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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大学生面孔表情材料系统" 方法# 采集在校大学生的 $ 种情绪面孔图片!首先由 % 名评分者对

情绪面孔进行类别的初次评定!选取评价一致的图片!再由 &’ 名评分者对其进行类别和情绪强烈程度的判定" 结

果# 得到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 $ 种情绪面孔图片!并且每张图片都有其相应的情绪强烈程度分数" 结论# 评分者识

别 $ 种情绪类型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

!关键词" 情绪( 面孔( 评定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1#’’.2’%/’0*&/’0

!"#$%#&%’()"’*$ )$% +,,-,,.-$" */ 0*11-2- 3"4%-$",! 5#6’)1 789&-,,’*$ */ 7.*"’*$
3,4) 567" 89: 5;</=>6

?<@ 86ABC6DBC@ BE F<7D6G H<6GDIJ K7LD>D;D< BE ML@NIBGBO@J PI>7<L< ,N6Q<R@ BE SN><7N<LJ T<>=>7O !’’!’!J PI>76
":;,"&#6"# <;=-6"’>-? UB NC<6D< 6 NBGG<O< LD;Q<7DL! E6N>6G <VWC<LL>B7 L@LD<RX @-"A*%,? 3< NBGG<ND<Q $ Y>7QL BE NBG!
G<O< LD;Q<7DL! E6N>6G <VWC<LL>B7 W>ND;C<LX Z>CLD" % C6D<CL [<C< 6LY<Q DB Q<D<CR>7< <RBD>B7 LD@G< ECBR 6GG DI< W>ND;C<LX UI<
W>ND;C<L [I>NI I6\< DI< A<LD C<WC<L<7D6D>B7L BE DI< <RBD>B7L [<C< W>NY<Q B;DX UI<7 &- C6D<CL =;QO<Q DI< LD@G< 6O6>7 67Q
6LL<LL<Q DI< W>ND;C<L ;L>7O 6 *]W>B7D LN6G<X B-,41",? Z>76GG@ [< OBD 6 L<C><L BE NBGG<O< LD;Q<7DL! E6N>6G <VWC<LL>B7 W>ND;C<L
67Q 6 WB>7D EBC <6NI W>ND;C<LX C*$614,’*$? UI<C< >L L>O7>E>N67D Q>EE<C<7N< >7 C<NBO7>^>7O Q>EE<C<7D Y>7Q BE <RBD>B7LX
"D-E F*&%,# "RBD>B7$ #6N<$ $LL<LLR<7D

非语言行为特别是面部行为具有表达的功能!
能够指示出一个人在特定场合的感受! 面孔是人类

表达情感#认知情感的重要工具和途径!辨认面部表

情的能力是情商的一个重要成分" _YR67‘!a认为存在

六种基本情绪表达$高兴1I6WW>7<LLb#愤怒167O<Cb#恐

惧 1E<6Cb# 悲 伤 1L6Q7<LLb# 厌 恶 1Q>LO;LDb 和 惊 讶 1L;C!
WC>L<b" K^6CQ‘#a在 _YR67 六种基本情绪的基础上又补

充了感兴趣1>7D<C<LDb和害羞1LI6R<b两种情绪" 目前

面孔情绪的相关研究!例如!在与面孔相关的 _cM
研究 ‘0"%a!脑定位研究 ‘."&a!对脑损伤病人 ‘$"da的研究中!
绝大多数采用西方人面孔作为刺激材料"

e6C[>7‘*a认为面部情绪表达是天生的!所以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应该拥有相同的情绪表达方式" 某些

研究结果也证明了 e6C[>7 的观点!但是更多的研究

成果表明人类在面孔识别上存在种族偏向性 ‘!-]!0a!
即人们能够更好的识别本国家或者本种族人群的面

部表情" 现有的面孔标准图库主要以西方人的面孔

系统为主! 目前还没有发现中国人自己的面孔标准

系统‘!%a" 因此我们萌发了建立中国人情绪面孔系统

的想法! 并首先对建立大学生面孔表情材料系统进

行了尝试! 系统的建立将有助于开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情绪研究工作"
我们采集六种基本表情%高兴#愤怒#恐 惧#悲

伤#厌恶#惊讶&和中 性 情 绪%平 静&的 图 片 共 !-$0
张! 通过两次实验对这些图片进行评价分类" 实验

方 法 主 要 参 考 367Of F6CYI6R‘!.a提 出 的 面 孔 图 片

评价方法"

" 实验一

"#" 对象和方法

!’!’! 对象 % 名评分者! 北京高校学生! 男女各

半!年龄 ##%#d 岁!平均年龄 #% 岁!身体健康!无精

神疾病"
!’!’# 方法 图片来源$拍摄 $ 种表情%高兴#愤怒#
恐惧#悲伤#厌恶#惊讶#平静&的数码照片共 !-$0 张

g其 中 高 兴 !*# 张#愤 怒 !&$ 张#恐 惧 !#. 张#悲 伤

!d$ 张#厌恶 $* 张#惊讶 !%. 张#平静 !$d 张b" 照片

拍摄对象为北京市三所高校的在校青年人! 每个被

拍摄者按要求做出 $ 种所需的表情然后进行拍摄"
用 WIBDBLIBW$+’ 软件对照片进行统一标准的后期图

像处理!去掉面孔的头发#耳朵#脖子等外部特征!只

保留眼#鼻#口#面颊等内部 特 征 ‘!&a!图 片 采 用 黑 白!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目号h0’0#.’#&bJ 中科院重要方

向项目1项目号h?SPi#/S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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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评价方法"要求评价者对所呈现的情绪面孔图片

进行分类# 评价者只需指出情绪面孔图片所表达的

情绪类型$不需要提供自己的情绪感受% 实验程序"
用 !"#$%&’ 软件编制程序呈现图片$显示器亮度&对

比度和色彩均为统一设置! 图片呈现时被试根据自

己的即时感受为图片划分类型$ 每种情绪类型对应

计算机大键盘数字键 (")! 分类时间由被试自己掌

握$每完成一幅图片的分类$程序会自动进入下一张

图片$要求被试不做长时间思考!每 *+, 幅图片休息

一次! 正式评价前对被试进行举例讲解$ 并安排练

习$练习图片共 -, 幅!
!"# 结果

对评分者的评价结果进行统计! 选出 . 名评分

者对其分类一致的图片$结果得到高兴 *)/ 张&愤怒

00 张&恐惧 11 张&悲伤 0/ 张&厌恶 *2 张&惊讶 21
张&平静 */+ 张$共 /32 张! 符合要求的图片分别占

原 始 图 片 数 量 的 百 分 比 为 " 高 兴 2*4.5 & 愤 怒

-26/5&恐 惧 *)605&悲 伤 -.635&厌 恶 1.6*5&惊 讶

0-6.5&平静 3.6-5!
由此可以看出$ 人们对某些负性情绪图片的认

同率较低$这与另外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7*/8*)9! 通过

实验后调查$四名评分者反映$辨认厌恶&惊讶&恐

惧&悲伤&愤怒的情绪图片有一定难度$这也同预期

结果一致!

# 实验二

#"! 对象和方法

!"#"$ 对象 北京高校大学生共 0, 名$ 男女各半$
年龄 *3"1. 岁$平均年龄 1*6- 岁$身体健康$无精神

疾病$分别来自文&理&工学科! 实验前告知实验内

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付少量被试费!
!%$"! 方法 图片来源"实验一中$. 名评分者做出

一致判断的图片! 考虑到四名评分者对厌恶&惊讶&
恐惧&悲伤&愤怒的情绪图片存有保留意见$所以适

量增加了以上各类的图片! 最终采用图片"高兴 *)/
张&愤怒 )* 张&恐惧 ., 张&悲伤 )2 张&厌恶 .) 张&
惊讶 *1* 张&平静 */, 张$共 03- 张图片!评价方法"
被试需要为图片划分情绪类型并对情绪的强弱程度

进行 2 点量表评分’* 为最弱$2 为最强(% 被试认为

该面部表情所表现的情绪越强烈则评分越接近 2$
越弱则评分越接近 *% 实验程序"每幅图片会连续呈

现两次$图片第一次呈现时$被试首先按照实验一的

方法给图片划分类型$ 而后在所判断的情绪类型下

进行情绪强弱程度的判断$ 判断时间由被试自己掌

握%当同一幅图片再次出现时$被试需要仔细观察该

图片$ 判断该面部表情中是否还含有其他的情绪成

分$如果有$则继续为其划分类型$并为其强弱程度

打分%每完成一幅图片的分类和强弱程度判断后$程

序会自动进入下一张图片% 每 ), 幅图片休息一次%
正式评价前对被试进行举例讲解$并安排练习$练习

图片共 -, 幅%
#"# 结果

!"!"$ 各类图片百分比分析 根据对图片选择的人

数百分比和图片类型将图片统计分类见表 *% 由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 评分者对高兴的表情有最高的认

同率$有 )06)5的高兴图片的认同率达到 2,5以上$
而对带有厌恶和恐惧表情的面孔图片认同率很低%

表 ! 各类图片百分比$%&

!"!"! 图 片 情 绪 强 烈 程 度 分 析 选 出 认 同 率 在

),5以上的图片$结果得到高兴 *)1 张&愤怒 -) 张&
恐惧 . 张&悲伤 /0 张&厌恶 . 张&惊讶 2) 张&平 静

**, 张% 符合要求的图片分别占所选用图片数量的

百分比为"高兴 236-5&愤怒 /16*5&恐惧 *,5&悲伤

),625&厌恶 36/5&惊讶 3,615&平静 )-6-5% 统计分

析认同率在 ),5以上的图片情绪强烈程度分数$见

表 1%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图片的分值都

在 / 分以上$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们所选择图片

的可靠性%

表 # 各分数段图片百分比$%&

!"!"& 其他因素分析 当面孔图片第二次出现时$
对其打分的评分者数量不显著’#:,6/($所以对面孔

第二次出现时的评分结果没有做分类统计计算% 对

同组评分者没有进行重复测量%

’ 讨 论

  ¡¢ ¡¢ ¡¢ ¡¢ ¡¢ ¡¢ ¡¢ 
4 ¡¢£  1   4 .70    
4-4 .9 ¡ 25 1 3 .40  3 5 .50 1 4 .30 2 .70  
5-5 .9 ¡ 50 5 1 .50 7 1 .80 3 7 .20 3 9 .30 2 4 .30  
6-6 .9 ¡ 25 2 9 .90 2 8 .20 2 1 .50 4 1 .1 0 4 0 .50  
7-7 .9 ¡  4 .1 0  1 .20 5 .40 2 4 .30 25 
8 ¡¡¢           8 .1 0 75 

 

¡¢£ ¡¢ ¡¢ ¡¢ ¡¢ ¡¢ ¡¢ ¡¢ 
30¡¢ 3.30       
30-40 26.70  1 .40 1 . 10 7.60 8.30  
40-50 26.70 3. 10 2. 10 1 . 70 7.60 9.70 32 
50-60 16.70 8.40 9.00 0.60 8.70 13.90 52 
60-70 13.30 14.50 11 . 10 1 . 10 15.20 16.70  
70-80  10 30.50 22.20 2.80 30.40  25   12 
80-90 3.30 33.60 36. 10 16. 10 26. 10 20.80 4 
90-100  9.90 18. 10 76.70 4.30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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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评定结果看! 我们得到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

生情绪面孔图片" 这些图片的认同率 都在 !"!以

上!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各情绪类型图片间的差异"
无论是行为学还是认知神经科学都对人类识别面孔

能力的差异性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我们的实验

结果也符合前人实验的结论"
高兴#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都有最高的认同率"

这与 *+,-#.%)!/01+,#.’)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由表 2
可以看出! 高兴的情绪面孔有 3452!的图片分数小

于 % 分! 这说明人们可以确认面部较微弱的高兴表

情! 而其他表情则需要在表达较为强烈时才能够被

确认"
厌恶# 早期的研究认为! 厌恶的表情较难辨认

#.%&.!)" 通过实验后调查!面部表情的表演者和评分者

都认为厌恶的表情很难表现和识别" 厌恶表情的低

认同率和相对较低的分数也证实了这一点" 实验发

现! 评分者经常将厌恶的表情与其他负性情绪 $愤

怒%悲伤&相混淆’
平静#有较高的认同率!且所有符合要求的图片

分数都集中在 %6! 分" 中性的表情是情绪成分中不

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 我们在六种基本情绪

的基础上!添加了中性的表情"
恐惧#有较低的认同率!但是符合要求的图片分

数都很高(大于 ! 分&) 评分者通常会将恐惧的表情

与惊讶的表情相混淆!这与 *+,-#.%)!/01+,#.’)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 厌恶%恐惧面孔认同率低!也与表演

者的表现准确性有关"
愤怒!惊讶!悲伤#有较高的认同率!且符合要求

的绝大部分图片分数都高于 % 分"
在实验二中!当图片第二次出现时!评分者的比

例 78"5%" 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图片类别界限很明显!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某些评分者

在评价过程中不够认真负责造成的" 这也是在以后

的实验过程中需要改进和注意的地方"
我们对某个 人的某一种 表情只收集 了一张图

片!如果一个人的一种表情有一系列强弱程度不同

的图片会使我们的图片系统更加完善! 对研究工作

也会有更大的帮助!这也是需要补充和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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