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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色差 刚 色计对 名 一 岁的 中国 儿重和青少年进行 了脸领邵肤 色色

度测定
,

分别 刚 出
、 、

三刺激值及
》

, 色度坐标
。

结果表明 中国 儿童和青

少年的平均肤 色色度值 为
劣

, ,

万 反射率为 形 主波长 为
, 利激纯度 的 为

·

万
。

女性的反舫率略高于男性
,

反射率有随着年

龄增 长而逐 步下降的趋势
。

男性的肤 色刺激纯度则略高于女性
,

饱和度随 着 年

龄增长 而有逐 步增 大的趋势
。

中国 儿童和青少年的结果和成年人 的比较
,

反 射

率较之成年人高 形左右
,

饱和度则低 厂左右
,

主波长则较长约
。

问 题

正常人皮肤的颜色由于年龄
、

性别
、

日照的程度及人种的不同等等
,

有 明显的 差 异
。

人的肤色是彩色电视
、

摄影
、

印刷
、

照明等各方面作为色复现评价的主要试验色
,

因 此
,

许

多国家都进行过各自人种的肤色的测定和研究 幻
。

一些国家曾对其本国人从初生 儿 到

老年人的肤色都作了系统的色度测定
〔幻 。

我们前已进行过中国成人肤色色度的测定认
匀 。

考虑到肤色的再现应包括儿童及青少年的肤色
,

为此
,

我们在前一工作基础 进一步对我

国儿童及青少年肤色进行了测定和研究
。

方 法

测试仪器是一 台
一 全卜 型 自动测色仪

。

此仪器能分别白动测出样品的
、 、

三

刺激值及色度坐标值
。

测试是在室内安静条件进行
。

让被测者把左面颊紧贴在仪器测 试

台一个直径为 毫米的光孔上
。

由主试者操作仪器分别测出
、 、

三刺激值
。

被测人数共 人
,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一 了岁
。

其中 一 岁  人
,

男 人
,

女

人
,

均系幼儿园儿童汀一 岁 打人
,

男 人
,

女 人
,

均系小学生或小学 的初一班学生

一 了岁 人
,

男 人
,

女 人
,

均系高初中学生
。

其中除汉族外
,

还有藏
、

回
、

满等少数

民族青少年 人
,

约 占被测总人数的 厂
。

木论文曾在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宣读
。

本文 了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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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分 析

一
、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肤色平均色度值如表 和图
。

表 】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肤色平均色度值

标一川色 度
结 哭

仁均伍 人

主波
一

决
反 空于率 多

刀 〕

刺激纯度

多

标 准 龙
·

 

。 置、、二、臼 。一。。 一。
·

万。 一  一。
·

一

在表 ‘户我们除了按 年 ‘
、

夕表 色系列出劣
、

夕色度坐标依外
,

还按 年  

一 表色系列 出它的、
、

值以供参考对照
。

从表
’

丁见
,
劣和万的标准差较小

,

说明平均值是相 当集中的
。

彭置信区间的数值是

从这个 人的测试样品的平均值估计总体平均值 即中国儿童及 青少年肤色 的 总 平 均

值 的情况
。

统计处理的结果表明
,

总体的劣平均值有 形的可能性处在  一 了 区

间之内 总体的 , 平均值有 形的可能性处在 一  的区间之内
。

总体的反射率

形的平均值有 拓可能性处在
·

一 之内
。

就统计学而言
,

区间范围愈小
,

表示样

品的平均值可靠性愈高
。

仁述的范围都 比较小
,

可以认为
,

我们这 个测试样品的平均值是

可靠和具有代表性的
。

了, ,

口秒

、

、、

刃
、 〕‘

又
洲

份
一

今燕
气未

斗少丫
,

蕊
、 ‘、

吓、, ,、一 。

以倒
,

扫

里下

弓 〔

劣

麟一。

为了和成人的结果比较 我们 在 图

中分别标出中国成人及中国儿童 青少

年的肤色色度点及主波长
。

中国成人面

部肤色色度坐 标 值 为 劣一 。  
,

夕二

。。 主波 长为 反射率 多为
。

中国儿童青少年色度坐 标 值 为

劣
,

穿
,

主波 长为
·

,

反射率形为
,

成人的肤色偏于

黄些黑些
。

巾国儿童青少年与中国成人

肤色均处于黄橙色区
。

从刺 激 纯 度 来

看
,

成人为
,

儿童青少年为
,

成人

肤色饱和度较之儿童青少年的为高
。

二
、

中国儿童青少年男女性肤 色 色

度比较如表
。

从表 的结果来看
,

男女性肤 色 均

处在黄橙色区
,

但男性更偏于黄些 和 稍

图
、

的色度图 图中△号表示中国成人
平均肤色在色度图中的位置 人平均结

果
。

图中的实心圆点表示中国儿童青少年

面部肤色的位置
。

图中 点表示 光源的

坐标
。



』

合 理 学 报  年

表 中国儿宜 , 少年不同性别肤色色度比较

标 主 波 长

平 均 结 果
色 度

‘ ‘
’

反射率
刺激纯度

拓

男性 人

女性 后 人

了

 !

黑些
,

并且色饱和度也较高些
。

三
、

中国儿童青少年不同年龄肤色色度比较如表
。

裹 中国儿宜 少年不同年龄肤色色度比较

色 度 坐 标

郎 公

反射率

万

主波长 刺激纯度

多止
一结一⋯

一

一

龄
一

一

年一

一 岁

人

男性平均 人

女性平均  人

男女平均 人

了

一

  了了 0
.
3 2 4 1 2 8

.
5 4

5 9 0
、

8

6
9 0

.

2

0

.

3 7 9 7 0

.

3 4 3 6 0

.

2 3 8 6
0

.

3 2 3 9 2 8

.

0 5 6 9 0

一

5

2 6 了

2 6 1

0
.
3 8 32 0

.
2 39 6 2 6 15 2 7. 6

了一12 岁

(217 人)

男性平均(11 3人)

女性平均(104 人)

男女平均 (2 1了人)

0
.
37了8

0
.
3 8 0 6

0
.
3 4 6 8

0
.
3 4 0 1

0
.
34 3 6

0
.
2 3 89 2 6

.
6 5

0
.
2 3马2

0
.
32 53

0
.
322 5

0
.
32 盛0 2 6

.
3马

68 9
.
T

6 9 1
.
5

的0
.
6

25
.
0

26
.
2

0
.
3877 0

.
23马6 2 3

.
5B 3 1

.
3

13一 17岁

(206 人)

男性平均 (16了人){

女性平均 (99 人)} 0
.
3865

0
.
3538

0
.
3428

0
.
3485

0
.
2438

1
男女平均 (206人){ 0 38了1 0

.
2 4 1 6

0
.
3 2 8 0

0
.
3 2 4 3

0
.
3 2 6 3

2 5
.
2 7

24
.
39

5 8 7
.
了

5马2
.
1

5 8 9
.
7

2 8
‘

3

2 9

.

0

从表 3 的结果来看
,

男性的皮肤反射率稍低于女性
,

也就是说男性的皮肤比女性的稍

偏黑些
,

但总的来说男女差别不是很大的
,

只是在年龄较大的一组 (13 一17 岁)
,

男女在反

图 2 中国儿童青少年肤色色度分布
(方格中的数字为具体人数)

射率上的差别才较大些
。

无论是男性或女 性
,

皮

肤反射 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逐步 下 降 的 趋

势
。

这种情况与成人的结果是十分相似的
。

从主

波长来看
,

女性的肤色在儿童青少年阶段
,

随着年

龄的增长
,

女性往黄橙方向变化多
,

男性则往黄的

方向增加
。

刺激纯度 (P e) 的计算结果表明
,

各个

年龄组男性的刺激纯度均高于女性
,

并且随 着 年

龄的增长
,

刺激纯度也增大
。

这种情况和成 人 的

结果也是很相似的
。

成人的肤色比起儿童青少年

的更趋于黄黑
,

饱和度也明显较之儿童青少 年 的

为高
。

四
、

中国儿童青少年面部肤色色度的分 布 情

况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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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可见
,

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面部肤色色度分布
x 坐标 值 从 0. 35 一D. 41

,

夕值 从

0. 32一〔
.
3 7

。

以 二
和 , 进行色域定标

,

则人数多集中在
二二 0

.
38

,

夕一 0
.
34 的区间及

x一 0
.
3 7 ,

, 一 0
.
34 的区间

。

这和成人的情况稍有一些不同
。

中国 成 人 则 较 多 集 中 在 x 一 0
.
39,

, “ 0. 35
、

及 , 二 0. 38
,

, “。
.
34 的区间

。

看来
,

, 一 。
.
肠

,

, ~ 0
.
34

,

无论成人或是儿童青少年都

是人数较多集中的区间
。

此外
, ‘二 0

.
38

,

, ~ 0
.
3 6及 ‘二。

.
39

,

, 一 。
.
34 也是人数较多集中的

区间
,

这和成人的结果是相似的
。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肤色人数在上述 四 个 色 区 约 占

的厂
。

如果要定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肤色大致宽容范围 (相对集中区)
,

则可 用 图 2 中

的椭圆形表示之
。

在椭圆形 内的 6个色域的人数约 占总人数的 74万左右
。

这 6 个色区和

成人的比较
,

其中有 5 个是与成人的相一致的
,

这表 明这些色区
,

无论是中国成人或 是 儿

童青少年都是有代表性的色域区
,

但其人数的排列顺序则稍有不同
。

玉
、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面部皮肤反射率多分布如表 4
。

表 4 中国儿宜和青少年面部皮肤反射率% 分布 (548人)

{ 人 数 分 布

反 射 率 终 {

—

—
—
-一 -- -
—

“ 男
{

女
}

男 女 合 计

17
.
15一17

.
q

‘

3 0

’卜
‘,

‘

g ‘。 ’

}

’2

2。一z“9 3 0
1

‘,

}

‘2

2 2一23
’

g ‘3
1

3 3

}

‘6

2‘一25
’

, 了0 6。

}

‘30

2
卜
z了’

,
.

界7 { 7 5

1

’‘z

2 8一29
‘

, 3

“
61了了

3卜
3“, 2 2

{
习3

1

6 5

3 2一33 月 5

}

8

3‘一36
.
, ‘

{
‘

{

2

3 6一36
·

6
}

。 1

; !
................

~
阴侧.. . . 州. . 侧, . . . . .

表 4 的结果表明
,

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的皮肤反射率书最低值为 17
.
16

,

最高值为36
.
60

,

这就是说儿童青少年的白肤色反射率比成人的要高(中国成人白肤色最高 反 射 率 值 为

33
.
35 拓)

,

而黑肤色的反射率则不及成人黑肤的反射率低(中国成人黑肤最 低反 射 率 为

12
.
46多)

。

从人数分布的情况来看
,

反射率在 1了一26 范围的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人数
,

而反

射率在 26一36 范围的
,

则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
。

大部分人的反射率处在 20 一 31 之间
。

人数最多的是26 一 2了
.
9范围

,

其次是 24 一 25
.
9范围

。

这种情况与成人结果稍有不同
,

中国

成人面部皮肤反射率人数最多的是 22 一23
.
9范围

。

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皮肤反射率的最高

峰点育稍往高偏倾向
。

从所测的648 名儿童青少年的结果来看
,

个别差异是明显的
,

皮肤反

射率的变化可从1了
.
15 拓至 36

.
60 万

。

总的来说
,

儿童青少年的皮肤反射率较之成人的为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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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德桥正 (1966)
〔6“曾对 日本 ,1

、
儿皮肤颜色作过系统测定

,

发现从新生 儿 至 9 岁

的儿童的皮肤颜色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
,

新生儿的肤色有偏红的倾向
,

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

增加黄的倾向
,

然后又再增加红的倾向
。

从我们对648 名 3一17 岁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肤

色测定的结果来看
,

男性和女性的肤色随着年龄的不同而表现一定的差异
。

男性肤 色 随

着年龄增加而有增加黄的偏向
,

女性肤色则有逐步增加橙红的倾向
。

从刺激纯 度 (饱 和

度)来看
,

无论男性或是女性均有随着年龄增
一

长而增加的趋势
。

这种情况和德桥正对新生

儿至 9 岁 几童的测定结果是相似的
。

他发现幼儿阶段肤色的饱和度较低
,

但随着年 龄 的

增长饱和度逐渐增加
。

人的肤 色在不同年龄阶段
,

表现一 定差异
,

这显然是由于在不同年龄阶段
,

人的 皮 肤

内所含的黑色索数量及其分布状况不 同而造成的
。

人类学及解剖学的研究 已证 明
,

现 代

人 分成黄
、

自
、

棕
、

黑的不同肤色的各人种都是由同一种黑色素含量和分布状况不同 决 定

的
。

人的皮!庆分表皮和真皮 两层
。

黑色素存在
一

于表皮层 中
,

黑色素的数量不同决定 了 肤

色是黑色
,

深黑色还是浅颜色
。

同一人种的儿童和 青少年 由于年龄的差别
,

在天然黑色素

的数呈
_
l
_
有所不同以及 以后 的接受太阳光紫外线辐射 的机会的增多可 以使肤色在一定有

限范围内发生变化
。

从我们对 3 岁一17 岁的儿童和青
一

少年肤 色测定的结果来吞
,

13 一 17

岁的 肯少年的皮肤反射率形已大致接近于成人的情况
。

儿童青少年 (3一17 岁)的肤 色色度分布比成人 ( 18 一 70 岁)的肤色色度分布范围要广

些
。

以二和 y进行色度定标
,

前者的色区共分为 30 个 (见 图 2 )
,

成人只有24 个
。

但人数分布

相对集中的色区
,

两者是很近似的
。

在各 6 个人数较多集中的色区中
,

有 5个 是相同的
。

这说明我国黄种人的种族特征无论是儿童青少年或是成人
,

都有着共同典型的一些 代 表

色区
, 一

可以说这几个 色区是比较典型代表中国人种肤色特征的
。

在彩电和照明方面作为色再现评价的试验色
,

一些国家多采用女性或青年女性 的 肤

色为标准
〔协, 。

也有采用女孩肤色为标 准的沟
。

但要对各种类型的人的肤色的色再 现 作

评价就应考虑 到肤色色度变化的年龄特点
,

这其中包括儿童和青少年的肤色色度变 化 的

特点
。

结 论

1
.
对648 名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的面部皮肤颜色的测定结果表 明

,

中国儿童青少年平

均肤色色度值二二 0
.
3828

,

, 一 0
.
3464 ;主波长为 590

.
2n m

;刺激纯度 (Pe) 为 27
.
4厂

。

反射率

为26
.
02多

。

2

.

儿童青少年男女性肤色色度和反射率均稍有一些差别
。

男性平 均 色 度 值 ‘一

0
·

3
8

4
4

,

, = 0
.
3 4 8 7 ; 主 波长为 589

.
In m 刺激纯度 (P

e)为 28
.
3拓

,

反射率为 25
.
60绍

。

女性平

均色度值 ‘ ~ 0
.
3 8 1 2

,

夕一 0
.
3 420 ; 主波长为 59 1

.
5nm ;刺 激纯度 (re) 为 26

.
3多

,

反射率为

26
.
57拓

。

3

.

不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的肤色色度表现了一定差异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女 性 更

偏向黄橙
。

刺激纯度 (p e) 男性略高于女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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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面部肤色色度分布

,
‘值从。

.
35 一 。

.
41

,

万值从 。
.
32 一0

.
3了。

用二

和 , 进行色度定标
,

人数较多集中在
x一 。

.
38

,

夕一 0
.
34
;x 一0

.
3了

,

万一。
.
34
; 劣~ 0

.
3 8

,

夕二 0
.
35 以

及劣一 。
.
39

,

, 二。
.
34 这 4 个色域范围

。

5

.

反射率的分布情况丧明
,

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面部皮肤反射率男性低于 女 性
。

多

数人处在20 万一31厂之间
,

而以26 一27
·

9 为最高峰
,

其次是 24一25
·

9

。

个体间差别很大
,

肤

色最黑者的反射率为17
.
15 粥

,

肤色最白者为36
.
60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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