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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电视记忆肤色宽容度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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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二

在彩电的色再现中
,

有关肤色宽容度的问题
,

,

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被人们注意了
。

观众

对再现的肤 色的评价是凭他们的记忆或印象来评定的
。

人们对一些常见物体的颜色特别

是肤色的记忆
,

又往往带有一定的倾 向性
。

因此
,

所谓记忆肤色往往也就是优选肤色或喜

爱肤 色
。

前人‘护,
在这方面 已作过的一些研究

,

我们曾作 了报道 
。

英 国无线 电设备厂商

联合会 工作组哟曾就肤 色调的细小变化范围来计算标准参照管的红
、

绿
、

蓝荧光粉色

度的宽容度
。

关于中国人记忆肤色宽容度的数据
,

未见有报道
。

有关部门需要这方 面 的

数据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这个研究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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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方 法

实验样本 样本是 张介 厘米的向一女青年的反射的着色照片
。

用 加型分

光光度计测定了照片的面颊部位面积为 毫米的地方
,

这些色度值见表
‘

和图
。

观察条件 实验样本在 闭路系统上经由摄像扫描显示于监示器的屏上
。

监示器是具

有
。

参照白的 英时的  ! 型
。

观察距离为 一 倍图象高度
。

实验样本呈现的次序

是随机的
。

每个样本经由扫描在屏上呈现约 秒
,

间隔时间约 秒
。

、

评价方法 在电视户播领域中
,

衡量电视图象质量的主要方法
,

迄今仍采用主观估量

方法
。

为了测量这些主观的标堆
,

国际无线电语询委员会 已推荐了一些评价电

视图象质量的心理量表
。

本实验所用的量表就是该委员会   年制定的 级质量量表
“

很好
”、 “

好
” 、 “

可以
” 、 “

差
”、“劣

”

个等级
。

当屏上每呈现一个图象时
,

观察者必 须 依据

各自的标准 亦即对屏上所呈现的人像肤色的满意程度在这 个等级中作出代个 答 案
。

实验人数计共 名 男
,
女多

,

其中非专业观众占”
·

解‘美术专业人 员 占
·

男
。

进

行正式实验前
,

将实验样本随机地经摄像扫描显示在屏上
,

让观察者看一遍
,

使他 们 对实

验样本有个印象
,

然后才正式开始实验
。

每个观察者均对呈现的图像各评定一次
。 ’ 几‘

森石藻赢履先后曾款津电视技邓究所赶海生理所提出宝贵意见

到中国科学计量院的协助
,

仅此致珠
一

叶绚同志曾参加过其中部分工作

本实验样本色度的 测 定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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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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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和分析

在处理结果上
,

我们采用国际无线电谙询委员会 。口号建议的计分方法
,

即 很 好

分
、

好 分
、

可以 分
、

差 分
、

劣 分
。

下表 是 名观察者对这 张样本的肤

色评价的结果
。

表中样本的色度值就是原景物 照片 的分光测定的色度值
。

表 中接受人

数形是指该样本被评为
“

可以
”

这一级以上的人数与总人数之比
,

分数是指该样本所 得的

分数与满分 一 分 之比
。

样 ‘

二 一

表
‘

】 中国青年女性记忆肤色评价结果

光源下样本色度值及反射男
‘ ‘

一 一
扮

实 验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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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看到
,

如取接受人数95 多以上分数 75 以上为界限
,

则 12 号
、

14 号和 1了号这三个

样本可被列为优选色样本
。

在 电视正常显示的条件下再现这样的肤色
,

可使人们 获 到较

为满意的颜色效果
。

如果要求更加严格
,

则可取12号样本的肤 色作为中国青年女 性 的优

选肤色
。

把这时个样本的色度值标示在 C工E
一

卿 色度图上
,

并把接受人数 75 多 以上分数

60以上的点 随手连结之
,

就构成中国青年女性记忆肤色宽容度椭圆
。

在这椭圆 内 的肤色

点大部分观众认为是可接受的
,

越出这范围的点就会被认为是难于接受的
。

从表 1还可以看到
,

在虚线以上的n 个样本中
,

反射形几乎都在 30 一 40 多 之间
,

而在

虚线以下的样本的反射多
,

大多数或在2D 一30多 或在 40 一60 多之间
。

看来反射多在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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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 C IE
一

料色度图上青年女性图像记忆肤色宽容度精圆

注
:
△表示中国女性平均真实肤色

再现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

鉴于 目前彩 电索统均以 亡
。。

为参照 白;为了便于使用
,

我们将上表中被评为可接受的

样本的色度值换算为 D
。。

条件下的数值
,

列表如 2
。

表 Z D 防光源下样本色度值及反射%

样 本 号 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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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真实肤色与记忆肤色之间的关系
,

可由下图 2来说明
。

图中实线椭圆代 表 中国

成人真实肤色色度分布较集中的范围
。

在该椭圆内的 4 个方格是中国成人真实肤色色度

较集中的区域锄(方格中数字为具体人数)
。

从图 2 看到
,

优选肤色点 与中国青 年 女 性平

均真实肤色点有较大的距离
,

优选肤色点并不落在这 4 个方格的任何一个之 中
。

看 来被

人们评为优选 的肤色并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真实肤色为代表的
。

虽然如此
,

它仍落 在 真实

肤色色度分布的大椭圆范围之内
,

而且记忆肤色宽容度椭圆有一部分与中国成人 真 实肤

色色度最集中的这个区域重叠
。

可见人们的记忆肤色还是 以真实肤色为基础的
。

本实验的结果与 5
.
B
.
N ov 记k卿的结果颇相类似

。

他曾用 6 幅幻灯片经由电视扫描让

10名观察者对它们作主观评价
。

结果表明
,

被评为优选 的肤色在色度上与白人 平 均真实

肤色有较大的偏离
,

优选肤色的饱和度比真实肤色的高得多
,

而在色调上则与真实肤色的

很接近
。

我们的结果也表明
,

在 D
。。

条件下优选肤色的饱和度为 36
.
了拓

,

而女性平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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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 01卫
一

咚 色度图上表示真实肤色与

记忆肤色的关系

注
:
△表示中国女性平均真实肤色

肤色的饱和度为 27
.
4拓

,

在色调上前者

的主波长为589
nm ,

后者为 690
nm

。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实验 所 得 的 结

果
,

我们将本实验所用的同一样本 呈 现

在 自然光条件下让观察者进行 评 价
,

借

以探查这两种不同条件下所得到的结果

有无相关
。

实验是在室内自然光 (80 0勒克斯以

上
,

色温平均为 6000
“

K 一6600
0
K )下进

行的
。

样本随机呈现在反射 率 为 6
.
3拓

的深灰板上
。

观察距离约 2 米
。

参与本

实验的观察者计共80 名 (均未参与 上 实

验 )
,

男 45 名女35 名
,

其 中非专业观众占实验总人数80 多
,

美术专业人员占20 拓
。

评价方法

和结果的处理均同上一实验
。

实验结果如下表 3
。

表 3 自然光条件下中国青年女性记忆肤色评价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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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色度值和反射万同表 1
。

表 1 和表 3 的结果颇为一致
,

在这两个实验中
,

12 号样本都一致被评为最 优 的
,

在自

然光条件下不被人们接受的样本
,

经 由电视扫描显示也均不为人们所接受
。

‘

如以 接 受人

数75 书以上分数60 以上作为宽容度界限
,

在表
‘

1 中只有 11 个样本而在表 3 中则 有 」
.
7个

。

这些结果表明
, 要使彩 电系统的色再现给人们满意的颜 色效果

,

原景物提供的色度是很重

要的
。

. 一

丫
‘

“
_ ‘

_

”

…
’

四
、

讨
‘

论
‘

( 一夕关于电视色再现依据的问题 在这问题上
,

·

迄今为止还有两种不同 意 见
。

二

种意见是
,

电视的色再现应 匹配被传输的对象的记忆色
。

理由是观众对屏上再现的颜色
,

特别是对某些常见物体 的颜色诸如肤色的评价
,

.

不是以真实的颜色作比较
,

而是 以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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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作比较的
。

因此
,

电视图象质量的合理的标 准
,

就是传输愉快的可信的图象
,

而 不 是 比

色的或
“

忠实
”

的再现
。

另一种意见是
,

电视的色再现应以 比色的再现为依据
,

所 谓比色的

再现就是指被再现的颜色在色度上和在相对亮度上与原景物的相等
。

理由是比色的色再

现是计算彩 电系统颜色再现失真的基础
。

并认为以记忆色计算彩 电系 统颜色的再现
,

要受

许
·

多条件限制
,

例如眼睛对颜色的适应水平
,

观众满意的程度等
,

都是难以数量化 地 测量

的
。

我们在前一报告中曾根据对 612 名中国人面部肤色实测的数据提出寸中国人面部肤

色色度较集中的 6个区域
。

这些区域可以作为比色的色再现来计算我国彩 电系统的色再

现提供参考
。

本实验提出的中国青年女性记忆肤色的宽容度范围
,

可为以 记忆肤 色 的色

再现来计算我国彩 电系 统的色再现提供参考
。 卜

(
二) 关于宽容度应定 多大范围的问题 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

它依从于生产水平
、

技

术条件以及经济条件等
。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

无论是国外的或本实验提供的范围
,

都假

定被评价的对象处于静止状态的
。

但在观看 电视节 目时
,

画面是在变化的
。

在这情况下
,

观众的注意更多地集中于画面的情节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肤色调包括一个相当大的范围
,

从黄一绿区域到橙一红 区域
,

眼睛对肤色调的宽容度是比较大的
。

再现的肤色只 要 不是

带病态的或发绿色的
,

人们一般都能宽容
。

欧洲广播协会 (E B U )制定的彩色电视系统的

总的宽容度 的界限
,

定在3
.
5A 这个水平上

,

即在一个 6 级质量量表中
,

有 50 书 以上的观众

对图象质量评价为“
·

6
A

( 即在
“

中等刃与
“

稍劣
”

之间夕时
,

这个产 品就算合格
”〕

。

我们认为
,

就一般的电视接收机的显象管来说
,

可考虑上图 1 中虚线椭 圆所包括的范

围
。

这个椭 圆是基于一个 6 级质量量表上取接受人数76多以上分数 60 以上 的 那 些 点划

出的
。

这可说是相当宽容的了
。

但对作为参照接收机的管子来 说
,

宽容 度 的 范 围 应 小

些
,

宽容度范围到底取多大
,

归根结蒂取决于种种实际条件
。

( 三) 皮肤的反射拓的问题 上述两实验的结果表明
,

样本的反射男对观察 者 评价

图象质量起着一定的作用
。

反射多过高的或过低的图象几乎都被评为不满意的
。

这点对

舞台化妆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过浓过淡的化妆会带来不 良 的 效 果
。

已 经证

明
,

在 为电视用的软片上
,

对人物的化妆边到
“

看
,

起来就象现实生活那样
”

就是 最 好 的 效

果
,

看来运用化妆技术使演员面部皮肤反射形在32 一34 多之间
,

效果可能是 好 的
。

日本

为了解决各电视广播台颜色不一致的问题曾提出了肤色调的调节装置
,

在该装
、

置 中采用

的标准化妆 日本女性肤色的反射终是
’

35
.1 中犷

’ ‘ ·

卜
于

一

:

.

一
’
、 一 ’

二
『 ‘ 、

t
‘

t

:

’

· ‘

一 一 五
、

小
’ ‘

.

结

采用同一女青年的24张色度不同钓反射的着色照片作实验样本
。

‘

80
名观察者按芍 级

质量量表对在闭路系统的监示器所呈现的每个样本的肤色进行评价
。 结果表 明

,

被 评为
优选样本的肤色的色度

:
法* 。

.
40 弓6

, , 一 。
;
30 4=9

,

丁*
‘

3 4

.

1 2

。
.

肤色宽容度范围
:.二
植 约

:
从

0. 39 一 0
.
41 , 值约从 。

.
35 一。

.
3 7

,

Y 值约从30 终一4D 书
。

这套样本在 自然光条件下进行了

验证实验
,

结果与经由电视扫描的颇相一致
。

经由电视扫描被评为优选的样本
,

在 自然光

条件下也是优选的
。

这表明要使彩 电系 统的色再现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

原景物 提 供的

色度是重要的
。

本实验的数据可为以记忆肤色作依据来计算我国彩电系统的色 再 现
,

提

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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