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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2704.htm 感受性是人对适宜刺激

的感觉能力。 在我们生活的内外环境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

刺激，有些刺激对我们的感官是不适宜的。它们超出我们感

受的限度，因而不能引起我们的感觉。 但即使是适宜的刺激

，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引起感觉。我们感觉不到落在皮

肤上的尘埃，听不到远处手表的滴答声，这是因为它的刺激

强度不够大。要想引起感觉，刺激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感受

性是用感觉阈限来度量的。感觉阈限，指的就是能引起感觉

的、持续一定时间的刺激量。 感受性可分为绝对感受性和差

别感受性。 绝对感受性是觉察出最小刺激的能力。那种刚刚

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称为绝对感觉阈限。绝对感觉阈限

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从无感觉到感觉产生，例如从看不见

到看见、从听不到到听到、从尝不出味道到尝出味道两者之

间刺激强度的精确数值。 绝对感受性和绝对感觉阈限之间成

反比关系：绝对感觉阈限的值越低，绝对感受性就越高。反

之亦然。 人的各个分析器的感受性是不同的。其中视觉分析

器的感受性特别高。只要有2-8个光能量子落到视网膜上，人

便能看到光亮。这意味着人能够在完全黑暗中看到27公里外

一支点燃的蜡烛。人的嗅细胞对于相应气味的阈限只要8个分

子，而要引起味觉，所需要的分子数要比嗅觉高25000倍。 感

觉阈限因刺激物的性质和机体的状况而不同。绝对感受性在

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变。 差别感受性是对最小差别量的

感觉能力，用差别感觉阈限度量。感觉所能觉察的两个刺激



间的最小差别量，叫做差别感觉阈限，也叫最小可觉差。 对

于中等强度的刺激，德国生理学家韦伯在1846年发表了对举

起重量的最小可觉差的研究成果：即刺激的增加量除以最初

刺激的强度是一个常数。不同的刺激该常数（也被称为韦伯

比例）也不同。1860年，德国物理学家费希纳在韦伯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假设：每个最小可觉差代表一个感觉单位

，大的感觉可以作为许多感觉单位的总和；每个最小可觉差

的主观量都是相等的，任何感觉的大小都可以用感觉随着刺

激强度变化而变化的总和来表示。他运用积分运算，得出了

公式： S=Klgi C, 其中S为感觉，i为刺激强度，K、C为常数，

感觉的大小和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 最常用的感觉阈限测

定方法有三种： ⑴最小变化法（极限法）。这种方法是将刺

激强度按大小顺序一点点增加，直到被试者有感觉为止。这

时刺激物刺激量的大小就是“出现阈限”，反之，从较大的

刺激量开始，按顺序逐渐减小刺激物的刺激强度，直到被试

感觉消失为止。此时的刺激量为“消失阈限”。感觉的绝对

阈限是出现阈限和消失阈限的算术平均值。 ⑵平均误差法（

调整法）。这种办法是由被试者自己调整可变刺激的强度，

使它和标准刺激的强度相等。被试者操作多次后，巴每次判

断结果与标准刺激的差（绝对值）平均起来，求得其差别阈

限。 ⑶恒定刺激法。这种方法是选择在绝对阈限值上下5-10

个刺激。这些刺激按一定级量变化，但在整个测定过程中是

固定不变的。用随机的次序将这些刺激呈现给被试者，请被

试者报告有没有感觉到刺激，或者报告比标准刺激大些小些

或相等，每一种级量的刺激都呈现若干次，按它们的正确百

分比计算结果。心理学家们约定以正确率为50%的刺激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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