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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幅同一老年男性而脸部色度有所不同的照片作为实验样品 名被试采用等级判别

法对实验样品进行主观评价 结果表明
,

中国 老年男性的着色照片的喜爱肤色色度值为

始
,

一  刁 反射率为
,

主波长为
,

色纯度为 和真实自然肤色 比

较
,

主波长没有变化
,

但反射率和纯度高于真实自然肤色
。

通过实验还得出了老年男性着色照片

的可接受的色度范围 此基本参数可作为老年男性肤色再现的参考
。

关健词 老年
,

喜爱肤色
,

宽容度

前言

色彩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

即是有关彩色再现的心理评价问题
。

颜色感觉是一种心理

物理现象
,

光波作用于视觉器官
,

神经冲动将信息传递至大脑产生颜色感觉
,

但什么样的颜

色产生令人喜爱的感觉
,

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

是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间题 在众多的常见物

的颜色再现中
,

人类肤色的再现是很重要的
,

人们对肤色的变化是很敏感的
,

稍有一点畸变
,

就往往难以接受
,

人物肤色再现不好
,

会严重影响视觉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
,

人物肤色可因

性别
、

年龄
、

光照程度及健康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近年来我们曾经进行过女性着色人像

照片的喜爱肤色及宽容度的研究
,

发现人们喜爱的青年女性的着色照片的肤色在主波长上

与真实肤色相一致
,

而反射率和饱和度略高于平均真实自然肤色是人们喜爱的
,

反射率过于

偏高 如在 以上 或过于偏低 如在  以下
,

则肤色再现效果不好川
。

在彩色电视男

性人像肤色喜爱色度点的实验研究中
,

则发现人 们喜爱的电视中国青年男性肤色的主波长

较之真实肤色更偏于黄些
,

反射率则与真实肤色相一致
,

饱和度则远较之真实肤色为高 反

射率过于偏低 如在 写以下 的人像 图片在电视中显示效果都不佳闭
。

近年来
,

随着生活

条件的改菩
,

老年人占人 口 的比例越来越大
,

老年人的容貌肤色的显示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

本研究是根据有关方面的需要
,

探讨了老年男性人像优选色度点及宽容度问题 所得数据可

以为老年男性整容及肤色再现提供参考
。

实验方法

用于实验的人像照片样本是一套 张的同一老年男性 年龄约 一 岁 的反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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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照 片
,

大小为 厘米
。

照 片根据实验任务摇要由北京市一所一级照相馆协助制作和

提供
。

每一幅照片的着色都要求有一点差别
,

色度值及反射系数采用一台 型 自动侧色

仪进行色度测定 数值见表
。

测定部位是照片人像有代表性的脸颊部位
,

测试光圈直径为
。

照片的色度值分布
,

值从 一 刁 值从 一 反射系数 值 从

一
,

色饱和度从 一
。

进行实验时
,

将这些照片逐一地随机平放在两张靠近窗 口 的光线充足的桌子上的一块

反射系数为 环的中性灰布上
。

每次实验用照度计测定照度 控制在 一 勒克斯范

围
,

平均为 勒克斯左右
。

观察距离为 米
。

参加视觉评价实验为一般观众 学生
、

军人
、

干部
、

工人 及专业人员 美术工作者
,

共计人数 人
。

男性 人
,

女性 人
。

其中专业

人员为 人
,

约占实验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实验 中要求观察者对每一幅照片

,

依据各 自喜爱的标准
,

对每幅照片人像的肤色满意及

喜 爱程度 分别进行评分
。

评分采用 号建议的 级质量表
,

分为
“

很好
”

分
,

“

好
”

分
, “

可以
”

分
, “

差
”

分
, “

劣
”

分 个等级 观察者必须对每一幅照 片给

出一个分数
,

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对 张照片作相互比较
,

直至对 幅照片分别都给出分数

为止
。

结果和讨论

实验结果见表 和图
。

从表 可以见到
,

对同一老年男性的着色色度不同的照片
,

以第 号照片的肤色色样为

最好
,

分数为
,

接受人数为 其次为第 号及第 号照片
,

这三幅照 片评定分

数都在 分以上
,

接受人数在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幅照片的主波长都在
,

处于黄橙色区范围
。

根据我们以前对我国老年男性 一 岁 人的自然肤色实测 的结

果
,

平均色度坐标为 二
,

反射率为 色纯度为 主波长为

’ 比较这两者的结果可以看出
,

着色人像照片的优选肤色的反射率及色纯度均较之真

实肤色为高
。

但主波长都十分吻合
,

它们的色度点均大致处于 白点延长线与光谱计轨迹
、的相交的一条直线上

,

均处于黄橙色 区范围 可以认为照片的再现优选肤色仍然是

以真实肤色为基础
,

但它又 不完全等同真实肤色 着色照片的喜爱肤色的反射率及色饱和度

均略较之真实肤色为高
,

这一点与青年女性的着色照片的结果趋势是很相一致的
。

我们再看

看被评为不能接受的 张照片的情况 见表 不接受范围
,

这些照片的主波长从

至  
,

总的来说比真实肤色更偏于黄色 可以认为人们喜爱的老年人照 片再现 的肤色

不能过于偏黄
,

过于偏黄的肤色是人们不喜爱的
。

这点与国外对 白种人肤色的研究结果有所

不同
。

的研究结果表明
,

对白种人的肤色
,

其照片再现的喜爱肤色则要

比原来的肤色更偏于一些黄是满意的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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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老年男性着色人像照片评定结果
’

照 色 度 坐 标

片

—
号

反射系数 主波长 纯度 实 脸 结 果

分数 接受 总评

人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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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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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0

.

1

4 2

,

2

4 5

.

7

4 1

.

8

4 0

.

1

4 2

.

1

4 2

.

0

4 1

.

7

6 8

.

5

6 8

.

6

6 7

.

8

6 7

.

4

6 5

.

7

6 5

.

7

6 4

.

0

6 3

.

7

6 3

.

1

8 6

.

9

7 7

.

1

8 5

.

4

7 4

.

8

8 3

.

1

8 0

.

8

7 7

.

1

7 4

.

0

7 6

.

9

可以接受

1557刊136

0
.
4004

0
.
3978

0
.
398 1

0
.
410 6

0
.
4030

0
.
3947

0
.
373 3

0
.
365 5

0
.
3663

0
.
3784

0
.
382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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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5

17
.
0

3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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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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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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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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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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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6

.

0

5 8 4

.

6

5 8 1

.

7

5 7 9

.

5

3 9

.

8

3 6

。

O

3 6

.

2

4 4

.

0

4 2

.

0

4 1

.

9

6 0

.

2 5 7

.

7

55
5 5 8

.

8

5 2

.

1 5 一 9 不接受

41
.
5 28

.
3

40
.
9 25

.
9

39
.
6 24

.
4

9101641718

,
分数百分比计算

:
嘴分为 13 0 X S ~ 石50

,

分数百分比是每幅图片实

得总分除以满分 650 再乘以 ID O
,
接受人数百分比什算

:
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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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这可能是白种 人的肤色原来偏 白
,

照 片还原的肤色偏一卢黄反而觉得好看
;而中国人属

黄色 人种
.
照片还原的肤色比原来的肤色更偏于黄就觉得不好看了

。

除了主波长外
,

反射率

及色纯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

如本实验中的色样 中被评为不被接受的照 片
,

大都反射率偏低

(在 16 一 23 线之间 )
。

色饱和度偏低(如 36 % )似也令人不接受 如果将老年男性的着色 照片

的实验结果与我们以前进行的青年女性着色照片的实验结果相比较
,

女性的喜爱肤色的色

度点
,

主波长在 589 一 590n m 范 围
,

肤色偏于橙红方向
,

这点与男性的有所不同
。

这也表明
,

对着色照片的优选色度要求
,

不 同性别及年龄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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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男性粉色人像照片肤色色度在 cIE 一 xy 色度图上分布

小圈为优选肤色色度点
.
大圈为可接受范围色度点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 18 幅同一老年 男性着色照 片作为实验样本
。

每幅着色照片在色度和光谱反

射率上均有一些差别
。

照 片大小为 29 x 23 厘米
,

用一台 30 2D 型 自动测色仪进行了色度测

定
,

这些照 片在 c 1E 一
xy 色度图上分布不同

。

]8 幅人像照 片依次逐一呈现在一中性灰板上 (Y = 5
.
3)

,

让观察者进行喜爱肤色的 主

观评定
。

实验结果表明
:
老年男性着色照 片的最优色度为

x 一 0
.
43 9

,
y

~ 0

.

3 7 4 组; 反射率为

25
.
2%

,

色纯度为 48 %
,

主波长为 587
.
7n m

。

人们喜爱的老年男性着色照 片的肤色
,

在 主

波长上与真实肤色相一致 仁或相接近)
,

而反射系数则较之真实肤色为高
;
老年男性着色照片

的肤色色调过于偏黄或反射率偏低(16 一 23 % )都 不为人们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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