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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作为陆生动物，地表环境为人类种群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人类的空间

知觉能力发挥巨大作用。在线索丰富的环境中，空间知觉能够依赖更多的外部线索；在线索匮乏的环境中，

个体通常也能准确进行空间知觉，研究者们发现是固有偏差这种内部线索在帮助个体进行知觉。笔者在回顾

人类知觉线索的基础上，对固有偏差的提出、影响力、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在文末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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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视觉系统深刻影响着个体对于外界的认识，现实世界中的诸多 3-D 信息，如客体的位置、距离、形

状、方向等，都需要通过视觉系统传向人脑。这些信息通过光的传递被人眼所感受，并在视网膜上形成

与之对应的 2-D 图像，视觉系统据此表征外部世界。但仅凭网膜上的二维图像还难以准确知觉三维的物

理空间，视觉系统还需要借助其它线索来帮助进行空间知觉。有人提出，在动景空间内，视觉系统在进

行目标定位时存在固有偏差（Intrinsic Bias），这是一种个体内部表征，表现为将目标物所在的平面知觉

为一个远端向上倾斜的曲面 / 斜面，在缺乏丰富线索的环境中可以帮助个体进行空间知觉［1］。但是固有

偏差理论尚未完善，也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研究较少，也缺乏对此理论的形成及

发展的系统阐述。

固有偏差作为视觉系统的一种内部表征，其研究大多以距离知觉为背景。距离知觉是主体对环境中

客体所处位置的远近进行的估计判断，包括对自身与物体之间的距离知觉和对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距离知

觉。前者为物我距离知觉（Egocentric Distance Perception），也叫绝对距离知觉，后者为物物距离知觉



·238·
固有偏差的研究进展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302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Exocentric Distance Perception），也叫相对距离知觉。距离知觉一直是心理学家热衷于研究的对象，已

有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影响这种知觉的因素，例如 Gibson 提出的大地理论，认为地面条件对距离知觉有

重要影响［2］。

研究者们还提出知觉线索的概念以帮助系统认识个体进行知觉的过程。常见的且被研究较多的知觉

线索可以分为四类：（1）动眼线索：基于感知眼睛转动和眼部肌肉张力的线索，包括会聚（Converge）

和调节（Accommodation）。会聚是指看近处物体时眼睛向内运动，调节是指眼睛聚焦不同距离的物体时，

晶状体会改变形状，并感知到眼部肌肉紧张，这些动眼线索通常在 2 ～ 3 米范围内较为有效［3，4］。（2）

运动产生的线索：主要指运动视差（Motion Parallax），也就是当主体移动时，客体似乎也在运动，而且

近处的客体移动得慢，远处的客体移动得快。运动产生的线索是形成相对距离知觉的重要信息来源。（3）

双眼线索：来自双眼的视觉信息。例如双眼视差（Binocular Disparity），这是由于两眼瞳孔距离以及注

视角度的不同导致客体的成像落在两只眼睛视网膜上的非对应区而造成视网膜像的差异，当这种差异不

过大时会产生深度知觉。由双眼视差产生的深度线索与注视角度等紧密联系，因此当主客体距离发生变

化时双眼视差也会变化，当距离达到一定范围时，双眼视差为零，对距离判断不起作用。（4）图画深

度线索（Pictorial Depth Cues）：即画家在作画时使用的作图技巧，使观察者可以从二维画布上，观察到

三维的场景。常用的图画深度线索包括：遮挡、透视、相对大小、明暗和阴影等。

虽然知觉线索可以进行区分，但事实上，这些知觉线索不会单独发挥作用，在不同环境中各种知觉

线索会按照不同的权重发挥作用［5］。而且不同的线索似乎有不同的作用范围，比如调节和会聚仅在近

距离有效（小于 2 米左右）；运动视差在近距离和中等范围内有效（2 至 20 米左右）；有些则在远距离

范围有效，如纹理梯度；相对大小在所有范围都有效。

2  固有偏差

2.1  理论提出

距离 / 深度知觉一直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在这个领域内也有许多经典的论述提出。Gibson 于

1950 年提出空间知觉的大地理论（the Ground Theory of Space Perception），强调了地面对于距离判断的

重要性。在同质的地表上，主体对于一个客体与自身距离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如果地表上有空隙、障碍

物或者纹理边界使地表不再连续，那么距离判断将不再准确。视觉系统对客体位置的表征是依据准二维

编码方案进行的，通过两个阶段来描述编码对象的位置，第一阶段先定义用作参考框架的公共表面，第

二阶段再定义每个单独对象相对于参考框架的坐标，地面参考系与客体的视倾角可以帮助个体在中等距

离范围内定位目标。即使物体与地面没有直接接触，视觉系统也可以结合地面使用各种深度信息（例如，

双眼视差、运动视差、投射阴影等信息）来确定物体的位置［6，7］。

Gilinsky 采用定量方法建立知觉距离 d 和实际距离 D 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中等距离范围（2 ～ 20 米）

内的空间知觉［8］。Gilinsky 采用连续等分任务（Successive Equal Division），在不同的距离条件下进行了

一系列实验。实验中，由观察者指示主试在地上由近到远依次放置木棒并调整木棒的间隔直至观察者认

为其达到 10 英尺，之后再测量木棒的实际间隔。实验发现，在小于 24.38 米的情况下，主试放置的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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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是小于 10 英尺的，即观察者高估了木棒间的距离，知觉距离与实际距离之间存在误差。Gilinsky 同

时发现她的实验数据可以由公式 d/D=A/A+D 来表示。其中，A 是一个常数，A 在每个观察者中是不同的，

具体来说，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A 代表观察者对于无限大的实际距离 D 的知觉距离 d，也即是观察者

所能给出的知觉距离的上限。如图 1a，该公式适用于物体处于水平面上时，其中 H 表示眼高，α 为眼

高水平线和眼睛到目标连线的夹角，称之为水平视下夹角（Angular Declination below the Horizon）或视倾

角（Angular Declination），D 是目标物的水平距离，此时由于α 的存在，可以用公式 D=H/tanα 来表示

水平距离。Gilinsky 提出的方程一直处在争议之中，因此研究者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对它进行了进一步验

证与发展。

（a）                                                                                            （b）

图 1  距离知觉

Figure 1  Distance perception

Ooi 和 He 在对 Gibson 的大地理论进行实验检验的过程中有了新发现。他们的实验在观察者和目标

物之间设置了一处凹槽，使地面看起来是不连续的。结果发现，相较于普通的地面条件，当地面不连续时，

观察者的距离判断更不准确。同样地，当目标物和观察者置于两种不同质的地面（比如水泥地和草地）时，

与两者在同质地面的条件相比，观察者的距离判断也会变得不准确。也就是说，对地面的表征确实对距

离判断有重要影响。在现实环境中，地面条件会变得比实验情境更复杂且不总是处于水平面，线索获取

会变得困难，但是在实际的知觉经验中，观察者却并不需要大量的地表信息来形成地表表征。甚至在一

些实验环境中，观察者能依据非常有限的线性透视线索［9］或纹理背景［10］来建构地表表征，并将该地表

表征作为参照系，帮助定位目标物。那么相较于线索丰富环境中的距离知觉，在缺乏地表信息的环境中

的距离知觉是如何有效进行的呢？

Ooi 和 He 等人在实验中创设了黑暗环境以研究个体是如何判断仅发出微光的目标物与自己的距离。

他们改进了盲走任务，采用盲走—比划的实验方式，观察者闭眼走到目标物所在的大致距离，然后尝

试用手比划目标物的具体位置。研究者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观察者所判断的目标物位置，恰好位于眼

睛到目标物连线与一个隐性的曲面 / 斜面的交点处。他们假设，该隐性曲面 / 斜面就是视觉系统对地表

的内部表征，与水平地面不同，该曲面 / 斜面与水平地面成 12.4°的夹角，被称作固有偏差（Intrinsic 

Bias）。在黑暗环境中，由于实际地表平面不可见和外部深度线索的缺乏，视觉系统自动地调用了该内

部表征来进行空间知觉，已有不少研究数据支持了固有偏差对距离知觉的判断的影响［11］。

在发现固有偏差的基础上，Ooi 和 He 又对 Gilinsky 提出的 d、D 关系方程进行了回顾，并用方程来

检验实验数据，但发现方程只适用于观察者处于水平地面且能够准确表征水平地面的情况。当物体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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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时，或者个体将目标所处平面表征为倾斜角为η 的曲面 / 斜面时，如图 1b 所示，此时对于客体的

距离知觉可以由公式 d=Hcosα /sin（α +η ）拟合，代入公式 D=H/tanα ，此公式可化为

	 d=
D（H/sinη）

cosη（H/sinη）+D
 （1）

令 A=H/sinη ，则公式可变为

	 d=
DA

A cosη +D （2）

2.2  固有偏差的影响力

2.2.1  固有偏差影响距离知觉

在先前的研究中，Ooi 的研究团队使用物我距离任务（Egocentric-distance Judgment task）建立了固

有偏差的概念，并发现固有偏差会影响个体的距离知觉。研究中发现，当处在黑暗环境中时，对于目标

物水平距离的判断，观察者倾向于高估近处目标物的距离并低估远处目标物的距离。而对于目标物高度

的判断，当目标物处于水平地面时观察者倾向于高估高度；当目标物处于一定高度时，观察者会低估近

处目标的高度，高估远处目标的高度。

2.2.2  固有偏差影响大小知觉

Zhou 等人为了进一步验证固有偏差作为视觉系统内部模型，对空间知觉的影响，试图探究这种影响

是否适用于黑暗中的大小知觉［12］。根据大小—距离恒常假设个体对目标物的大小知觉随着其对目标物的

距离知觉而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在黑暗环境中，通过对大小知觉的测量，可以推导出观察者对目标物距

离的判断。如果固有偏差会对大小知觉产生影响，那么被试应该将目标物定位于固有偏差曲面的附近。

在实验 1 中，他们利用知觉匹配任务要求观察者报告目标物的大小，基于大小推导出其判断的目标

位置，感知到的目标位置形成了一个倾斜表面，类似于固有偏差。这表明，固有偏差与黑暗中的大小感

知相关。为了增加实验的效度，在实验 2 中，研究者采用盲走比划与大小估计任务测量大小知觉和距离

知觉。研究者根据比划出的目标物大小推导出目标物的距离，推导出的结果与测量出的盲走距离存在可

靠的相关，这表明在黑暗中感知到的大小和距离都与固有偏差有关。

2.2.3  固有偏差揭示空间表征的特点

个体对周围空间中的物体以及物体之间关系的表征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参照系的，研究者将可能的参

照系分成了两类，分别为自我参照系统和环境参照系统。在自我参照系表征（Egocentric Representation）

中，主体以自身为参照系来表征客体的位置，这种表征是自我中心的，客体在空间中的位置随着主体位

置的变化而变化；在环境参照系表征（Allocentric Representation）中，空间中客体的位置是以环境中的

某个客体为参照系的，对空间中的其他物体的位置表征是通过选定的参照系进行的，这个参照系通常是

环境中的标志性客体。

研究者采用盲走比划任务与口头报告的方式进行实验，发现当一个人移动到不同的观察位置时，

固有偏差基本上与在原始位置时的相同，即使观察者的位置变化较大（2.5 米）时也是如此，但仅限

于变更后的位置与原始位置具有相同朝向时。因此，个体的空间知觉并不随着其观察位置的更新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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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即个体是以客体为参照系来建构知觉空间的，这也为地面参考系假说（the Ground-reference-frame 

Hypothesis）提供了佐证。

2.3  固有偏差的影响因素

视觉系统对外部空间的知觉既要依靠外部深度信息，也要依靠个体的内部表征，两者在不同的环境

下按照不同的比例发挥作用。尤其当外部深度信息不足时，固有偏差的贡献增大。一定的外部深度信息

是与一定的线索联系在一起，即它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那么固有偏差的影响因素为何？研究者们通过

实验探究，获得了一些发现。

2.3.1  预知大小信息影响固有偏差

为了探究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黑暗环境中的距离知觉，研究者假设个体对目标物大小的外显知识

将与固有偏差共同发挥作用，即在预知目标物大小信息的情况下，观察者的距离判断会更加准确。研

究者操纵目标大小这一条件，使观察者提前得知目标物的大小是否保持恒定。结果发现，两种条件下

测量得到的位置判断与目标物的实际位置均有较大的偏差，两种条件下的位置判断各自拟合两条不同

的隐性曲面 / 斜面［13］。当观察者被告知目标大小恒定且目标物较远时（5 米和 6.75 米），虽然知觉

到的目标位置仍旧向右偏移，但位置判断更加准确，可见在缺乏可靠视觉线索的远地面，预知大小信

息可以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知识帮助位置判断。这些结果表明黑暗环境中的空间位置判断在很大程度

上受视觉固有偏差的影响，且个体对目标物大小的外显知识将影响固有偏差，在不同外显知识条件下

固有偏差存在差异。

2.3.2  身高和地表对固有偏差的影响

Yang 和 Purves 曾经对自然场景下的空间知觉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一个概率峰值位置的

剖面图，为固有偏差的曲线状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支持［14］。个体的一生中会在自然环境中遇到各种

各样的物体，这些物体位于同一条视线的不同位置（更近或更远），个体在知觉的过程中累积经验，从

而使视觉系统获得概率分布函数，该概率分布函数记录了物体出现在视线上某位置的概率，概率函数的

峰值是物体出现频率最高的位置。通过获取每个视线的峰值概率，视觉系统还可以定义峰值概率的轮廓。

在缺乏外部深度信息而无法准确定位目标的位置时，此轮廓可以代表视觉系统对目标位置的最佳猜测或

内部空间知识（即固有偏差）。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固有偏差基于概率假设获得的目标位置不一定是真

实的，但它揭示了当外部深度线索较少时，对目标位置进行最佳猜测的视觉策略。

考虑到人类作为陆地生物，最经常与个体发生互动的物体来源于近处的地表，在地面上或靠近地面

的地方遇到物体的频率增加，峰值概率朝地面倾斜，因而固有偏差曲线也呈现出近处贴近地面的形状。

尽管如此，不同观察者的眼睛高度是不同的，处于同一位置的物体对于身高不同的个体来说会有不同的

知觉感受，即身高不同的个体固有偏差曲线的形状不同。高个子的眼睛离地面更远，所以与矮个子相比，

其峰值概率函数距离眼睛更远。因此，如果观察目标的视倾角相同，高个子会认为目标更远，而对于实

际上同样远的目标，由于身高差异而拥有不同视倾角的观察者将有不同的距离知觉，高个的观察者也会

认为目标更远。

研究者的实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个假设，他们通过“盲走—比划”实验发现，以目标物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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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高度为轴来比较身高的影响，发现观察者将目标定位在类似固有偏差曲线的面上，且个子较高的观

察者的曲线向右偏移，同时发现在进行定位时个子较高的观察者比个子较矮的观察者更准确，这一优势

在黑暗坏境中比线索丰富的环境更明显。

3  讨论及展望

通过对过往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在缺乏知觉线索的环境中，固有偏差为个体准确进行空间知觉提供

了支持，探明固有偏差对人类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固有偏差会影响距离、大小知觉，且这种影响并不

随着观察者的位置更新而改变，此外固有偏差还可以帮助揭示空间表征的特点。已有研究对固有偏差对

空间知觉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是仍有深化空间：

（1） 水 平 视 下 夹 角： 近 年 来， 与 固 有 偏 差 理 论 相 似 的 角 度 夸 大 理 论（the Angular Expansion 

Hypothesis）［15］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二者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水平视下夹角能否被正确感知。角度夸大

理论假设其在知觉上被夸大了，而固有偏差理论认为个体可以准确感知水平视下夹角。两种假设都有提

供相应支持的证据，在对固有偏差进行研究时，可以针对水平视下夹角进行深入探讨。

（2）解释范围：固有偏差理论主要被用于解释物体处在地平面上时的距离知觉偏差，而且目前研

究局限于中等距离范围（30 米以内）静态距离知觉的影响，对于更远的距离范围以及动态距离知觉缺乏

深入研究。角度夸大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距离知觉的偏差，而且可以解释感知上坡和下坡倾斜的偏差。此外，

固有偏差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个体在知觉下坡面的陡峭程度时知觉值比实际值更大，但是角度夸大理论

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固有偏差理论在后期研究中可以丰富实验条件，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考虑个体生

存的实际情境，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

（3）个体行动能力：特定行为知觉理论（Action-specific Perception）认为个体根据自身在环境中行

动的能力来感知周围的空间环境［16］。例如，背着沉重背包的人比没有背包的人将目标判断为离得更远。

即个体根据自身在负重情况下的行动能力知觉出了不同的距离，负重的个体认为自己行动能力更有限因

此认为距离更远。即使视觉信息完全相同，个体知觉到的物体几何特性（例如其大小，形状或距离）也

会因为感知者的预期执行能力而有所不同［17］。而固有偏差的实验研究多采用行为任务，对于个体的生

理心理机制还缺乏进一步的监测与探究，个体的生理状况是否对空间知觉有影响、在什么条件下有影响、

影响程度为何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探明。

（4）心理影响：近期研究表明，个体偏好可以渗透到早期的视觉处理中；个体的动机可以增强他

对刺激的识别；情绪信息不仅影响发生情绪体验时的大脑活动，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视觉、学习、

记忆等等。因此，在研究固有偏差对空间知觉的影响时，可以引入动机、情绪等作为变量，探明拥有不

同心理状态的个体在固有偏差的表现上有何不同以及这些个体在目标定位任务和距离判断任务中的准确

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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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ntrinsic Bias

Gong Xiaoxia Zhu Xiaoqi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As a terrestrial animal, the environment provides abundant resources for th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the human ability of space 
perce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vironment with abundant perception cues, space perception 
depends more on external cue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 limited cues, individuals’ space perception 
can also be accurat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it is intrinsic bias, which is the internal cues that help 
individuals perceiv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human perception cue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proposal, influ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intrinsic bias and discuss it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Key words: Distance perception; Intrinsic bias; 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