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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返回抑制是指当目标(靶子)再次出现在先前已经注意过的位置时，人们对其反应变慢的现象。返回抑制

现象与运动员的技战术表现密切相关；在运动领域中对返回抑制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深入并取得了许多进

展。1) 运动员返回抑制的产生既基于位置也基于客体。2) 环境注意主导型运动员存在一定的抑制能力

优势，其返回抑制出现时间更早且返回抑制的量大于普通人；专家型运动员较新手运动员返回抑制的量

更大。3) 蹦床运动员返回抑制出现时间更晚，抑制能力较普通人更弱。4) 在不同的运动场景和任务中

运动员返回抑制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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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hibition of Retur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where people’s response to a target slows down 
when it reappears in a previously noticed location. The phenomenon of return inhib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chnical and tactical performance of athlete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return 
inhibition in the field of athletes has gradually deepened an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1) The gen-
eration of athlete return inhibition is based on both location and object. 2) Environment-dominant 
attentional athletes have a certain advantage in inhibitory ability, with their return inhibition oc-
curring earlier and the amount of return inhibition being greater than that of gener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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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pert athletes have a greater amount of return inhibition compared to novice athletes. 
3) Trampoline athletes have a later onset of inhibition and weaker inhibition ability compared to 
ordinary people. 4) The performance of athlete return inhibition may vary in different sports sce-
narios and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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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osner 和 Cohen 于 1984 年提出返回抑制的概念(Posner & Cohen, 1984)。研究者发现视野中突然呈现

的线索能够吸引个体的注意并促进或延缓对随后出现在该位置(线索化位置)靶子的反应，而这主要是由

线索与靶子之间的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所决定。返回抑制是指对靶子再次出现在曾

经注意过的位置时反应变慢的现象。非线索化位置与线索化位置间的反应时差就是返回抑制的量，它是

对个体返回抑制能力进行评估的重要参考指标，是个体对注意资源进行配置的能力体现，反映了个体注

意能力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自返回抑制的概念提出以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是认知心理学中注意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研究

者对返回抑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针对特定人群中的返回抑制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对

运动员群体返回抑制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在运动领域，运动员需要快速、准确地搜索和识别场上的信息，

返回抑制机制能够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分配注意资源。研究表明，不同注意主导类型的运动员与普通人的

返回抑制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返回抑制的产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间隔和任务类型。觉察任务要求被试

一旦觉察到靶子就进行按键反应。辨别任务要则求被试辨别靶子的位置或某方面特征；如靶子出现左边

按 F 键，右边按 J 键(定位任务)，或要求被试觉察到某一刺激做出反应，若觉察到另一刺激就不做任何反

应(Go/NoGo 任务)。 

2. 返回抑制的机制 

研究者们对运动领域返回抑制的产生是基于位置还是基于客体进行了探讨。基于位置是指当一个线

索在某个空间位置出现后，对随后在该位置(线索化位置)出现的靶刺激反应变慢；基于客体是指当一个客

体在某个位置被注意后，不管客体是否移动位置，对随后靶子(与之前客体特征相同)的反应变慢。基于客

体的返回抑制生态学效度更高，更能反应注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大多研究者认为返回抑制是基于空间位置产生的(Tas et al., 2012)。对于是否存在基于客体的返回抑

制，研究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并不统一(Redden et al., 2018)。有研究发现基于位置和基于客体的机制共同存

在，它们是分别独立发展的并且不同的返回抑制具有差异性的脑机制(McCrae & Abrams, 2001)。丁振宾，

周文福(2014)发现在乒乓球运动员和普通大学生群体中均存在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和基于位置的返回抑

制，但基于客体的返回抑制出现时程更晚。在基于位置的任务中，乒乓球运动员的返回抑制现象出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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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返回抑制量也更大；在基于客体的任务，乒乓球运动员出现返回抑制现象时间更晚且抑制效应较弱。

研究者认为仅在基于位置的任务中乒乓球运动员表现出更强的返回抑制能力，可能是因为运动员在不同

的任务中具有不同的认知加工策略。 
王新宇等(2015)在跆拳道运动员群体中展开返回抑制的研究，探讨基于客体的机制时，保留客体特征

并通过移动破坏位置特征；探讨基于位置的机制时，固定位置不变并通过改变靶刺激的形状、颜色等拓

扑性质破坏客体特征。在排除额外污染后，同样发现返回抑制的产生机制即基于位置也基于客体，但返

回抑制现象仅发生在普通群体中，且基于客体时的反应更慢。跆拳道运动员中没有出现返回抑制现象，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因为跆拳道运动员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决策，600 ms 的时间间隔对其来说足够反应。 
基于客体的任务要求注意资源均匀分布在更大视野范围内，注意资源密度的减小导致对靶子刺激投

入的资源减少，从而削弱注意对之前提示的客体的抑制能力，表现为返回抑制出现时程变晚。在追随客

体运动的过程中会消耗注意资源，如继续保持对之前提示过客体的强烈抑制效应会使得反应更慢，造成

视觉搜索整体效益的损失；而运动员在中央位置的注意保持似乎可以保证搜索效率。基于位置的反应更

快，是因为返回抑制主要依据的是位置信息，而客体特征信息激活程度相对于位置信息来说较低(Skarratt 
et al., 2010)。 

由此可见，基于位置和基于客体两种不同的返回机制是共同存在的，不同的机制返回抑制现象是不

一样的。运动员较普通人的返回抑制能力优势并非普遍存在，这种优势在基于位置的任务中才有所显现。 

3. 返回抑制的时程 

在早期的研究中，廖彦罡等(2008)设置了三个水平的 SOA(200 ms, 400 ms, 700 ms)在觉察任务中来探

究排球、篮球和乒乓球运动员返回抑制出现的时程。结果发现运动员和普通人在返回抑制时程上存在显

著的差异；表现为环境主导注意型运动员在较短 SOA 条件下就存在返回抑制现象。然而采用简单觉察任

务的实验设计并不符合真实运动情境，因为许多运动员需要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中作出决策，而较为复杂

的辨别任务更接近真实的运动情境。田晓晨(2019)则在辨别任务发现网球运动员相比于普通大学生也能

够在较短的 SOA 条件下产生返回抑制。环境主导注意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在觉察任务还是在辨别任务，

其返回抑制的时程与普通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运动员返回抑制出现的时程更短，

表现出返回抑制能力优势。 
李军(2011)利用专家新手范式在无分心刺激的觉察任务中发现返回抑制时程最晚的是普通大学生，

而环境主导注意型专家型运动员与新手型运动员在时程上并没有差异。在分心作业条件下，普通大学生

和新手型运动员在所有 SOA 水平下的返回抑制现象均消失，而专家型运动员中仍然存在抑制效应。这是

因为返回抑制的时程会随着认知负荷的增加而延长，环境主导注意型的新手型运动员相对于普通人的返

回抑制能力优势也会消失，而专家型运动员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认知控制能力来维持一定的返回抑

制效应。田晓晨(2019)则在辨别任务比较网球运动员的返回抑制的时程，发现网球运动员相比于普通大学

生能够在较短的 SOA 条件下产生返回抑制，专家网球运动员能在更短的 SOA 条件下出现返回抑制。上

述结果同样表明环境注意主导型运动员较普通大学生具有返回抑制能力优势，且专家型运动员返回抑制

能力强于新手型运动员。 
研究者后加入主体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蹦床运动员，发现在辨别任务中普通大学生相比篮球运动员出

现返回抑制的时间更晚，相比蹦床运动员出现得更早(李军，2008)。欧岳山等(2010)同样发现篮球运动员、

普通大学生和蹦床运动员在辨别任务返回抑制的时程分别为 400 ms、600 ms 和 800 ms。王乐同(2020)进
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羽毛球运动员(环境注意主导型)和射箭运动员(主体注意主导型)，同样发现射箭运

动员返回抑制出现的时程较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并非所有项目的运动员都拥有返回抑制能力优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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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不同注意类型项目的运动员间在返回抑制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蹦床运动员的注意集中稳定能力优于普通学生，而在注意转移能力却低于普通学生(杨芳，

2004)。而蹦床运动员返回抑制的时程要晚于普通大学生，意味着其返回抑制能力低于普通大学生；这与

杨芳的研究结果相符。优越的注意集中稳定能力和较差的注意转移能力能保证蹦床运动员有效排除外界

环境刺激的干扰，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动作和自我本体感觉上，从而顺利完成动作。因此，蹦床运动员

的注意力优势主要体现在稳定性方面，而不是注意的灵活性，所以他们的返回抑制能力要比普通人弱些。

目前研究者只针对于蹦床运动员开展了返回抑制方面的研究，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主体注意主导型

运动员群体中。 
对返回抑制时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即环境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运动员回抑制的出现时间比

普通人更早，而属于主体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蹦床运动员返回抑制的出现时间比普通人更晚，环境主导注

意型专家型运动员与新手型运动员返回抑制的时程是否存在差异尚未定论。 

4. 返回抑制的量(IOR 量) 

研究者对运动员返回抑制的量进行了大量研究。首先，在简单觉察任务中发现环境主导注意型运动

员在不同 SOA 条件下产生的返回抑制量均大于普通大学生(廖彦罡等，2008)。丁振宾，周文福(2014)同
样证明了在基于位置的觉察任务中乒乓球运动员比普通大学生具有更高的 IOR 量。黄琳(2014)发现在觉

察和辨别任务中击剑运动员的 IOR 量均大于普通大学生。田晓晨(2019)通过简单辨别任务的返回抑制实

验发现，普通大学生 IOR 量小于网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比普通大学生的有着更强烈的抑制性效应，蹦

床运动员的 IOR 量最小(李军，2008)，说明篮球运动员具备更优的返回抑制能力，而蹦床运动员注意的

返回抑制能力要低于普通大学生。 
李军(2011)在无分心刺激的觉察任务发现，普通大学生 IOR 量最小，环境注意主导型专家型运动员

的 IOR量大于新手型运动员。专家型网球运动员产生返回抑制效应量高于新手网球运动员(田晓晨，2019)。
惠悲荷等(2023)同样发现跆拳道专家组的 IOR 量大于新手组。Pfister 等(2023)发现拳击手的训练年限与其

IOR 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环境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运动员较普通人具有一定的返回抑制优势，具体表现为环境主导注意型项目

的运动员出现返回抑制的时程更短且 IOR 量更大。这种能力优势使得运动员能够更快地从先前注意的位

置转移注意力，展开对新位置的搜索，这在动态且快速变化的运动环境中十分重要；因为环境注意主导

型运动项目要求运动员能又速又准地识别出对手的技术动作，并较快地将注意从假动作转移到实际动作

上。研究者认为环境主导注意型运动员在不断的重复训练和比赛中发展了信息搜索的能力，选择性注意

更具灵活性，能够在不同的注意焦点之间进行快速的转换。篮球、网球、跆拳道等环境注意主导专家型

运动员的 IOR 量相较于新手更大，这与其更长训练年限、运动知识的累积和更为丰富的运动经验存在一

定的联系；但鲜有研究运用专家–新手范式探讨不同水平运动员产生返回抑制的时程差异且以往研究选

择的运动项目较少，因此环境注意主导型的专家运动员与新手运动员是否存在返回抑制能力差异还有待

进一步考究。 
综上，环境注意主导型运动员较普通人返回抑制量更大，训练年限更长的环境注意主导型专家型运

动员的返回抑制量大于新手型运动员。对主体注意型运动员返回抑制量的研究还比较少且选取的项目也

比较单一，其结果可能并不具备代表性。 
对于普通群体的研究，发现辨别任务返回抑制出现的时间晚于觉察任务，但辨别任务的 IOR 比觉察

任务中的 IOR 量大(Lupiáñez et al.,1997; Lupiáñez et al., 2001)。研究者认为时程会存在差异是由实验类型

和任务难度造成的。辨别任务的难度大于觉察任务进而导致辨别任务的返回抑制出现得比较晚；这是因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75


崔玉英 
 

 

DOI: 10.12677/ap.2024.1412875 219 心理学进展 
 

为任务难度越高则需给予线索化位置更多的注意资源，早期的易化效应变长，返回抑制出现得更晚

(Danziger et al., 1998)。 
对比李军的两项研究，发现在觉察任务中篮球运动员和普通大学返回抑制出现的 SOA 分别为 200 ms

和 400 ms，辨别任务中两个群体的 SOA 分别为 400 ms 和 600 ms。陈伟源在实验设置了 8 个水平的 SOA，

发现辨别任务下环境注意主导型运动员(篮球、跆拳道、乒乓球)和普通大学的分别在 SOA 为 500 ms 和

650 ms 出现返回抑制现象(李军，2008；李军，201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在环境注意主导运动员

群体中，其辨别任务返回抑制出现的时间晚于觉察任务。但在 IOR 量的比较上，仅发现击剑运动员和普

通大学生在辨别任务中产生的返回抑制的量均大于觉察任务(黄琳，2014)。但不同研究中的实验设计不同、

刺激呈现方式不同，可能无法直接比较觉察任务与辨别任务下的返回抑制差异。 

5. 运动员在不同运动背景下的返回抑制特征 

普通材料作为背景和实际的比赛环境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无法对运动员的返回抑制能力做出科学的

评估。研究者后来通过完善实验设计来提高实验室研究与运动情境之间相似性。 
王新宇等(2015)在实验过程中设置了一般背景与跆拳道背景，在跆拳道背景中将线索和靶子改为呈

现左右横踢定势动作的 flash 动画，要求受试者进行辨别任务(左侧控腿按“F”键，右侧控腿按“J”键)。
结果显示普通大学生在一般背景与跆拳道背景中都存在返回抑制，跆拳道运动员仅在跆拳道背景且 SOA
变化条件下的出现返回抑制现象，但在所有背景下跆拳道运动员反应时均快于普通大学生。可能是因为

SOA 固定条件下的任务相对简单，所以 600 ms 时对他们来说足够反应。不同的 SOA 更像是真实的比赛

环境，要求运动员高度集中注意力，跆拳道运动员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田晓晨(2019)的研究中则是

将线索-靶子范式结合网球运动背景(右手正手截击动作和右手反手截击动作人形简笔画图片)来突出运动

情景，发现专家网球运动员比新手网球运动员具有更强的返回抑制能力。惠悲荷等(2023)在实验设计上将

除去声音的 800 ms 跆拳道技术动作视频(如侧踢、横踢、双飞踢、下劈等)作为线索和靶子，发现专家型

运动员的反应速度比新手运动员快且产生的返回抑制量更大。还有研究者将不同大小的拳击手套图片作

为线索和靶子，招募了 20 名平均拳击经验为 5.7 年的拳击手，发现其训练年限与返回抑制量的大小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fister et al., 2023)。 
可见，在不同的运动场景和任务中运动员返回抑制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者们试图探讨

在不同运动情景下返回抑制的变化规律，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一现象，揭示运动员在特定运动项目中

的认知优势或劣势，为运动训练和选材提供科学依据。图片和视频的引入使刺激材料更具真实性，也提

高了返回抑制实验中情景还原力与生态学效度。 

6. 运动员在神经生理水平上的返回抑制特征 

研究者通过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PR)直接测量大脑内的神经细胞活动能够实现在脑神经活动水平上

探究运动员返回抑制现象对应的脑机制。在 Go/NoGo 范式中 P3 的波幅能体现抑制反应的能力，即更大

的 P3 波幅意味着更强的抑制功能(Nakamoto & Mori, 2008)。 
黄琳(2014)发现在简单觉察任务中击剑运动员所产生的 P3 潜伏期短于普通大学生且波幅也更小，其

在后期所用到的注意资源则较少，而普通大学生会消耗较多的注意资源。可见，在察觉能力上，击剑运

动员存在加工效率上的优势。在辨别任务中，击剑运动员产生了比普通大学生更大的 NoGo-P3 波幅，额

中央部所产生的 NoGo-P3 波幅显著大于 Go 条件下的波幅，则体现了击剑运动员更强的抑制能力。惠悲

荷等(2023)将线索–靶子范式与 Go/NoGo 范式相结合，同样发现跆拳道专家诱发的 P3 潜伏期较新手运

动员更短，P3 的峰波幅更小，说明跆拳道专家对相关刺激的辨别速度比新手运动员快，仅需分配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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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资源和消耗更少的认知资源，对应更强的刺激察觉和运动抑制能力。 
王乐同(2020)通过比较各项目运动员产生的N2pc波幅及潜伏期进一步对返回抑制中的注意成分进行

探讨；发现羽毛球运动员的注意抑制能力比射箭运动员、普通大学生更好，这种差异体现在注意分配量

上；射箭运动员 N2pc 潜伏期有明显延长，注意分配出现延迟现象，在返回抑制上表现为时程较晚。 

7.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运动员返回抑制的产生既基于位置也基于客体。对运动员群体返回抑制的研究主要采用

线索靶子范式探讨其基于位置的返回抑制的时程和量与普通大学生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并将其作为运动

员是否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优势的证据。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运动背景下运动员的返

回抑制现象，以及专家型和新手型运动员的返回抑制能力差异，同时也利用 EPR 技术在脑机制层面上对

此差异进行验证。总体来说，环境注意主导型运动员的返回抑制出现的时间比普通大学生早，返回抑制

量更大，专家型的返回抑制能力优于新手型运动员。主体主导注意型项目的运动员返回抑制出现的时程

更长，不再具备优于普通大学生的返回抑制能力。 
尽管研究者们对运动员的返回抑制的时程和量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目前涉及返回抑制容量的研究

较少，研究仅发现篮球运动员的返回抑制容量大于普通人(许进，杨清，2010)。还有，对其他群体的返回

抑制研究开始利用眼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经颅磁等技术在电生理和神经结构水平进行，以提供更加

直接的证据；而运动领域的研究多还停留在宏观的行为层面，仅有个别研究采用了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尚缺乏对返回抑制微观层面的深入探讨。 
此外，目前运动领域的返回抑制研究只在视觉单通道内开展；而一般群体的相关研究已经发展了到

不同的感觉通道，并且研究表明视觉通道的线索出现后，同时呈现的视觉靶子和听觉刺激会加速对靶子

的反应(减少视觉返回抑制的效应)。以往也发现进行长期的球类运动能够提高上橄榄体信息加工处理的

效率，以便对传入的听觉信号做出更加及时、准确的反应。有经验的运动员能根据听觉信息调整自己在

比赛中的运动行为(Takeuchi, 1993)，而缺失自然的运动声音会导致更差的运动表现(Schaffert et al., 2020)。
因此，有理由预测听觉刺激对反应的促进作用也存在于运动员群体中，且这种促进作用可能也存在群体

差异。 
运动领域的返回抑制研究涵盖了机制、时程和量以及跨情境稳定性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不仅有助

于我们深入理解返回抑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还为运动员的训练和选材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运动员返回

抑制开展更贴合实际的应用研究将很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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