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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肤色

色 度 的 测 定均

林仲贤 张增慧 孙秀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采用一 台 &− . 型测 色色差计对我 国 ,+ / 名从新生 儿到三岁幼 儿 0男性 1, +

人
,

女性1, /人2的肤 色色度进行 了刚定
。

结果表明
3

新生 儿期 0出生∗一 ∗4 天2的

肤 色色度与婴儿期 0 1 月一 ∗1 月2及先学龄前期 0∗一 岁2有着明显不同
,

新生儿

的肤色更偏 于黄红
,

平均主波 长 为 ,/ 了
5

67 8 、反扮率 为 1 6 54 万
,

明显较之其它年

龄阶段 为低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肤 色逐 渐增加黄的成分
,

反射率也逐渐 增 高
,

到

1一 岁阶段达到最高峰
,

平均反射率为 1
5

∗拓
。

刺激纯度 0饱和度2在 新 生 儿期

0∗一 ∗4 天2为 +
5

4 形
,

较之 其它年龄阶段 为高
,

但从婴 儿期 01一∗1 月2开始则明

显下 降
,

而从 先学龄前期 0∗一 岁2又逐渐回升增高
。

这种情况可 能代表 我 国黄

色人种儿童肤 色发展 变化的一种规律
。

一
、

问 题

人类自然肤色由于不同人种
、

年龄
、

性别
、

日照程度及健康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对

人类肤色的测定最早系从人类学
、

人种学和生物学的目的出发
,

了解不 同人 种 的 皮 肤色

素
,

后来发现人类肤色在彩色还原的评价及医学临床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

因此

一些国家曾对其本国人种从初生儿到老年人的自然肤色进行了系统的 测 定“期”〕
。

日本

的研究者在对其本国人种肤色广泛测定的基础上研制成的
“

医学用标准皮肤色票
”

已应用

于临床实践帕
。

 ∋9 0国际照明委员会2为计算光源显 色指数而推荐的∗4 块样本 色 中
,

第

∗ 块就是白人肤 色的样本色哪
。

近年来我们根据有关部门的需要
,

曾 对 中国人自然肤色

进行了系统的测定
,

本文报道的是我国正常新生儿到三岁幼儿肤色色度测定的结果
。

二
、

方法及结果分析

侧试仪器系一台日本 +1 . 型测色色差计
,

此仪器的光学传导系采用光学纤维
,

测试

扮
本工作得到北京妇产医院

、

东四妇产医院
、

科学院各所托儿所
、

中关村街 道有关 托儿所
、

北京特种钢厂托儿

所
、

国棉一
、

二
、

三厂托儿所
、

清河毛纺厂托儿所
、

北京毛纺厂托儿所
、

北京第二毛纺厂及北京地毯厂托儿所等

单位大力协助
,

特此致谢
。

∗2 本文∗:;∋年 ∗月 16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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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任意移动它的测试光孔对样品的任何部位进行测色
。

仪器能 自动显示被 测 样 品 的

<
、

∃
、

− 三刺激值
。

根据三刺激值即可计算得 出 ∋9 卿 表色系‘
、

, 座标值及  ∋9 均匀表

色系
、

5

。 座标值
,

计算公式为

工
劣

一灭 =再砚砰玄
∃

万一 几牙下了不玄

4<

< > ∗ 6∃ 十 1

?∀

叉十 ∗ 6 ∃ 十 1

测量部位是左面烦
,

面积为 ∗+ 8 8 梦
。

被测儿童人数 共 6 +/ 人
,

男性 1, 。人
,

女性1洲

人
。

籍贯包括我国南北地区主要省市
。

年龄从新生儿到三岁幼儿
,

其中新生儿 0∗一∗4 天 2

/ 人 , 婴儿期 0 1 月一 ∗1月2 : 6人
=
先学龄前期 0∗一1岁

,

∗ , /人
= 1一 岁 ∗了∗ 人2

。

∗一 1 岁系

指 ∗ 岁以上至刚 1 岁而言
,

1一 岁是指 1 岁以 仁至刚 岁而言
。

测定结果如下
3

一
、

中国新 生一到三岁幼儿肤色平均值 0表 ∗ 2 一

—
一一一

≅

一
一

≅

表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平均色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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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见
,

男性和女性儿童的肤色在 色变上稍有差别
,

总的来说
,

男性儿童 更 偏于

黄
。

在反射率厂上男性也稍低于女性
,

而在饱和度 .刺激纯度 /
一

仁则男性儿童 高 于女性儿

童
。

二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不同发展阶段肤色色度比较 .表 0 /

表 0 中国断生儿到三岁幼儿不同发展阶段肤色色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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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肤色色度 分布0方格

中的数字为具体人数
5

共, +/ 人2

虚线椭圆为新生儿到三岁幼儿典 型 代表 色
区 =
点线椭圆为成人典型代表色区 0括弧内为

具体人数2

从表 1 的结果来看
,

儿童不同 年 龄阶

段的肤色表现了一定的差异
,

其 中新 生儿

的肤色与其它年龄阶段有着明显 的 不同
,

肤色更偏于黄红方向
。

随着年龄的 增 长
,

逐步增加黄的成份
。

从反射率来 看
,

新 生

儿明显低于其它年龄阶段 0平均反射 率为

1 6
5

4万2
,

反射率随着年 龄 增 长 0从 1 月到

岁2逐步增高
,

而以先学龄前期1一 岁儿

童的皮肤反射率为最高0平均为 1
5

∗厂2
。

一般来说
,

男性的反射率略低于 女 性
。

从

色饱和度来看
,

新生 ΦΙ0∗一 ∗4 天2是最饱和

的
,

从婴儿期开始0 1 月一∗1 月2则明显下

降
,

而从先学龄前 期0∗一 岁2开始然后又

逐步回升增加
。

三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肤色 色 度

分布 0图 ∗ 2

从图 % 可见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 肤 色 色度分 布
‘ 值 从 +

5

一+5 41
,

岑值从 。
5

∗

一+
5

/
。

以 ‘ 和 夕进行色域定标
,

则人 数 较 多集 中 在
‘一 。

5

6
,

万一 &
,

, 及 劣一 +5 Ε
, , 二

+
5

, 这两个色区
。

此外
, ‘一 +

5

6
,

万一 +
5

6 = ‘一 .
5

6
, 夕之 +

5

4 = ‘二 +
5

6 , 万一 +
5

6 及 二二 +
5

,
,

, 一 +
5

4 也是人数较多集中的色区
。

如果要定出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的肤 色典 型 代表

色区0相对集中区 2
,

则可用图 % 中的虚线椭圆表示之
,

这六个色区的人数约 占被 测 总人

数的6+ 形
。

为方便比较
,

图 ∗ 中还列出成人的肤 色典型代表色区 0点线椭圆20%
2 。

四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面部皮肤反射率多分布 0表 2

表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面部皮肤反射串帕分布 0, + / 人2

∗ 人 数

反 射 率 终 Β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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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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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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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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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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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4

1 , +

4 :

, :

1

∗ 4

1 , /

6 ∗

+

Ε

, +/

伙尸一

⋯
表 的结果表明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的皮肤反射率分布
,

大部处在 −ϑ一 ,
5

:范围

内
,

人数最多的是在 。一 ∗
5

: 范围内
,

其次是在 1 一
,

: 范围内
。

个别差异很明显
,

反射

率最低值为 ∗/
5

1形
,

最高值为 :
5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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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儿童从新生到三岁阶段
,

男性和女性的皮肤色度都有着一定变化
。

在男女性别上
,

总

的来看
,

男性肤色较之女性更偏于黄
,

反射 率男性稍低于女性
,

色饱和度0刺激 纯 度 2男性

高于女性
。

这种情况类似于成人的结果
,

但幼儿阶段的肤色较之成人更偏黄些
。

新生儿期 0∗一 ∗4 天 2的肤色明显不同于婴儿期 01一 ∗1 月 2和先学龄前 期 0∗ 一 岁2而

偏于黄红方向
,

皮肤反射率较之婴儿期和先学龄前期为低
,

而饱和度0刺激纯度 2则明显较

这两个年龄阶段为高
。

儿童的肤色在新生儿阶段是最饱和的
。

如果将本文所得的结果与

作者对 一 ∗了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及成人的结果 帕作比较
,

可以看 出肤色 变 化发展的基本

情况是 新生儿的肤色偏于黄红
,

以后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加黄的成分
,

一直到三岁
。

三

岁以后又开始增加橙红的成分
。

皮肤反射率在新生儿期是比较低的
,

但 在 满月后从  月

起
,

反射率明显增高
,

也就是说皮肤开始变得光滑 白亮了
,

 一 ! 岁可能是人生中皮肤最白

亮的阶段 ∀平均反射率为 ! 
#

∃男 %
。

到三岁后
,

皮肤反射率又开始逐步下降
,

一直延续到老

年期 ∀老年阶段平均反射率仅为  ∃
#

 多 % , 与此同时肤色饱和度则随年龄增长而逐步 增 加

∀到 & ∋一刊 岁的老年阶段
,

饱和度平均为 !∃
#

(厂 %
。

日本的德桥正 # 曾对∃ ∋ 名日本儿童 ∀从新生儿至 ) 岁 % 的肤色色度进行了测定
,

发现

小儿肤色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
,

新生儿 ∀ ∃ 日一 ∃∗ 日% 色调更偏于红
,

而随着生长而逐渐增

加黄的倾向最高黄的倾向发生在乳儿后期 ∀ 一 ∃ 月 %至乳齿前期
, ∀ ∃ 岁一∗ 岁% 然后从乳

齿后期 ∀∗ 一宁岁%又增加橙红的倾向
。

新生儿的肤色饱和度最高
,

而 随 着生长而降低
。

明

度 ∀反射率 % 在新生儿阶段最低
,

而随着生长明显增加
,

在乳儿后期达 至 最高
,

随后又逐渐

再次降低
。

德桥正对 日本 +,、儿肤色测定的结果与我们对中国儿童所测得的结果基本是一

致的
。

这种情况可能代表黄色人种儿童肤色发展变化的一种规律
。

但 日本新生儿的皮肤

反射率稍高于中国新生儿
,

并且增加橙红的成分系从 ∗ 岁开始
,

较之我国儿童从三岁开始

略晚一些
。

从图 ∃ 的色度分布来看
,

幼儿的典型代表色区 ∀虚线椭圆 % 与 成 人的 ∀点线椭圆 %有所

不同
,

总的来说
,

儿童更偏于黄
,

皮肤较为 白亮 ∀明变较高%
。

但从对我国儿童所测得的结果

表明
,

即使在同一年龄阶段
,

个别差异也是明显的
。

从新生儿到三岁幼儿
,

肤色偏黑者
,

反

射率可低至 ∃(
#

 拓、
而肤色偏 白者

,

反射率可高至!马
#

!拓
。

这种个体肤色的差异
,

主要是由

于皮肤内所含的天然黑色素细胞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不同而决定的
。

四
、

结 论

∃
#

对 −∋ ( 名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皮肤色度的测定结果表明
,

中国新生儿到 三 岁

幼儿肤色平均色度值 ‘二 ∋
#

!&盯
, 斗二 ∋

#

!− ∗ .
反射率为 !/

#

∗多 . 主波长为 &(∗
#

肋 0 . 纯度为

 &
#

∗多
。

 
#

男性幼儿和女性幼儿的皮肤色度稍有差别
。

男性幼儿平均色度 值 二二 ∋# !了∃∋
,

夕

“ 。
#

!&∗) ,
反射率为!∋

#

∋− 男, 主波长为 &(!
#

)11 0 . 纯度为  &
#

&厂
。

女性幼儿平均色度值 二2

∋
,

!&( − , 夕二 ∋
#

!−∋ ∋ . 反射率为 ! ∋
#

3万 . 主波长为 −( &
#

!4 0 .
纯度为  ∗

#

!多
。

!
#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不同发展阶段肤色色度的比较 表 明
,

新 生 儿 ∀ 出 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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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夭 2的肤色与婴儿期 01 一∗1 月2及先学龄前期 0∗ 一 岁2有着明显的差异
,

新生儿的肤色

更偏于黄红方向
,

其平均色度 值 为
‘一 。

5

/ 6 6
, , 二 。

5

6 6 = 主波长 为 ,/ Ε
5

6%% 8
。

随着年龄

的增长
,

逐步增加黄的成分
。

新生儿的皮肤反射率明显低于其它年龄阶段 0新生儿平均反

射率为 1,
5

46 拓2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射率逐渐增高
,

而以 1一 岁先学龄前期阶段反射率

为最高 0平均为 1
5

∗厂2
。

纯度 0饱和度 2在新生儿阶段是最高的0平 均 为 +
5

4 Κ 2
,

从婴儿

期 01 一 ∗1 月2起则明显下降 0平均为 1
5

:厂2
,

从先学龄前期 0∗ 一 岁2开始然后又逐渐增加

0到1一 岁时平均纯度为1, 厂2
。

4
5

中国新生儿到三岁幼儿的肤色色度分 布
,
‘ 值从 +

5

一。
5

41
,

, 值从 +
5

∗ 一 +
5

/
,

较之中国成人为广
。

以 ‘ 和 万进行色域定标
,

则人数 较 多 集 中 在 ‘一 +
5

6
,

万二 。
·

, = ‘≅

了
,

, 一 +
5

6 = 劣一 +
5

6
,

, 二 +
5

4 以及 劣二 +
5

,
, , 一 +

5

6 这 4 个色域范围
。

6
5

反射率的分布情况表明
,

中国新生儿到幼儿的皮肤反射率分布
,

大多数人集中在

1/ 形一 , 厂之间
,

而以 + 万一 万为最高峰
。

个体间差别很大
,

肤色最黑者的反射率可低

至 ∗/
5

1万
,

肤色最白者可高至 :
5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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