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脑认知原理脑与认知知
觉



•  与感觉有关的一些概念

•  模式识别原理

•  与知觉有关的一些概念

第二讲  脑认知过程中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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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感觉有关的一些概念

•    感觉的定义

•    感觉的生理过程

•    感觉的种类

•   有关感觉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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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Sensation) 是人脑对客观刺激的

     个别（各别）属性 反映

1. 感觉的定义

 感觉与知觉同属大脑对客观刺激的反映, 

 这些反映 不能离开客观刺激（不同于表象）

•  知觉(perception) 是人脑对客观刺激的

     整体反映

   (客观刺激: 直接作用于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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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任务是,  由特定感觉器官接受刺激, 

                并通过神经系统传递至大脑的特定部位

包括三个环节：

2. 感觉的生理过程

•     感觉器官（换能器)

感觉器官（换能器）

        将（客观）物理化学刺激转化为

     （专门的神经细胞）生物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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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任务是,  由特定感觉器官接受刺激, 

                并通过神经系统传递至大脑的特定部位

包括三个环节：

2. 感觉的生理过程

•     感觉器官（换能器)

•     脑神经系统（信道）

脑神经系统（信道）

    将生物电形式表征的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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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任务是,  由特定感觉器官接受刺激, 

                并通过神经系统传递至大脑的特定部位

包括三个环节：

2. 感觉的生理过程

•     感觉器官（换能器)

•     脑神经系统（信道）

•     大脑皮层的投射区（反映）

大脑皮层的投射区（反映）

       不同感觉由各自专用信道(神经),

       传送到脑皮层的指定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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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感觉器官

（换能器)

脑神经系统
（信道）

大脑皮层的
指定部位

生物电
  形式

物理化学
   形式

生物电
  形式

反映

感觉侧重于物理、生理过程

(不同感觉的区别, 不是生物电信号,

   而是取决于反映该感觉的脑区部位)

 (人工换能器也能产生相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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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和知觉的共性：

      二者都离不开“客观刺激” ------  区别于“表象

”
•    感觉和知觉的区别：

感觉                                         知觉

反映个别属性                       反映整体

                       （要回答 “这是什么？

”）

属物理、生理过程               属生理、心理过程

结论

物理：反映与客观刺激相同

心理：反映与客观刺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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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感觉的种类（八种感觉）

外部：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觉（触觉）

内部：  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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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  眼球视网膜上的视(锥、杆)细胞

刺    激：  光（红、绿、兰）

感觉的脑区部位：   枕叶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锥细胞：辨色、细节

杆细胞：灵敏度高

亮/暗

Y/B

R/G
B

G

R

光刺激
   视网膜
（R|G|B)

矩阵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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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  内耳耳蜗中液体振动刺激感音细胞

刺    激：  声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感觉的脑区部位：       颞叶

声音刺激
（振动）

（外耳）
   鼓膜

  （内耳）

蜗牛壳内液体

（基础膜）戈蒂氏器

         感音细胞

（中耳）

3块听小骨

基础膜由长度不同的
横纤维组成（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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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  鼻黏膜中的嗅细胞

刺    激：  气味（挥发性物质）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七种气味：  不同气味的分子形状不同

    （胡椒、花香、麝香、樟脑、腐烂、酒气、醚样）

（视、听、嗅觉都是距离性感觉）

•  只有能挥发分子的物质才可能带气味

•  不同物质挥发分子的立体形状不同，七种气味

•   人的嗅觉器官中有七种形状的槽，

    分别为七种气味的感受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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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  舌头味蕾中的味细胞

刺    激：   液体（水溶性物质）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四种味觉：不同味觉处于舌的不同部位

                     甜、咸、酸、苦 （由前至后）

苦

甜

咸

酸
舌

第14页,共64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感觉器官：  皮肤粘膜中的神经末稍

刺    激：  冷热、压力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四种肤觉：   分布在皮肤上，互不重叠

                     （ 温、冷、痛、触）

人的皮肤上分布有温、冷、痛、触四种感受器。

一般每平方厘米内，有

温点      1-2个                       冷点     10-15个

痛点      100-200个               触点       25个

（不同部位上的感受器分布不同，如手上痛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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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   “动觉”指身体各部分之间位置相对变动

•    动觉感受器在肌肉、肌腱和关节膜里

•   自己说话，自己可通过听觉和动觉两个渠道反馈

     没有动觉参与，触觉的准确性会很差

感觉器官：  肌肉、肌腱、关节膜中的神经末梢 

刺    激：  身体各部分相对位置变化和运动

配合动作:       确保其它感觉准确、顺利实施，

                        如舌动品味、鼻动吸气、

                        头和身体动作配合眼、耳判断方位和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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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内耳中（装有内淋巴的）前庭空腔壁上的毛细胞

刺    激：身体与地球引力方向角度的变化时，

          前庭腔内淋巴液流动，通过毛细胞传给神经细胞

     （前庭中还有一些微粒：耳石，作用与内淋巴液相同）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现      象： 闭眼能感觉飞机升降、轮船颠颇、在床上半躺等

• 耳内有三个三维“半规管”（内淋巴液）

•  前庭腔（内淋巴液）

•   前庭腔（耳石）

毛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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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器官： 内脏器官壁上的神经末梢

刺    激： 机械刺激、化学刺激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肤觉（触觉）运动觉 平衡觉 机体觉

现        象： 饥、渴及内脏器官疼痛、头涨、（大小）便感等

饥饿感觉：空胃收缩-——迷走神经——中枢神经

                     血液中营养成分减少——刺激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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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有关感觉的一些规律

•    各种感觉都有适应性

•    各种感觉都有后效

视觉残留

听觉残留

冷热适应性

味觉适应性、

触觉适应性

听觉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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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模式识别

•       模式识别的类型

（二）模式识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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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中的“模式” ：

     将外界输入的全部零星刺激 ，联结成一个整体形象，

   这个“整体形象”就叫“模式” 

•    对外界零星刺激的反映，即各种感觉，

     这些感觉存放在大脑皮层（叫“短时记忆”）;

•    由这些感觉中的一些特征或属性联结成的完整形象，叫“模式”

   如某个物体、人脸、语言等; “联结”和“识别” 在投射区里进行；

•   复杂模式可由若干子模式按固定关系集合而成。

可见， “模式” 属于

客观刺激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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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的要点：

•   识别的对象是“模式”，即一些感觉中特征的集合；

•   识别的方法是比较，和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比较

•   识别的结果是知道了如何看待或对待这个“模式”

  模式识别中的“识别” ：

  按照输入刺激（模式）的信息，从长时记忆中调出相应

  的知识或经验，进行匹配比较，并辨识出该模式是什么。  

  这个过程就叫“识别” 

1.什么是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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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模型：
长时记忆(库
) 

刺激 感觉登记 分析 比较 决策

一般经历分析、比较、决策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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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记忆(库
) 

刺激 感觉登记 分析 比较 决策

感觉登记：

   1  将外界刺激送到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区，

            联结成模式等待识别，

       2  识别后将结论送长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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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输入刺激在丘脑处分两路：

         一路到干脑的网状结构----选调长时记忆中的经验

         另一路到工作记忆中等待识别

         分析是指借助注意从刺激和经验中

     提取物理特征（或属性） ，为比较作准备。

长时记忆(库
) 

刺激 感觉登记 分析 比较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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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刺激在丘脑处分两路：

         一路到干脑的网状结构----选调长时记忆中的“经验”

         一路到工作记忆中形成“模式”，等待识别

长时记忆(经验) 

刺激 丘脑

网状结构

工作记忆
（        ）

识别：借助注意从“模式”中提取物理特征（或属性

） 

            借助注意从“经验”中提取物理特征（或属性）

比较

模式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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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由“分析”提取特征（或属性）激活长时记忆中

      相关的经验、知识及其特征，调出来和刺激的

      物理特征（或属性）比较 

长时记忆(库
) 

刺激 感觉登记 分析 比较 决策

刺激属性 ＞经验属性时：       修正经验属性

     （如见到多年未见的熟人，长相、服装有变化）

刺激属性＜ 经验属性时：       补充经验属性

          （如广告牌上的字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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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根据比较结果，

• 若匹配，给识别的刺激赋予模式名称或已知现象

            存入长时记忆中；

•  若不匹配，识别将其归类，以新知识存入认知结构中 。     

长时记忆(库
) 

刺激 感觉登记 分析 比较 决策

第28页,共64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  根据不同的识别目的、刺激类型、精度要求等，

 提供不同类型的模式识别：

•  模板识别  (Template Recognition)

•  原型识别 （Prototype  Recognition）

•  特征识别  （Feature  Recognition）

2.  模式识别的类型

•   模式识别不仅可用于视、听、嗅等知觉加工，

 而且还属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内容。

 如面部识别和语言识别等。

认知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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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 在刺激数量有限，且要求精确识别的场合

特点:   库中存有与外部刺激完全相同的复制品，

        比较时要求完全相同,才作出已识别的决定

例子：DAN亲子鉴别、指纹识别等

 （生活中例子有条形码识别，身份证号码等）

模板识别  原型识别    特征识别

第30页,共64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 原型是指

  存在于大脑中的，

  具有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特征的一种抽象的“事物” 
。

        （如汽车、公园、演员等）

•  原型只具有基本（定义性）属性，

   具体事物需在基本属性基础上，

   再加上一些异化属性。                                                                         

模板识别  原型识别    特征识别

什么是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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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外部刺激只需与原型比较，

      便可判断是否归于大脑中的哪一类型              

 场合：适用于分阶段识别的场合：

    前期按基本属性对事物原型进行粗识别；在此基础上 ，

    再加上一些异化属性对具体事物进行细识别。

模板识别  原型识别    特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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