < 0.0001 和 t (1, 11) = 12.62，P < 0.0001，相邻性组
织和相邻性组织 +UC这两种条件的平均反应时没
有显著差异，t(1, 11) = 0.11，P > 0.9．相邻性组织和
相似性组织两种条件在对照组被试和 CXY中组间
交互作用显著 t (1, 11) = 11.90，P < 0.005；相邻性组
织+UC 和相似性组织两种条件在对照组被试和
CXY 中组间交互作用显著 t (1, 11) = 7.72，P < 0.05；
相邻性组织和相邻性组织+UC两种条件在对照组
被试和 CXY中组间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5．

Fig援 7 Mean reaction times and standard errors for each condition of normal subjects and CXY in experiment 3
(a)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and CXY in proximity and similarity condition． (b) Mean reaction times of normal subjects and CXY in

proximity+UC and similarity condition. : Normal subjects; : CXY.● ● 茛 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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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时，这种冲突对整体和局部都有显著影响，但

这两种影响之间(不一致性对整体的影响和不一致
性对局部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对于 CXY，
整体性和一致性交互不显著，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与

局部对整体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这说明在相邻性

组织中，CXY的大范围性质的知觉与局部性质的
知觉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 CXY并
没有和正常被试一样的明显的整体优势效应．在相

似性组织中，无论 CXY还是对照组被试，都不存
在整体优势效应，即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小图形发生

冲突时，这种冲突对整体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对局部

的影响．

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我们发现，CXY
的相似性组织和正常被试相比是基本一致的，而他

的相邻性组织和正常人相比却出现了异常．对于正

常被试，在相邻性组织中，无论是朝向判断任务还

是封闭性判断任务，当整体图形和局部图形不一致

时，都表现出整体对局部的判断有影响，而局部对

整体的判断没有影响，这说明正常被试在相邻性组

织中，对整体图形存在一个自动加工的过程，这种

对整体图形的自动加工使得被试对整体大图形的知

觉明显早于对局部小图形的知觉，因此会产生整体

对局部有影响而局部对整体却没有影响的结果，即

整体优势效应．对于 CXY，在相邻性组织中，对
于朝向判断任务，正常被试所体现的整体对局部的

影响在他的身上消失了，这说明在相邻性组织中，

CXY对整体图形的自动加工出现了障碍，从而导
致其整体优势效应消失．对于封闭性判断任务，整

体和局部相互都有影响，这体现了 CXY对洞的自
动加工，这种对洞的自动加工使得当整体大图形和

局部小图形不一致时，CXY对整体和局部的判断
都受到不一致性的影响，而整体性和一致性交互不

显著说明在相邻性组织中，CXY对整体图形的加
工并不比对局部图形的加工快，即仍未体现出整体

优势效应．

实验三利用基本的图形检测了 CXY的相邻性
组织、相似性组织以及一致连通性与正常被试是否

一致．在实验三中，整体图形是由与整体字母完全

无关的小圆形或小正方形组成，在这种刺激图形

中，完全不存在整体和局部之间的相互影响，整体

图形的知觉是由纯粹的相邻性组织或相似性组织所

产生的．在实验三中，对照组被试和 CXY，相邻
性组织的平均反应时都显著快于相似性组织的平均

反应时，说明相邻性组织使对照组被试和 CXY对

整体字母的判断更加容易，而相邻性组织和相似性

组织两种条件在对照组被试和 CXY中组间交互作
用显著，说明相邻性组织给 CXY带来的易化作用
并不如正常被试那样明显，同样相邻性组织+UC
和相似性组织两种条件在对照组被试和 CXY中组
间交互作用显著，则说明 UC给 CXY带来的易化
作用也不如正常被试那样明显，而一致连通性(UC)
和相邻性组织本质上是一样的[10]，从而进一步说明

和正常被试相比，CXY对相邻性组织的自动加工
出现了障碍．

前颞叶切除的同时可能会带来其他相关脑区的

可塑性变化，另外，由于实验时间跨度很大，也极

有可能发生其他脑区的功能代偿．在本研究中，所

有的实验都是在 CXY 第二次手术之后开展的．
CXY在第二次手术后 9个月、2年、3年以及 4年
这四个阶段，分别参加了 3次、4次、2次和 3次
实验(四个阶段总共 12次实验)．在这四个阶段中，
CXY在各个阶段的实验结果没有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CXY的实验结果是稳定的．CXY在 4年间稳
定的实验结果说明了在前颞叶切除的同时，其他脑

区的可塑性变化及功能代偿等因素对 CXY在本研
究中的认知活动的影响是较小的．我们研究前颞叶

切除给病人的知觉组织所带来的影响，是因为

Chen的团队通过多种实验范式：似动、半球不对
称性、MOT等，都发现了前颞叶和大范围不变性
知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寻找前颞叶切

除病人来研究他的大范围不变性知觉，从而获得前

颞叶和大范围不变性知觉的神经心理学证据，而

CXY的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则证明了这一点．
大范围首先的拓扑性质加工，却发生在经典的

视觉腹侧通路的末端———前颞叶，这对 Chen的理
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首先和末端”的

矛盾，也可能是对经典视觉两条通路模型的挑战．

那么，前颞叶在大范围首先的拓扑不变性质加工过

程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本研究虽未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

考．大范围首先的拓扑性质加工，如果对于视知觉

乃至整个认知过程如此基本和重要，那么其神经表

达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前颞叶的某个区域．这个质疑

得到了来自神经外科大量经验事实的支持．在多种

脑系科疾病的治疗方案中，前颞叶切除是代价较小

的选择之一．主要原因是前颞叶的切除，尤其是单

侧前颞叶切除，对患者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活动，几

乎不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前颞叶甚至被认为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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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哑区”，即，没有任何认知功能．本文中 CXY
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活动均表现正常也同样印证了

这一点．在本文未报道的其他实验研究中，并未发

现 CXY的拓扑性质检测能力异常．综合实验一～
三的结果发现，基于相邻性组织的大范围优先性在

CXY身上消失了．左前颞叶的缺失导致 CXY对相
邻性组织的自动加工出现了异常．大范围首先的拓

扑知觉理论在引入了容限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将相

邻性组织和一致连通性同样解释成拓扑性质．本研

究却发现了相邻性组织和拓扑性质检测之间的分

离．这样的分离，提示我们前颞叶的功能可能是利

用其大视野的特性，在视觉过程的早期，将离散的

单元整合起来，而拓扑性质的加工，至少并不完全

依赖于前颞叶．

致谢 感谢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及患者 CXY
对我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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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he Anterior鄄Temporal Lobe in The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a Neuropsychological Study*

SUN Di1, 2), WANG Bo1)**, ZHOU Tian-Gang1)**

(1)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s,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Proximity and similarity organization are two extremely important kinds of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In
this study, a patient with anterior-temporal lobe damage CXY took part in our proximity and similarity
experiments. In this study, compound stimuli that a global figure made up of local figu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ference of global and local in the proximity and similarity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In the global-local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normal subjects showed stronger global interference than local interference in the
proximity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Such effect, however, disappeared in CXY, suggesting there was an obstacle in
his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the proximity organization; in similarity organiza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XY and normal subjects. In the uniform connectedness experiment, we also found the obstacle in CXY's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the proximity organiza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nterior-temporal lob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ximity organization, global organization and uniform connec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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