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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色彩心理学近年来的发展较快
,

不少工作是有关色再现的问题
,

其中尤 以人类肤色的

复现最引人注意
,

这是因为人 的肤色是最敏感 的一种颜色
,

在 电视上稍为有失去肤色感时
,

观众就难以接受
。

以往的研究
,

一般都采用女性肤色作为肤色再现的评价色样
,

但近年已

有人提出在研究肤色复现方面男性肤色也是很重要的
,

因为在 电影
、

电视中男性的出现要

比女性的多
,

而且男性面部具有女性所不常出现的特殊组织和色素
。

我们在前两项实验研

究中 在电视条件下观察和在 自然光条件下观察 均采用了女性着色照片作为实验样本
。

本

报告以青年男性着色照片作为实验样本
,

对显示在电视屏上的男性人像喜爱色度点进行探

讨
,

研究结果可为彩色电视男性肤色的再现提供基本参数
。

二
、

方 法

实验是通过电视闭路系统采用电视扫描着色的男性照片进行
。

着色照片是 幅同一青

年男性人像反射照片
,

大小为 厘米
。

这些照片根据实验要求由中国照相馆协助制作

和提供
。

每一幅照片的着色都有一点差别
,

色度值及反射率采用一台 一 分光光度计

进行精确测定 数值见表
。

测定部位是照片人像的脸颊部位
,

面 积 为 毫米
。

这

些照片的着色在 一 色度 图上有广泛的分布
。

实验用 的监视器是 英寸的 型
。

摄象装置系 产品
。

屏 的参照 白采用
。 。。

实

验在一遮盖着黑窗帘的室 内进行
。

室内无灯光照明
,

从窗外透射进的光在室 内的照度不到

勒克斯
。

观察距离参照国际无线 电咨询委员会推荐的要求
,

为 一 倍 图像 高 度
。

实验

样本经由扫描在监视器上显示的次序是按照预先随机排列的
。

每张图象在屏上呈现时间为

秒
。

名被试参加评价实验
,

其中有美术专业人员 人
,

占实验总人数的 肠 一般

观众 人
,

占实验总人数的 物
。

进行正式实验前
,

被试进入室内先适应实验环境
,

由主试者说明实验意义和要求
,

然

后将实验照片依次随机地一张张经摄象扫描显示在 电视监视器屏上让被试看一遍 每张呈



现时间约 秒钟
,

使每个被试者对实验样本有个初步的印象
,

然后才正式开始实验
。

被试每

见到一幅电视监视器屏上呈现 的人像图像后必须对其给出一个分数
。

评分采用 号

建议的 级质量量表
,

分为
“

很好
”

分
“

好
”

分
、 “

可以
”

分
、 “

差
”

分
“

劣
”

分 个等级
。

每个被试均对呈现的人像各评定一次
,

并将分数写在发

给的记录纸 的相应 的图片的号码一栏上
。

三
、

结果和讨论

实验结果见表 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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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百分比计算 满分为 二 。。
。

分数百分比是每幅图片实得总分除以满分 再乘以 接受人数百分

比计算 以 分作为通过接受的标准 接受人数百分比是 以每幅图片实际通过的接受人数除以总人数 再乘以

从表 可 以看到
,

中国青年男性着色照片经摄象显示在电视监示器上 以 号为最佳
,

分

数百分比在
,

接受人数为 肠
。

其次为 号和 号照片
,

分数百分比在 一
,

接 受

人数都在 呱
。

由于用作本实验样本的局限性
,

难免还有比这更好色度的样本没有包括

色内
,

同时也由于各人喜爱的差异
,

即使一幅色度很好的人像照片
,

也未必能获得满分
。

所有这些复杂因素都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相对的结果
。

所谓
“

最佳
”

色度点也只是相对而

言
,

就现有的实验样本和实验条件而言
。

通过 电视显示被评为最佳的 号照片的人像色度为
, 。 ,

反射系数为

务
,

主波长为
。

这结果与女性人像的实验结果不相同
。

女性的喜爱肤色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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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青年男性人像肤色在 一 色度图上的分布

表示喜爱肤色色度点 小椭圆表示接受人数在 帕以上
。

大椭圆表示接受人数在 肠以上 △代表真实肤色

色度点

红些被认为是满意的
,

而在我们本实验中的男性人像的结果则肤色比真实肤色更偏于黄些

是被认为是满意和喜爱的
,

这点与国外的研究者得出的结果相类似
,

中国青年 男 性 的 真

实肤色的主波长为
,

反射率为 肠从主波长来看
,

要 比 真 实 肤 色 的 主 波 长

更偏于黄的方向
。

但反射率则与真实肤色相一致是认为满意的
。

号
、

号和 号的照片

的反射率在 一 肠范围
,

这是典型的中国男性肤色反射率的范围
。

看来反射率是很重要

的
,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反射率低于 肠以下的人像照片经摄象扫描显示在电视屏上的

视觉效果都是不好的
。

那些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人像照片
,

大都是反射率低于 肠的
。

无论

是男性或女性最佳人像照片的色纯度都要 比真实肤色的高 之中国男性真实肤色的平均色纯

度为 肠
。

这也就是说
,

经由电视系统所复现的肤色
,

被人们认为满意的
,

在色纯度

上要远比真实肤色的高得多
,

这点与国外的有关报道颇相一致

由于彩色电视再现是人们爱看的肤色
,

许多实验 已表明
,

并不是再现与真实肤色完全

一样时是人们所喜爱的
,

相反的再现与真实肤色有一点偏移的颜色观众反而是喜欢的
。

观众

在观看电视时也不可能直接拿原景物与显象管所显示 的进行直接比较
,

只能凭各人的记忆

和印象来评定
。

人们对彩色图像的色调和饱和度 纯度 的爱好可能是各式各样的
。

这种喜

爱的不同可与社会背景
、

民族习惯
、

经验因素和心理特点等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异
。

就我们

的实验结果而言
,

个别差异是存在 的
,

但总的仍然表现出人们在肤色选择上 的一定倾向性

和规律性
。

四
、

小 结

本研究采用 幅同一青年男性人像着色照片作为人像样本
。

每幅着色照片在色度和光

谱反射率上均有一些差别
,

经电视扫描逐一显示在电视监视器屏上
,

有 名观察者对屏上

下接 更



的强度
。

然而
,

还不清楚减肥是否可以完全有意控制
。

就

班级出勤数据报告说
,

过去行为直接影响意向和现在行为
,

但态度只通过意向来影响行为
。

最后
,

发现意向中介着对于赠券使用的效应
。

这些结果并没有提供一幅简明的图景
。

证据的重点显示出态度通常通过意向来间接地

影响行为
,

与 的看法一致
。

然而
,

也显示出有与 看

法不一致的地方
,

即过去行为对于意向或者是当前行为有系统的直接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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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肤色进行视觉评价
。

结果表明 男性人像最佳的肤色值
, ,

反射

率为 肠
。

主波长
,

色纯度为 肠
。

人们喜爱的电视中国男性肤色的主波长

较真实肤色更偏于黄些
,

反射率则与真实肤色相一致
,

色饱和度远较之真实肤色的为高

反射率过于偏低 如在 肠以下 的人像图片显示效果都不佳
。

本实验所得的数据
,

对改进电视男性人像肤色再现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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