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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空间分离下的汉语信息掩蔽效应 �� �

在外耳处要有声学物理上的交互作用



而且都要经

过内耳的滤波分析
。

特别是当干扰声音和 目标声音

在频率上发生重叠时



听觉神经系统同时进行对目

标声音频率的分析和对 干扰声音的分析



因而听觉

神经系统对 目标声音的动态反应发生下降



一个很

明显的表现就是



在千扰声音的背景下



对 目标声音

觉察和辨认需要更高的信噪比
。

清晰度理论 �� �� $)�
E

#	 � $�   ( �� 8� � 认为



对言语信号的能量掩蔽的大小

完全依赖于 目标声音和干扰声音之间声谱重叠的情

况



对 目标言语识别的正确率会随着信噪比的下降

而线性降低 囚
。

除了能量掩蔽外



研究者还发现在声音识别中

存在着另外一种掩蔽作用



即信息掩蔽
。

当干扰声音

和 目标声音信号的信息模式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时



例如两者都是言语



它们之间就会出现在心理加工

层次上 的混淆



对信号进行加工的一部分神经和心

理资源就会被用于加工干扰声音



也就是说 目标信

号受到了掩蔽作用
。

信息掩蔽是一种在较高的神经

和心理加工水平上所产生的掩蔽作用



即使同一时

刻目标声音和干扰声音在频率上并没有重合



这种

掩蔽作用也能出现 冈
。

信息掩蔽概念的提出有助于

解释为什么有时候 目标刺激激活了外周神经系统但

仍然不能被觉察 %FB
。

干扰声 音对 目标声音信号 的干扰是显而 易见

的



但 $.
� (% 等人早就发现 � �� � ��




当干扰声音和目标

声音来自不 同的空间位置时



� � � �� � �年

其它的欧洲语言音节中的元音不 同



其音调是有词

义的
。

另外



汉语的清辅音出现的频率较英语的高
。

有研究表明在实验室安静环境下



不经过说话者自

适应



汉语音素的识别率为 ��
�

�I



而英语单词的识

别率却可达到 �� I 左右网 J
。

因此



汉语的信息或能

量掩蔽的特征也可能与英语的信息或能量掩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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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去信息掩蔽 �语句掩蔽 �的效果要比去能量掩蔽

�噪音掩蔽 �的效果高
。

这个结果基本符合 H D8 �" #  等

人 ��� �� �用英文语料所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