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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忽略无关刺激，专注相关刺激的选择性注意的关键在于任务加工

涉及的负荷类型和水平。负荷理论将负荷分为知觉负荷和认知负荷，并发

现高知觉负荷抑制干扰物分心，高认知负荷增强干扰物分心。后续研究在

认知负荷对分心的影响上与负荷理论产生了分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探讨分歧产生的原因，总结分心效应的影响因素。未来认知负荷的研究

可积极探索与其他应用领域的联合研究，加快理论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

化的速度。

研究要点

1. 探讨了认知负荷对分心干扰影响的分歧结论。
2. 提出了分歧结论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分心效应的影响因素。
3. 展望了认知负荷未来的研究方向，拓宽认知负荷理论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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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然环境中，个体的视觉范围充斥着

丰富的刺激，这些刺激中只有小部分与任

务和目标有关。因此，视觉系统会自上而下

有目的地选择与目标相关的刺激，忽略不

相关的刺激，这种以目标为导向加工与目

标相关的刺激，同时忽略无关刺激的过程

就是选择性注意（Lavie et al.，2004）。但当

选择性注意任务中的干扰物具有显著特征

（例如颜色、形状、朝向、亮度等）时，会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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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注意造成分心，从而导致反应时延长，

正确率下降。

在选择性注意任务中，除了干扰物本

身的特征之外，当前任务要求即任务负荷

水平被认为是影响选择性注意的主要因素

之一 （Sabri et al.，2013）。 Lavie 和 Tsal

（1994）首次提出选择性注意的负荷理论认

为实现选择性注意的关键在于当前任务加

工所涉及的负荷类型和水平。负荷理论将

负荷分为知觉负荷和认知负荷两种，并认

为两种负荷对分心干扰有着相反的影响：

高知觉负荷抑制干扰物分心，高认知负荷

增强干扰物分心。认知负荷任务一般通过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WM）来操纵负

荷高低，因此也有研究将其称为 WM负荷

（Kardan et al.，2020）。总结以往研究发现知

觉负荷抑制分心干扰的结论得到了大多数

研究者的支持，但基于 WM的认知负荷是

否能增强干扰却存在分歧，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期望通过探讨产生分歧的原

因以及影响分心效应的因素，对未来认知

负荷的研究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2 研究现状

负荷理论最初局限于知觉负荷（Lavie，

1995；Lavie & Tsal，1994），后扩展到认知负

荷 （Lavie，2005，2010；Lavie et al.，2004；

Lavie & De Fockert，2005）。该理论提出了两

种认知机制，一是知觉选择机制，对应知觉

负荷，当加工目标刺激需要的知觉负荷水

平足够高时会降低对干扰刺激的知觉加

工，这个过程是被动的。另一种是认知控制

机制，对应认知负荷，认知负荷依赖于高级

认知功能的主动认知控制来影响对目标的

注意，而以 WM等认知功能为基础的高认

知负荷会消耗认知控制资源，导致分心干

扰增强。在负荷理论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者

开发出许多新的范式来验证负荷理论，得

到与负荷理论一致或相悖的结论，该部分

对其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2.1 知觉负荷

知觉负荷是指当前环境中非目标刺激

的数量以及干扰物与目标的相似性造成的

任务负担。操纵知觉负荷的常见方法有控

制非目标的数量 （Lavie & De Fockert，

2003）、目标与非目标的相似度（Sugimoto &

Katayama，2017）或对同一知觉的输入要求

（Cartwright-Finch & Lavie，2007）。

经典知觉负荷范式（Lavie，1995）采用

中央目标字母判断任务。字母判断任务在

两种负荷条件下呈现，在低知觉负荷条件

下，只有一个非目标字母与目标字母同一

行呈现，但在高知觉负荷条件下，非目标字

母则有五个。在目标和非目标字母的外周

同时呈现干扰字母，外周干扰字母可能与

目标字母一致或不一致。分心效应由不一

致分心物条件下的反应时与一致分心物条

件下的反应时之间的差值衡量。结果发现

分心效应在低知觉负荷条件下比高知觉负

荷条件下更大。根据负荷理论解释，个人知

觉加工的能力有限，但对其能力范围内的

所有信息，知觉加工都是以强制性的方式

自动加工的（Eayrs & Lavie，2021），因此高

知觉负荷条件会自动将更多的注意集中在

目标信息上，分配给干扰物的注意资源减

少，从而降低对干扰物的注意捕获（S觟rqvist

& Marsh，2015）。

大部分关于知觉负荷的研究都发现高

知觉负荷能够抑制分心干扰 （Eayrs &

Lavie，2019；Murphy，G.，& Greene，2016）。

此外，视觉知觉负荷不仅会抑制视觉通道

呈现的分心干扰（Mevorach et al.，2014），还

会抑制听觉通道呈现的分心干扰（Halin et

al.，2014），另外也发现对嗅觉干扰也能起

到抑制作用（Forster & Spenc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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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知觉负荷的研究不再局限

于简单的视觉、听觉刺激，许多研究在实验

中还包括了更复杂的干扰因素，如场景

（Murphy，G.， & Murphy，2018）、 面 孔

（Schindler，Caldarone，et al.，2020；王冠等，

2018） 和 情 绪 （Pandey & Gupta，2022；

Schindler，Gutewort，et al.，2020）等，或将简

单视觉刺激负荷操纵扩展到其他的负荷形

式，例如情绪强度负荷（Murphy & Greene，

2016），抑或是将知觉负荷应用于真实场景

中（Tillmann et al.，2021），拓宽知觉负荷研

究的道路。

2.2 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是指任务要求与认知系统能

力相关的任务负担，常见的操纵方法有控

制记忆序列项目的数量和顺序（Ahmed &

de Fockert，2012）以及在 n-back任务中使

用 n 的大小控制任务难度（Halin et al.，

2015），此外还有其他范式（Brockhoff et al.，

2022；房慧聪等，2017）。与知觉负荷不同的

是，认知负荷对分心干扰的影响主要有两

种结论：一是认为高认知负荷可以增强分

心干扰，二则是认为高认知负荷能抑制分

心干扰。

2.2.1 认知负荷增强分心干扰

经典认知负荷范式由 WM任务和选择

性注意任务组成：首先向被试呈现记忆集

（低负荷条件 1个项目，高负荷条件 6个项

目），然后，在 WM的维持阶段执行一项判

断中央目标字母是否出现的选择性注意任

务，最后再回答关于记忆项目的问题（de

Fockert & Wu，2009）。选择性注意任务中，

在中央字母外周同时呈现干扰字母，干扰

字母与中央字母一致或不一致，分心效应

由选择性注意任务中不一致干扰物条件下

的反应时与一致干扰物条件下的反应时之

间的差值衡量，并且在工作记忆负荷条件

下反应时的差值随负荷的增加而变化，以

此来探究认知负荷对选择性注意任务的影

响。研究结果发现，与低认知负荷条件相

比，高认知负荷条件下 WM任务对选择性

注意任务的干扰更强（Lavie et al.，2004）。

认知负荷的行为研究多采用与经典认知负

荷范式相似的双任务范式（de Fockert &

Wu，2009）。一些认知神经的研究结果同样

发现，高认知负荷条件下相关脑区对无关

干扰物的反应会增强。这在单通道的研究

中得到了验证（Ahmed & de Fockert，2012），

但也有双通道的研究得到了认知负荷可以

增强分心干扰的结论（Sugimoto & Kataya-

ma，2017）， 另 外 Dalton 和 Lavie 等 人

（2009）的实验首次发现认知负荷增强分心

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触觉通道。

关于认知负荷增强分心干扰的解释

中，负荷理论认为，对干扰物的加工程度与

任务要求有关，高认知负荷任务会占用更

多的认知控制资源，从而导致对无关干扰

物的过滤控制失败，影响对目标的加工，进

而分心干扰的影响增大（Lavie，1995，2005，

2010）。相反，在低认知负荷条件下，认知控

制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关刺激的干

扰。

2.2.2 认知负荷抑制分心干扰

然而，一些认知负荷的研究结果与负

荷理论的结论相反，发现高认知负荷能够

抑制分心干扰（Liu et al.，2018；Zhang et al.，

2020）。这些研究者认为认知负荷与知觉负

荷类似，增强任务难度会降低注意分散的

敏感性。这是因为在任务难度较高的条件

下，为了维持高水平的任务表现，必须让注

意更加集中，从而忽略不相关刺激（S觟rqvist

& Marsh，2015）。该结论在单双通道的一些

实验中都得到了验证（He et al.，2021；Neu-

mann et al.，2018）。例如，视觉通道的认知

神经研究表明，高认知负荷条件下加工与

任务相关的视觉刺激时，与任务无关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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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被抑制。视 -听双通道的研究发现增加

的视觉负荷导致了相关脑区对无关听觉信

息的抑制反应（Bae & Luck，2019；Simon et

al.，2016）。

对于认知负荷抑制分心的原因解释主

要有两种。一是认为认知负荷减少了对无

关背景信息的加工，二是注意轨迹变得更

加稳定。简单概括为注意越集中，越不容易

分心（S觟rqvist & Marsh，2015）。目前针对认

知负荷的分心抑制效应也存在着两种争议

观点，一是认为这种抑制效应不受负荷类

型的限制，具有领域普遍性（Lavie & De

Fockert，2005），另一种则是认为 WM任务

与注意选择任务之间是否会存在资源的竞

争导致不同的干扰效应，这种竞争机制受

负荷类型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异性（Park et

al.，2007）。

除抑制和增强这两种相悖的结论之

外，最近的几项研究发现，认知负荷对于分

心干扰没有调节作用（Guo et al.，2021；Lee

& Jeong，2020；Yao et al.，2020）。例如 Lee

和 Jeong（2020）发现当视觉 WM 任务呈现

的注意范围较窄时，增加的视觉 WM负荷

并不能对分心干扰进行调节。类似结果的

发现对未来认知负荷研究控制额外变量提

供了参考经验。

总的来说，认知负荷引起的分心增强

和分心抑制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解决。

3 产生分歧结果的原因

知觉负荷抑制分心的结论得到了大多

数研究者的认同，对于认知负荷是否能增

强分心目前仍存在分歧，本节就产生分歧

的原因进行探讨。

3.1 认知负荷的定义不同

WM由中央执行器、语音环路、视觉空

间模板以及情景缓冲器组成（Repov觢 &

Baddeley，2006）。其中，中央执行器负责以

自上而下的方式协调和监控正在进行的任

务。语音环路以及视觉空间模板负责存储

和维持语音和视觉空间相关的信息，而情

景缓冲器则是将信息整合成复杂的多通道

编码信息，并将 WM与长时记忆联系起来

（Repov觢 & Baddeley，2006）。早期的负荷理

论隐晦地将 WM负荷等同于认知负荷，只

关注 WM里中央执行器的作用，而忽略了

WM 是一个几个子成分共同作用的整体。

负荷理论侧重WM的中央执行器提出的认

知控制机制以目标为导向自上而下调配认

知控制资源。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认知控

制资源消耗增多，导致抑制分心的认知控

制资源减少，分心干扰增强（Lavie，2005，

2010；Lavie et al.，2004；Lavie & De Fock-

ert，2005，2003）。语音环路和视觉空间模板

通过言语以及视觉 WM任务表现出来，关

于这两类 WM负荷对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目前阶段存在结果分歧（Konstantinou et

al.，2014；Lv et al.，2010；Roper et al.，2013；

Yao et al.，2020；Zhang，W.，& Luck，2015）。

Konstantinou 等人（2014）发现增强视觉

WM负荷会减少对任务无关的视觉刺激的

加工，这一结果与负荷理论的发现相反。产

生不一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对“认知负荷”

定义理解偏差引起的。研究者利用情景缓

冲器整合多通道编码信息，探究多感觉统

合下的认知负荷对于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大多发现跨通道研究中的 WM负荷抑制分

心干扰（Bae & Luck，2019；Bayramova et al.，

2021；Simon et al.，2016；S觟rqvist et al.，

2016）。

而在 Baddeley（1992）的 WM 模型中，

需要维持和需要认知控制的任务存在明显

的区别。Konstantinou 和 Lavie（2013）假设

这种区别会在认知负荷研究中表现出来，

并通过空间记忆任务和认知控制任务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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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WM不同组成部分———视觉维持和认知

控制。实验结果发现，执行视觉维持任务会

抑制对分心物的感知，但执行认知控制任

务则增强分心物干扰。

不同研究者对于认知负荷的定义不

同，侧重 WM的功能不同（Che et al.，2021；

Fougnie & Marois，2007），可能造成认知负

荷分心效应差异结果，未来研究在认知负

荷定义上需要更加统一、实验操作需要更

加标准化，不可笼统地将 WM负荷等同于

认知负荷。

3.2 分心的定义、测量不同

负荷理论认为 WM任务会减少主动抑

制分心干扰的认知资源。这个角度下，分心

被定义为干扰物与目标之间产生的反应冲

突对选择性注意任务表现产生的干扰

（Lavie，2005，2010；Lavie et al.，2004；Lavie

& De Fockert，2005，2003）。Lavie（2005）认

为，当目标和显著干扰物之间的资源竞争

冲突需要解决时，认知负荷会增强干扰。然

而，当目标和干扰物刺激之间并非“竞争”

关系，例如在视 -听分心范式中的目标和

分心干扰，分心刺激与任务无关，没有产生

反应冲突，但分心物刺激仍会吸引被试注

意，此时分心为对干扰物不自觉的注意捕

获。两种情况下“分心”的定义不同，因此认

知负荷对其影响不同。

认知负荷抑制分心的研究通常采用单

任务范式（Ghani et al.，2020；S觟rqvist et al.，

2012）。在这种任务设置中，分心效应是通

过选择性注意任务的神经反应、被忽略的

通道中回忆的内容，或通过选择性注意任

务对 WM任务的行为影响来衡量的。认知

负荷增强分心的研究通常采用双任务范式

（Dalton，Santangelo，et al.，2009）。在双任务

范式中，分心效应是通过分心物对选择性

注意任务中反应时的影响来衡量的，而不

是通过分心物对WM任务造成的影响来评

估的。注意投入可能是导致单任务和双任

务研究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S觟rqvist et

al.，2016）。在双任务范式中，选择性注意任

务分配的资源较少，尤其是当认知负荷较

高时，注意投入更少，这种低注意投入更容

易导致分心。相反，单任务中，注意可以完

全集中在目标相关信息的任务上，这种高

注意投入的结果是较低的分心易感性，从

而抑制选择性注意任务的神经反应。

3.3 WM 任务和选择性注意任务通道不

同

负荷研究的一个焦点是分心效应的通

道问题。Kahneman（1973）认为视觉和听觉

加工集中由中央注意资源控制，但 Wickens

（1980）则提出这两类加工能力是各自独立

的资源。Driver和 Spence（1998）结合这些

假设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注意可以通过

中央注意资源分配给特定的通道。

以不同通道呈现 WM任务和选择性注

意任务的研究（S觟rqvist et al.，2016）大多支

持认知负荷减少分心干扰。当目标和干扰

物在不同的通道呈现时，目标和干扰物之

间的资源竞争小，可以明显区分分心任务

与目标任务，这可能会抑制分心。相反，在

同一通道呈现目标和分心物的研究（Burn-

ham et al.，2014）大多支持认知负荷增强分

心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认知负荷会

增强神经对干扰物的反应。模式特异性假

设（Lin & Yeh，2014）认为，当 WM 任务和

选择性注意任务来自同一个通道时，这两

个任务会争夺相同的资源，从而降低自上

而下的注意控制，增加高负荷下的注意分

散程度。

3.4 WM 任务与选择性注意任务消耗资

源的重叠性

Kim 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认知负

荷对分心的影响取决于任务负荷的类型，

以及认知任务中维持在 WM中的信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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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目标或分心物加工的信息类型重

叠，据此 Park等人（2007）提出了负荷特异

机制（specific load mechanism），认为认知负

荷对于分心干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 WM任

务与选择性注意任务是否存在资源重叠。

Gil-G佼mez de Lia觡o 等人（2016）的认

知负荷研究将视觉 Stroop任务插入到视觉

WM任务，研究人员发现随着视觉认知负

荷的增加，不相关信息的干扰效应会增加。

这种任务中，视觉信息的编码变换成了语

言信息的编码，变换过程中使用的认知控

制资源与 WM任务使用的认知控制资源相

似（李寿欣等，2019），存在资源重叠。因此，

完成 Stroop任务所用的认知控制资源随着

WM负荷的增加而减少，分心效应随之增

加。当WM任务与注意选择任务消耗资源

的重叠程度降低时，分心效应减弱。

Muller 和 Schr觟ger（2007）与 Simon 等

人（2016）利用听 -听分心范式以及视 -听

分心范式都证明了 WM的内容和选择性注

意任务相关信息的重叠程度是影响认知负

荷分心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Muller 和

Schr觟ger（2007）的研究发现声音分心随负

荷增强而增强。在听 -听分心范式中，WM

的内容与干扰物两者的重叠程度高，对干

扰物的抑制加工会和目标加工竞争资源，

分心效应会随任务要求即负荷增强而增

强。Simon等人（2016）的视 - 听分心范式

则发现分心随着负荷的增强而减少。此范

式中，WM的内容和干扰物的重叠程度低，

同时根据任务要求更多的资源被分配到视

觉任务中，从而减少了听觉加工和分心，即

分心随负荷增强而减少。

4 影响分心效应的因素

在认知负荷对分心干扰的实验研究

中，分心效应会受到 WM容量的个体差异、

注意范围、年龄、信息加工水平以及疾病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认知负荷影

响分心干扰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了解

这些因素对分心效应的影响，可以更好地

理解认知负荷与选择性注意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

首先，就工作记忆容量（working memo-

ry capacity，WMC）而言，WMC是影响注意

分散重要因素（S觟rqvist & R觟nnberg，2014），

一般通过跨度任务来衡量，这些任务需要

在一系列选择性注意任务之间对先呈现的

记忆项目进行连续回忆（S觟rqvist et al.，

2012）。回顾以往的研究发现高WMC个体

在各类认知负荷任务中通常比低 WMC 个

体更不容易受到分心的影响（Hu et al.，

2019；Marsh et al.，2015），例如 n-back 范

式、延迟记忆任务、视觉 - 言语短期记忆、

书面文字的长期记忆等。WMC的个体差异

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研究

若想排除 WMC 这一额外变量的影响，需

要在被试间匹配任务难度，控制 WMC 这

个额外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其次是注意范围。有研究表明，在视觉

WM 负荷任务中当视觉注意范围缩小时，

没有发现分心效应，但当增加注意范围大

小则会导致更大的分心干扰，这种注意范

围的变化造成干扰物进入知觉加工程度的

不同，使得选择性注意任务与视觉 WM任

务消耗的认知控制资源数量不同，从而对

分心干扰的影响不同（Biggs & Gibson，

2018；Lee & Jeong，2020）。注意范围的变化

导致实验结果差异是资源竞争的结果，在

实验中可以通过控制注意范围的大小，调

节 WM负荷对分心干扰的影响，从而进一

步探究 WM 负荷与选择性注意之间的关

系。

再次是可以从儿童、年轻人以及老年

人三个群体具体讨论在 WM负荷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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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对分心效应的影响。儿童比年轻人在

任务执行方面表现更差，更容易受到选择

性注意任务的影响（Klatte et al.，2013）。不

仅如此，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更容易分心

（Billig et al.，2020），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

过滤干扰能力较弱。然而，最近有研究发现

儿童、老年人在高负荷条件下应对分心干

扰的表现比年轻人更好，并提出假设：对抗

分心是否取决于被试在高水平上表现的动

机 （Atkinson et al.，2019；Mahajan et al.，

2020）。总之，目前对于年轻人更不容易分

心这一结论仍存在争议，未来研究可以对

这方面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在诸多视觉WM负荷任务中，注意通

常需要在局部和全局水平之间切换，信息

加工水平也会调节分心效应的大小

（Ahmed & de Fockert，2012）。Ahmed（2012）

使用分层 Navon类型刺激在忽略局部信息

的同时探究认知负荷对同一刺激不同水平

的选择性注意的影响。结果发现关注全局

水平时，高负荷条件抑制无关干扰的能力

增强，但在关注局部水平时，相比于低负

荷，高负荷抑制干扰的能力减弱。李寿欣

（2019）学者利用 Navon字母也有同样的发

现。这些结果表明注意的空间分布会影响

注意分散（Belopolsky & Theeuwes，2010），

即信息加工水平会影响分心效应。

最后，就疾病这个特殊因素而言，在认

知负荷视 -听的跨通道研究中，分心材料

大多是一个包含新颖声音的听觉刺激，这

个刺激材料更多会被认为是噪音。研究发

现，噪声可以增强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儿童的口语记忆，并帮助他们专注

于视觉任务（S觟derlund et al.，2010），同时适

当的声音分心刺激可以激活 ADHD儿童的

觉醒水平，提高任务表现水平（金颖等，

2013），但也有研究得到相反的结果（Pel-

letier et al.，2016）。目前尚不清楚声音是否

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对 ADHD患者有益或有

害。但总体而言，基于以往的研究，类似

ADHD特殊群体比他们的同龄人通常更易

受噪音分心的消极影响，但是目前研究者

发现了噪音能对特殊群体产生积极的影

响，未来研究应关注噪声对特殊群体的有

益影响，从而可以为特殊群体的治疗拓展

新的思路。

5 小结与展望

过去以及目前研究关于认知负荷对分

心干扰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

果：一是高认知负荷会增强分心干扰，二是

高认知负荷会抑制分心干扰。对于这样的

分歧，可能是由于对实验中重要变量定义

以及测量不同，研究通道的偏差以及 WM

任务与注意选择任务消耗资源的重叠性差

异造成的，本文基于前人的基础总结了分

心效应的影响因素。但是认知负荷未来的

研究仍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通过操纵额外变量的水平，从而

探究该变量是否在认知负荷与选择性注意

之间产生交互效应，达到控制认知负荷对

于分心干扰影响的效果。例如注意范围

（Biggs & Gibson，2018；Lee & Jeong，2020）、

工作记忆容量（Simon et al.，2016）等。

二是明确认知负荷概念的操作性定

义。目前关于认知负荷的研究中对“认知负

荷”一词的概念仍具有模糊性。在行为研究

方面，认知负荷和知觉负荷之间的分界仍

然很弱，对此两类的负荷定义必须更加明

确规范。以往有关认知负荷对于分心研究

的异质性很高，在自变量方面和因变量方

面（Ahmed & de Fockert，2012；Halin，2016）

差异性较大。这种研究的异质性可能是得

到不同结论的原因，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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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知负荷实验研究中各个变量的操作性

定义标准化。

三是在认知负荷的研究中区分不同类

型的 WM 负荷。WM 负荷可细分为视觉

WM、空间WM、言语 WM等。对于认知负荷

增强分心的观点主要来自负荷理论，但负

荷理论对认知负荷的预测过于简单。后续

研究者对负荷理论中“认知负荷”一词进行

了深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 WM任务对

于分心干扰的加工具有不同的效果（Mur-

phy et al.，2016；李寿欣等，2019）。不同形式

的 WM负荷对于干扰物排斥的影响是不同

的，需要更加细致划分去研究，不可一概而

论。

四是将认知负荷研究更多地与应用领

域联合研究，探索更多可能的研究领域，让

认知负荷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实际问题

（Li et al.，2021；张积家等，2020；程家萍等，

2017）。例如 Garrido（2016）将身体痛觉研

究与认知负荷研究相结合，探讨高低认知

负荷条件下对疼痛情感的加工，对缓解疼

痛相关的医疗程序提供了参考思路，具有

一定的实践意义。Moon和 Ryu（2021）调查

了社会线索和视觉线索如何促进学生的整

体认知负荷，以帮助学习者更好的整合信

息，提高学习效率。这些联合研究为未来的

认知负荷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让科学

实验更具现实指导性，加快理论研究结果

向临床应用转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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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selective attention that ignores irrelevant

stimuli and focuses on relevant stimuli lies in the type

and level of load involved in task processing. The

Load theory divides load into perceptual and cogni-

tive load and finds that high perceptual load inhibits

distractor distraction and high cognitive load en-

hances distraction. Subsequent studies have diverged

from load theory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load on distraction.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auses of disagreement and

summari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action ef-

fect. Future research on cognitive load could actively

explore joint research with other application areas to

speed up the translation of theoretical findings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Key words：cognitive load，working memory，

distraction，loa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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