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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自救互救药品包装的颜色和标识（色标）对用药者提示效应的有效性和区分度 。方法 　采用经典的

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研究范式 ，组成了 ２（启动类别） × ３（色标类别）的被试内混合设计 ，考察自救互救药品包装色标特征

对再认判断反应时是否有影响 。结果 　 ①有／无启动色标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无显著性差异 ；反应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无关

启动反应时 １ ４７５ ．１２ ms ，相关启动反应时 １ ３８７ ．１８ ms（ t ＝ ２ ．２６４ ，P ＝ ０ ．０２） 。 ② 色标类别因素对再认判断反应时有影响 ，

F＝ ９ ．９４５ ，P＜ ０ ．００１ 。其中 ，色标 １ 、３启动效应存在 ，色标 ２未产生明显的启动效应 。 ③色标内涵属性对再认判断反应时有

显著影响 。色标 ２反应时长顺序为 ：使用指令判断 ＜一级类别判断 ＜二级类别判断 ，与判断任务的难易程度相一致 。使用指

令的启动效应显著 ，一级 、二级分类无启动效应 ，但相关启动时比无关启动时的一级分类正确判断反应时明显下降 ，约为

９６ ．８６ ms 。结论 　自救互救药品的色标设计整体启动效应明显 ，色标的特征规律对色标的识记过程具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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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the priming effect in drug packaging in medicine for
self唱aid and mutual唱aid
SHANG Zhilei１a ，LIU Weizhi１a ，SHU Lixin１b ，ZHANG Xiaodong２ （１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Health ，１b ．De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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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Bureau ，Ministry of Health ，PLA General Logistics Department ，Beijing １００８４２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dex f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scrimination of drug
packaging （color code） in the medicine for self唱aid and mutual唱aid ．Methods 　 The classical priming paradigm was used to inves唱
tigate whether there were influences on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ACC） and reaction time （RT ） by memorizing the characteris唱
tics of three series of color code ，with a ２ （relevant or irrelevant priming ） × ３ （color code categories ） within subject experimen唱
tal design ．Results 　 ① The recognition （RT ） of the relevant唱priming group was １ ３８７ ．１８ ms ，compared with the irrelevant唱
priming group １ ４７５ ．１２ ms ．The independent two唱sample t唱test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evant唱
priming and irrelevant唱priming groups （t＝ ２ ．２６４ ，P＝ ０ ．０２） ． ②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factorial design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series in the recognition （RT ） （F＝ ９ ．９４５ ，P＜ ０ ．００１） ．The prim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n color
code １ and ３ ，while not significant in color code ２ ． ③ The recognition （RT ） in color code ２ was different by the judgment task ：

using directives ＜ class唱１ categorical attributes ＜ class唱２ categorical attributes ，consistent with the order of difficulty of the
judgment task ．The P value for the priming effect was ０ ．０３ ，０ ．２１ and ０ ．７ in the judgment task for using directives ，class唱１ cat唱
egorical attributes and class唱２ categorical attributes ．The prim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n using directives ，while not significant
in class唱１ categorical attributes and class唱２ categorical attributes ．Conclusion 　 The priming effect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r code is significa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or code can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emorization of the medicine for
self唱aid and mutual唱aid ．
　 　 ［Key words］ 　 priming effect ；reaction time ；pharmaceutical 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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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是经典的心理学研究
范式［１］

，启动最初被定义为一种研究测试情境下对

测试成绩的影响技术 ，即测试个体在首先呈现的启

动刺激背景下 ，对随后呈现的目标靶刺激操作的影

响技术 ，这种模式通常称为启动范式 。启动效应是

指由于之前受某一刺激（启动刺激）的影响而使得之

后对某一相近刺激（靶刺激）的知觉和加工变得容易

的心理现象 。例如 ，在音似 、形似或者意义关联的启

动中 ，启动刺激和靶刺激是在某一特征上相似或相

近 ，如以“红色”为启动词 ，“消防车”为目标词 。由于

这种相似 ，先前对启动刺激的接触可以导致对靶刺

激作业的正确率提高或者反应时缩短 。

　 　自救互救药品是指在突发和应急情况下 ，个体

实施自我急救或相互救助使用的药品 。当自救互救

药品的使用者不具备医药专业知识 ，自救互救药品

不被使用者所熟悉（如核 、化 、生物武器损伤自救互

救药品） ，应急情况不具备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条件

时 ，易发生难以快速辨识药品的情况 。因此 ，本研究

尝试利用颜色和标识（简称“色标”）辅助用药者识别

和区分不同的自救互救药品 ，以提高在应急情况下

用药的准确性 。

　 　在前期研究中 ，针对公众较为陌生的核武器损

伤 、化学武器损伤以及生物武器损伤防治药品设计

了药品包装色标方案 。关于药品包装的色标研究 ，

尚未见心理学实证性研究报道［２ ，３］
。本研究采用启

动效应范式［１］
，探讨色标的区分度和有效性 。本研

究假设 ，如果色标的特征规律识记程度较高 ，那么色

标特征规律的启动对被试随后进行的再认判断认知

加工过程具有促进作用 ，即基于色标特征规律设计

的启动刺激相对于无关启动刺激 ，被试对色标再认

靶刺激的反应时会缩短 。以此表明该药品包装的色

标设计可以很好地向使用者提示该药品的应用

特征 。

2 　对象与方法

2 ．1 　实验目的 　研究色标 １（化学武器损伤防治药

品） 、色标 ２（核武器损伤防治药品） 、色标 ３（生物武

器损伤防治药品）的有效性和区分度 ，考察色标特征

规律在学习者大脑中的识记程度 ，考察 ３类色标间

学习再认判断反应时及启动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

2 ．2 　实验设计 　本实验利用色标的特征规律设计

意义相关启动刺激 ，组成 ２（启动类别） × ３（色标类

别）的被试内设计 。

2 ．3 　被试 　所有被试来自于某大学在读学生 ，共计

３０人 ，视力正常或矫正正常 ，无色盲及色弱 ，均为自

愿参加 。

2 ．4 　实验材料
2 ．4 ．1 　学习材料 　 ３类药品色标的基本特征规律 ；

３类药品色标图（每一类各 ６个 ，共 １８个） 。

2 ．4 ．2 　启动刺激 　根据 ３类色标的特征规律的基

本假设 ，分别设计包含图形 、数字 、字母的相关启动

刺激和无关启动刺激 ，包括一级类别启动（３个） 、二

级类别启动（９个） 、服用指令启动（１ 个） 、无关启动

（１个） ，共 １４个 。

2 ．4 ．3 　目标刺激 　 药品色标与相关属性匹配对 ：３

类色标图分别与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服用指令匹

配 ，由于 ３类色标规律的特殊性 ，每类色标匹配项所

占比例不同 ，其中色标 １ 正确／错误比为 １２ ∶ ５ ，色

标 ２为 １８ ∶ ８ ，色标 ３为 １２ ∶ ５ ，共计 ６０个（正确项

４２个 ，错误项 １８ 个） 。其中随机取 ３０ 个做相关启

动 ，另外 ３０个做无关启动 。

2 ．5 　实验步骤 　所有实验在安静室内进行 ，被试间

互不干扰 。利用 E唱prime 程序对被试施测 ，电脑屏

幕首先呈现注视点要求被试集中注意力 ，然后屏幕

随机呈现启动刺激（包括特征规律意义相关启动刺

激和无关启动刺激） ，呈现时间 １５０ ms ，然后空白掩
蔽 ２００ ms ，之后呈现目标刺激（色标与相关属性匹

配对） ，要求被试对出现的色标图属性匹配正误进行

判断 ，并且要求反应快速 、准确 。相关程序记录被试

的反应正确率及反应时（剔除反应时 ＞ ５ ０００ ms 的
极端值） 。实验流程见图 １ 。

图 1 　实验流程图

2 ．6 　 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的录入和整理采用

SPSS畅１８ ．０软件 ，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以 P＜ ０畅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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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对色标整体再认判断任务的影响
3 ．1 ．1 　有／无启动色标整体再认判断任务正确率的

比较 　所有被试对色标整体属性判断任务的正确率

８７ ．７９％ ，标准差 ３２ ．７４％ ；无关启动时色标属性判

断正确率 ８８ ．７７％ ，标准差 ３１ ．５８％ ；相关启动时正

确率 ８８ ．２２％ ，标准差 ３２ ．２５％ 。无关启动 、相关启

动时色标属性判断正确率组间比较 ，采用两独立样

本 t检验 ，t＝ ０ ．３６９ ，P＝ ０ ．７１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按照反应时研究的准确率唱速度权衡原则 ，可

以选用反应时作为考察指标 。

3 ．1 ．2 　有／无启动色标整体再认判断任务反应时的

比较 　 所有被试色标属性判断任务反应时

１ ４５５ ．８１ ms ，标准差为 ６５０ ．２７ ms ；无关启动反应
时 １ ４７５ ．１２ ms ，标准差为 ６０１ ．５５ ms ；相关启动反
应时 １ ３８７ ．１８ ms ，标准差６３６ ．６５ms 。无关启动与相
关启动下 ，被试正反应时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

本 t检验 ，t＝ ２ ．２６４ ，P＝ ０ ．０２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可以认为启动效应存在 ，约为 ８７ ．９４ ms 。
3 ．2 　对各类色标学习再认判断任务的影响
3 ．2 ．1 　有／无启动各类色标学习再认判断任务反应

时的比较 　 ３类色标的正确率无显著性差异 ，色标 １

的反应时 ：无关启动时 １ ４４６ ．６７ ms ，标准差
６２０ ．６７ ms ，相关启动时 １ ３０６ ．５０ ms ，标准差
５７８ ．９６ ms ；色标 ２ ：无关启动时 １ ５１９ ．０５ ms ，标准
差 ６３３ ．６７ ms ，相关启动时 １ ４９９ ．０８ ms ，标准差
７３０ ．００ ms ；色标 ３ ：无关启动时 １ ４３４ ．８２ ms ，标准
差 ５２７ ．０１ ms ，相关启动时 １ ２９４ ．０２ ms ，标准差
４８９ ．３８ ms 。
　 　 采用析因设计方差分析 ，色标类别因素

F＝ ９ ．９４５ ，P＜ ０ ．００１ ，３ 类色标间学习再认判断任

务反应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 LSD法两两比较
发现 ，色标 ２反应时大于色标 １和色标 ３ ，启动类别

因素F＝ １０ ．０９５ ，P ＝ ０ ．００２ 。相关启动及无关启动

下 ，学习再认判断任务反应时有差异 ，即启动效应存

在 。两两比较后发现 ，色标 １ 及色标 ３启动效应存

在 ，启动效应分别为 １４０ ．１７ 和 １４０ ．７９ ms ，色标 ２

未产生明显启动效应 。色标类别 × 启动类别 ：F ＝

１ ．８７６ ，P＝ ０ ．１５４ ，色标类别与启动类别因素无交互

作用 。

3 ．2 ．2 　色标 ２各级属性的反应时比较 　为了解色

标 ２启动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统计色标 ２各级属性

的反应时 ，见表 １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３ 种判

断类别的反应时进行分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反应时长顺序为 ：使用指令判断 ＜ 一级类别判断 ＜

二级类别判断 ，与判断任务的难易程度相一致 。采

用两独立样本间 t检验对无关启动 、相关启动下进

行组间比较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及使用指令类别的

P值分别为 ０ ．２１ 、０ ．７和 ０ ．０３ 。使用指令的启动效

应显著 ，相关启动比无关启动时缩短 １３３ ．２ ms ；一
级分类的启动效应无显著性 ，但相关启动比无关启

动的正确判断反应时明显下降 ，约为 ９６ ．８６ ms ；二
级分类亦无启动效应 。

表 1 　色标 2各级属性的反应时（珚x ± s ，ms）
启动状态 一级药物类别 二级药物类别 使用指令类别

无关启动
１ ４７９ d．５３ ±

５７２ ．３６

１ ８７５ 趑．０３ ±

７４１ ．４５

１ ２９７ 剟．９４ ±

４７０ ．３１

相关启动
１ ３８２ d．６７ ±

６００ ．９５

１ ９１５ 趑．４６ ±

８０８ ．７４

１ １６４ 剟．７４ ±

５１８ ．９３

4 　讨论

4 ．1 　有／无启动对色标整体再认判断任务的影响 　

选用反应时作为考察指标 ，有／无启动反应时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整体启动效应明显 ，可以认为启动

刺激的存在确实加速了对目标刺激的加工过程 ，使

色标学习再认判断任务的正确判断反应时缩短了约

８７ ．６３ ms 。根据扩散激活理论［４］
，人脑中储存的知

识是按一定的关系以网络形式组织的 ，这一网络中

表征有关联的字词 、概念的节点相距较近 ，表征无关

联的节点相距较远 。当网络中某个概念被激活后 ，

这种激活会沿着网络的通路自动扩散到邻近的节

点 ，提高这些节点的激活水平 ，降低它们被接通的阈

限 ，即促进被试对其的反应速度 。按照这种观点 ，整

体启动效应明显 ———色标的特征规律对色标的识记

过程具有促进作用 ，可以表明色标认知规律在头脑中

形成稳定的联接 ，与具体的色标属性节点联系紧密 。

4 ．2 　有／无启动对各类色标学习再认判断任务的影

响 　 ３ 类色标启动效应比较结果显示 ：色标 １ 、３ 的

启动效应明显 ，可以认为色标 １ 、３ 的特征规律识记

程度较高 ，在被试大脑中形成了稳定的联接 。色标

２启动效应不明显 ，各级属性判断反应时差异显著 ，

且使用指令的启动效应显著 ，与色标 ２ 特征规律识

记的难易程度相吻合 ，当被试对特征规律记忆过程

不熟练时 ，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出现启动刺激到出现

目标刺激仅间隔 ３５０ ms） ，对复杂特征规律到药物

种属的指向性加工可能还未完成 ，目标刺激就已出

现 ，因此启动刺激对目标刺激的启动效应不明显 。

说明在以后的使用和教育中 ，应加强对这一特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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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学习和记忆 ，同时保持所有规律的唯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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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胚胎瘤细胞 ，保留肝的一般生物学特性［１０］
。通过

采用高于生理浓度的胰岛素诱导 HepG２ 细胞 ，在

一定程度上模拟了 IR的自然发病过程 。本实验结

果提示 ，应用高胰岛素诱导培养法可使 HepG２ 细
胞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消耗量减少 ，即发生 IR 。

　 　本实验在成功建立 IR HepG２细胞模型基础上
进行 ，通过测定药物干预后细胞培养上清液中葡萄

糖含量来判定荔枝核皂苷和荔枝核黄酮改善

HepG２细胞 IR 的作用 。从实验结果来看 ，荔枝核

皂苷和荔枝核黄酮体外并无明显降糖作用 。

　 　以往的研究表明 ，荔枝核降糖的主要功效成分

为皂苷［５］
、多糖［１１］和氨基酸［１２］

。其中 ，荔枝核皂苷

主要是通过促进外周组织尤其是肌肉 、脂肪组织对

葡萄糖的摄取 、酵解和利用 ，提高对胰岛素的敏感

性 ，拮抗胰高血糖作用 ，从而产生降血糖作用［１３］
。

而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荔枝核皂苷体外并无明显降

糖作用 ，基于此 ，我们认为荔枝核皂苷改善 IR的作
用部位可能并非位于肝细胞 ，而是位于肌肉和脂肪

等其他外周组织 。

　 　本课题组一项对荔枝核有效部位群改善 ３T３唱
L１脂肪细胞 IR作用的研究表明 ，荔枝核有效部位

群能够显著改善 IR［１４］
。虽然本实验在进一步对荔

枝核化学成分进行细致研究发现 ，荔枝核皂苷不能

改善 IR ，荔枝核黄酮类改善 IR作用并不明显 ，但这

样的结果更加提示我们 ，中药材的药效恰恰是一个

整体的效应 ，正所谓“每一味中药都是一个小复方” 。

中药有效部位群的作用与进一步细分下去的化学成

分的作用可能难以完全一致 ，单一化学成分的药理

活性难以体现有效部位群的作用 ，与有效部位群的

功能主治也不尽相同 。构成有效部位群的每个化学

组分 ，若离开其所在的特定物质群或特定复方环境 ，

则失去其意义 。因此 ，对荔枝核降糖作用的研究 ，或

进一步推广到对中药的研究 ，应着眼于有效部位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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