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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研究表明 ,身份对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较常见, 但表情对面孔身份识别的影响却很罕见。只有个别

研究发现了表情对熟悉面孔身份识别的影响。最近有研究使用非常相似的模特面孔图片为实验材料, 也发现了表

情对身份识别的影响, 并提出在以往研究中表情不影响身份识别是因为身份的区分度高于表情的区分度。本研究

置疑表情区分度低于身份区分度的必然性,认为过去的研究使用静态表情图片,使得表情自然具有的强度变化线

索缺失, 才导致表情的区分度相对较低。本研究假设, 当表情的强度变化线索得以体现时, 表情的区分度就会提

高, 此时表情识别可能就不会受身份的影响。实验结果支持该假设, 证明表情与身份的区分度水平是决定二者识

别交互模式的重要因素。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能完全证明这两者之间的独立加工关系。此外 ,研究

结果也提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部分分离表情与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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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能轻易地从不同表情中识别出同一个人的面

孔 (即面孔身份识别, facial identity recogn ition ), 也

能从不同人的面孔上识别出同一种表情 (即面部表

情识别, fac ia l expression recogn ition), 识别得如此精

巧,以至众多研究者相信, 识别面孔身份与识别面部

表情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 1~ 6]
。但是,面孔身份

识别与面部表情识别是否真的彼此独立呢? 认知科

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神经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

做了大量的研究。

  经典的面孔识别功能模型认为, 表情与身份信

息的加工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加工路径, 这一观点

被称为独立加工观
[ 1 ]
。这一观点认为, 在经过初期

的结构编码后,表情与身份识别任务将启动各自不

同的加工路径,因而表情与身份识别彼此间相互独

立,互不影响。在此基础上,独立加工观进一步认为

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独立存在相应的神经基础。到

目前为止,独立加工观主要得到行为学、神经心理学

以及认知神经科学三方面研究证据的支持:行为学

中的重复启动效应研究发现,身份识别上出现重复

启动效应而表情识别上不出现重复启动效应
[ 7]

;神

经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失认症 ( prosopagnosia)病人

与杏仁核受损伤病人表现出面孔身份识别与面部表

情识别的分离受损
[ 8~ 14 ]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则发

现, 面孔身份识别激活梭状回面孔区 ( Fusiform Face

A rea, FFA ),而面部表情识别则激活颞上沟 ( superi2

or temporal sulcus, STS)与杏仁核
[ 15 ~ 24 ]

。这些研究

所揭示的功能层面与神经层面上的分离有力地支持

了面孔身份与面部表情识别之间的独立加工关系。

  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发现, 面孔身份与面部表

情识别之间并非一种独立加工关系, 两者之间存在

交互影响,这一观点被称为非独立加工观。支持这

种非独立加工观的实验证据也同样来自于行为学、

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神经心理学三方面的研究。行为

学研究发现,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之间并非彼此独

立而是相互影响的,这表明表情身份识别之间不可

能是一种并行独立的加工关系
[ 25~ 29]

。神经心理学

的研究表明,很多失认症病人在表现面孔身份识别

受损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表情识别受损,

而且有些病人还会伴有物体识别能力的受损, 这提

示表情与身份识别之间的独立并非是绝对的
[ 30~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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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则发现,所谓的梭状回面孔区

( FFA)在本质上更可能是一个负责专家水平亚范畴

分类的脑区,此外,不同表情识别激活的区域也各不

相同, 涉及的皮层区域广泛
[ 33 ~ 35]

。这些研究表明,

表情身份识别之间并不是一种并行独立的加工路径

关系, 而更可能是一种交互关联的甚至是共同的加

工路径关系。

  目前,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之间的独立与非独

立加工的争论仍在继续。尽管两种观点都得到相应

的实验研究的支持, 但双方的证据都存在着不足。

仔细分析那些支持非独立加工观的研究可以发现,

它们发现的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受表

情身份的区分度这一混淆因素的调节。要证明表情

身份识别之间的独立与非独立加工关系, 需要验证

区分度在表情身份识别相互影响中的作用, 这也是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行为实验研究发现表情识别受到身份的影

响
[ 25~ 29 ]

,表明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但奇怪的

是,行为实验研究发现了身份对表情识别的影响,却

很少发现表情对身份识别的影响, 仅在识别熟悉面

孔的实验研究中发现了表情对身份识别的影

响
[ 25, 28 ]

。最近, Ganel等通过降低身份区分度 (即采

用非常相像的兄弟俩的表情图片作为实验材料 ),

在不熟悉的面孔识别中也发现了表情对身份识别的

影响, 并指出过去研究中难以发现表情影响身份识

别的原因在于表情的区分度低于身份的区分度
[ 29 ]
。

在面孔识别研究中,区分度 ( discrim inab ility)是指对

某类面孔信息进行亚类型 ( w ith in category)区分的

难易程度,区分度越高说明对这类信息的亚类型划

分越容易,否则反之。就表情或身份识别而言,区分

度高则表明不同表情或是身份之间容易区分开来,

反之则难以区分。Ganel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表情

身份识别之间确实存在交互影响。

  然而,面部基本表情的区分度真的低于面孔身

份的区分度吗? 难道人能容易地区分身份而很难区

分基本表情吗 (绝大多数实验中使用的是愤怒与快

乐两种表情 )? 从生物生存繁衍的角度来看, 快乐

与愤怒表情不仅识别较快而且区分也很容易
[ 36, 37 ]

。

以往的研究很可能忽视了某些重要影响因素。本研

究认为,自然情境中表情所具有的强度变化线索就

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因为表情总是一定面部动作

的结果,所以表情识别也自然包括对这种强度变化

信息的监测。以往研究中所呈现的静态图片使得表

情的强度变化线索缺失, 因而出现表情区分度低于

身份区分度的现象。换句话说, 由于以往研究均未

能考虑表情的强度变化这个因素, 所以才易于发现

身份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而很难发现表情对身份识

别的影响。

  本研究虽然置疑表情区分度低于身份区分度的

必然性, 但却认同 Ganel等有关控制身份与表情的

相对区分度的做法,并且认为,不仅可以通过降低身

份区分度, 发现表情对身份的影响 (例如, Ganel等

的研究
[ 29]

), 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表情的相对区分度,

发现表情识别可以不受身份的影响。表情身份的区

分度水平是表情身份识别交互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当表情的

强度变化信息得以体现时, 表情的区分度会相对提

高,表情识别将可能不再受身份变化的影响。本研

究通过两个实验对该假设进行验证。在实验一中,

仍然使用以往的研究方式, 呈现静态的表情与身份

图片,考察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之间的交互影响模

式;在实验二中,改用序列渐变的方式呈现表情与身

份图片,使表情的变化性信息得以体现,以提高表情

的区分度,再次考察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之间的交

互影响模式。

2 实验一

  本实验采用新拍摄的中国人脸图材料, 但仍然

沿用过去的静态图片呈现方式, 旨在重复前人的研

究发现,即表情识别受身份影响, 但身份识别不受表

情影响
[ 27, 28]

。

2. 1 方法

2. 1. 1 被试  20名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 男女各

半, 被随机分配到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两任务中。

2. 1. 2 实验材料  选取两名男性模特 (从另外一

所大学招募,与参与本研究的其它被试均不相识 ),

请他们分别表演 3种 (高兴的、愤怒的、中性的 )面

部表情,拍摄了 6张数码图片 (其中的中性表情图

片只用于身份识别任务条件下被试预先熟悉模特身

份 );然后用 PhotoShop软件进行处理, 去掉头发, 适

当修整耳朵,柔化边缘, 去掉面部明显的特征痣, 并

将图片转换为黑白图片,以减少肤色、光照、瑕疵等

的影响。图片的大小为 350 @463像素。然后将两

名模特的 4张高兴和愤怒表情原始图片匹配成对

(图片匹配规则如图 1所示 ), 每一图片对用 magic

morph软件变形并均匀选取 100张图片形成系列,

每一个系列都按照变形顺序对图片从 1至 100进行

编号 (如图 2所示 ), 共生成 4个表情系列与 4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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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系列。再从这 8个系列各自的 100张图片中按照

变形顺序每隔 3张选取 1张 (图片编号不变 ), 再加

上最后 1张原始图片共 26张,组成新的 8个图片系

列, 作为实验一的实验材料。

图 1 4种表情与 4种身份变形系列的生成规则

图 2 实验中所使用变形系列材料示例

2. 1. 3 实验设计  实验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实验

任务, 即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 采用被试间设计。每

个实验任务都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操纵的自变

量均为与识别任务无关的特征的变化, 包括 /变 0与

/不变0两个水平。在表情识别任务条件下, 表情是

有关特征, 身份是无关特征, /变 0是指图片系列表

情变化 (例如, 由愤怒变到快乐 )的同时, 身份也在

变化 (例如, 由模特 A变到模特 B); /不变 0是指图

片系列表情变化时,身份保持不变。而在身份识别

任务条件下, 身份是有关特征, 表情是无关特征,

/变 0是指图片系列身份变化 (例如, 由模特 A变到

模特 B)的同时, 表情也在变化 (例如, 由愤怒变到

快乐 ); /不变0是指图片系列身份变化时, 表情保持

不变。因为两名模特各有两种表情, 所以变与不变

两个水平都各包括两个图片系列, 每种任务条件下

就有 4个图片系列。实验时, 4个图片系列的先后

顺序在被试内进行拉丁方平衡。

2. 1. 4 实验程序  在表情识别任务条件下, 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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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熟悉实验中的愤怒与快乐两种表情, 实验前给

被试呈现原始的四张表情图片 (愤怒与快乐表情图

片各两张 ), 并进行表情辨别的快速反应测试, 反应

后给予反馈,只有正确率达到 100%的被试才通过

测试,开始进行表情识别的实验。在身份识别任务

条件下,为了使被试熟悉实验中的模特 A与模特 B

两种身份,实验前给被试呈现两个模特的愤怒、快乐

及中性表情图片,并进行身份辨别的快速反应测试,

反应后给予反馈,只有正确率达到 100%的被试才

通过测试,开始进行身份识别的实验。

  采用 17吋彩色显示器呈现图片,图片背景与屏

幕背景均为白色,图片中图像部分与被试眼睛之间

形成的视角约为 10b。在实验中, 每一系列中的 26

张图片的呈现顺序是随机的,要求被试对图片上的

表情或身份进行二择一的分类判断。实验流程如

下:首先出现注视点 / + 0 500ms;然后呈现图片, 被

试即可作按键反应, 图片呈现 2500ms或被试按键

消失;空屏 1000ms, 然后呈现下一张图片。在正式

实验前,有一个练习阶段, 包括 2个图片系列 ( /变 0

与 /不变 0各 1系列 )。在正式实验中, 每个图片系

列重复测量 4次,共测量 16次。

2. 2 结果

  为能与实验二结果进行对比, 实验一的结果统

计中分析了两种因变量指标,一为常用的反应时指

标,另一个为边界值指标。

  反应时指标的分析是将表情或身份识别任务中

4个系列的实验结果按 /变0与 /不变 0两水平分别

统计,求出基于系列图片编号的平均反应时,以比较

/变 0与 /不变0两水平下反应时的差异,结果如图 3

所示。表情识别任务中, 考虑变形系列中间部分的

图片其表情具有不确定性 (既非愤怒也非快乐 ), 其

结果不能真正说明无关特征的身份对表情判断的影

响, 因此在分析数据时, 只选取系列中 80%以上被

试判断为愤怒或快乐的表情图片 (即去掉了系列中

第 41至第 65张图片的数据结果 )进行统计。相应

地,在身份识别任务中选取 80%以上被试判断为模

特 A或模特 B的图片 (即去掉了系列中第 45至第

65张图片的数据结果 )进行统计。

  边界值指标的分析方法与上述反应时类似, 即

比较各实验任务中 /变0与 /不变 0两水平下分类边

界的差异。分类边界的计算方法是:统计出每个被

试在两实验任务中的 /变 0与 /不变 0条件下的平均

反应时曲线,以曲线上的最大反应时对应的那张系

列图片的编号作为分类边界的估计值,结果见表 1。

已有研究表明,系列变形图片的反应时曲线能明显

地反映出两种表情或两种身份相互间渐变的过

程
[ 28]

, 因而反应时曲线上最大反应时所对应的图片

编号能够作为被试主观分界点的估计值。
表 1 表情分类与身份分类的边界 (M ? SD )

任务无关特征 表情识别 身份识别

不变 57. 80( 6. 20) 47. 00( 9. 48)

变 53. 00( 8. 64) 49. 40( 12. 43)

图 3 实验一反应时结果



 2期 汪亚珉 等:区分度在面部表情与面孔身份识别交互中的作用 195  

2. 2. 1 反应时分析  在表情识别任务中, 单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表情识别中身份是否改

变的主效应显著 (取 A= 0. 05, 以下同 ), F ( 1, 18)

= 16. 88, p = 0. 001,即身份是否改变影响表情识

别。另外,从图 3还可以看出,中等强度的表情分类

受身份影响最为明显。在身份识别任务中, 单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身份识别中表情是否

改变的主效应不显著, F ( 1, 19) = 2. 23, p =

01152,即表情不影响身份识别。表情是否改变不影

响身份判断这与过去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 25 ~ 27, 29]

。

2. 2. 2 边界值分析  在表情识别任务中, 单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表情识别中身份是否改

变的主效应显著, F ( 1, 9) = 6. 61, p = 0. 030,即

身份是否改变影响表情识别。在身份识别任务中,

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身份识别中表

情是否改变的主效应不显著, F ( 1, 9) = 0. 60, p =

0. 460,即表情不影响身份识别。边界值结果与反应

时结果一致。

2. 3 讨论

  实验一采用新拍摄的中国人脸图材料, 但仍然

沿用过去的静态图片呈现方式,得到与以往研究一

致的结论,即身份影响表情识别,但表情不影响身份

识别
[ 25~ 27, 29]

。Kaufman等
[ 28]
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的

实验研究虽然发现了表情对身份识别的影响, 但只

在识别熟悉面孔时才出现这种影响。在熟悉面孔的

身份识别中,表情的影响极可能是由于表情与身份

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关联,即形成了典型的表情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 实验一中反应时数据在无关特

征变与不变两种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与过去研究不一

样
[ 25~ 27, 29]

, 造成这种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实验一

所使用的材料要比过去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难以进

行分类判断。这种难度上的差异导致被试的具体判

断反应与过去不同:首先,在实验一中, 刺激材料为

对两原始的表情 /身份图片进行变形形成的系列图

片,在这种不同表情 /身份特征混杂且主成分逐渐发

生变化的条件下,表情 /身份特征相对于原始图片变

得较不明显, 此时进行表情 /身份判断相对更为困

难,因而被试可能会自动地利用关联信息, 即在身

份 /表情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会利用身份 /表情信息来

帮助进行表情 /身份判断, 因此,身份 /表情是否变化

这一因素对表情 /身份判断的作用也就突现出来。

其次, 在仅使用原始的表情图片进行的表情 /身份判

断中 (如已有的 Garner范式研究 ), 表情 /身份的特

征总是较明显而不变的,此时表情 /身份的分类判断

无需利用关联信息就能完成,因而身份 /表情信息发

生变化时反而干扰了表情 /身份特征的辨别速度,而

不像在我们的实验中,这种改变的身份 /表情信息正

好被用来帮助完成表情 /身份的分类判断。实验一

中的表情 /身份分类判断比过去研究中的相应任务

困难,得到反应时数据的支持。尽管在本研究的实

验一中被试的具体判断反应与已有研究中的具体判

断反应有所不同, 但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相互影响

模式一样,这也说明实验一中使用强度变化的变形

图片系列并没有影响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交互

模式。

  与过去研究一样,实验一的结果表明表情的分

类判断受身份影响,而身份的分类判断却不受表情

影响。本研究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考虑表情的强度变化线索。为了验证这一置疑

与假设,我们设计了实验二。

3 实验二

  本实验仍采用实验一前期制作的表情身份系列

变形图片作为材料,但采用系列渐变的图片呈现方

式, 旨在提供表情的强度渐变线索,以考察表情识别

是否仍受身份影响。

3. 1 方法

3. 1. 1 被试  48名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 男女各

半, 被随机分配到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两实验任

务中。

3. 1. 2 实验材料  采用实验一前期制作的 4个表

情与 4个身份图片系列,每列包括 100张图片,编号

从 1到 100。

3. 1. 3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与实验一基本相同, 包

括两个相对独立的实验任务, 即表情识别与身份识

别, 采用被试间设计。在每种实验任务条件下,采用

2(系列变形的方向: /正0与 /反 0 ) @2(无关特征的

变化: /变 0与 /不变 0 )被试内设计。在表情识别任

务中,系列变形的正向是指由愤怒变到快乐,反向则

是由快乐变到愤怒;在身份识别任务中,正向是指由

模特 A变到模特 B,反向则是指由模特 B变到模特

A。无关特征的两水平与实验一中设置的无关特征

的两水平相同。由于增加了方向变量,所以每种任

务中的图片系列由 4个增加到 8个。

3. 1. 4 程序  首先让被试熟悉实验中的表情或身

份并进行快速反应测试, 程序与实验一相同。实验

采用渐变的呈现方式,实验前告知被试图片系列是

由一种表情 (或身份 )渐变为另一种表情 (或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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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试在渐变的图片系列呈现中自定步调地进行

二择一表情 (或身份 )判断。实验过程中不告诉被

试图片系列的长度。

  实验设备和实验场景同实验一。实验流程如

下:每一系列开始呈现的都是原始的愤怒表情 (或

模特 A )或快乐表情 (或模特 B)图片,要求被试分别

按字母 / a0或数字 / 60键进行反应;每张图片呈现的

时间为 5000ms, 或被试按键后消失;依系列顺序呈

现下一张图片,图片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0ms,如

果被试认为该图片还属于同一个表情 (或身份 )范

畴,就继续按相同的键, , , ;如果被试认为某张图

片已经变为另一种表情 (或身份 ), 就改按另一个

键,此时记录这张图片的编号 (作为边界值 )并开始

计数, 再继续呈现 24张图片 (如果系列余下的图片

不足 24张, 则会呈现完本系列的全部图片 ), 然后

结束本系列的测试。在实验中,左右按键在被试间

进行平衡。在正式实验前,有一个练习阶段, 包括 4

个图片系列 ( 2 @2种组合,各 1个系列 )。在正式实

验中, 每个任务中每一方向上的 4个系列重复测量

4次,共测量 32次。每个方向上的 4个系列呈现按

拉丁方顺序排列;两个方向上的 8次重复按 ABBA

顺序平衡。

3. 2 结果

  将每一任务中的 8个图片系列的数据结果按变

形方向与无关特征水平进行统计,求出平均边界值,

结果见表 2。

3. 2. 1 表情识别  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变形方向主效应不显著, F ( 1, 23) = 0. 028, p =

0. 868,即表情变形两个方向上的分类边界无差异;

无关特征变化的主效应不显著, F ( 1, 23) = 0. 635,

p = 0. 434,即身份是否改变不影响表情的识别;方

向与无关特征变化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 ( 1,

23) = 3. 50, p = 0. 074。

3. 2. 2 身份识别  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变形方向主效应显著, F ( 1, 23 ) = 5. 98, p =

01023,即两模特身份特征间的差异比较大;无关特

征变化的主效应显著, F ( 1, 23 ) = 5. 85, p =

01024,即表情是否改变影响身份的识别;变形方向

与表情是否改变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 ( 1, 23)

= 1. 75, p = 0. 199。

表 2 表情分类与身份分类的边界 (M ? SD )

任务无关特征
表情识别 身份识别

愤怒 y 快乐 快乐 y 愤怒 模特 Ay 模特 B 模特 By 模特 A

不变 49. 02( 11. 57) 47. 31( 7. 50) 55. 74 ( 11. 07) 60. 83 ( 12. 88 )

变 47. 34( 10. 65) 48. 13( 7. 10) 53. 48 ( 9. 66) 56. 22( 8. 47)

 注:实验二中图片的编号是基于方向的,即在两方向上都是从 1编号到 100,因此可以直接求出两方向上的平均值。

3. 3 讨论

  实验二中表情身份识别的交互影响模式与实验

一正好相反,表情识别的结果符合假设预期,即在序

列渐变的呈现条件下, 表情识别不受身份变化的影

响,并进一步发现身份识别反而受表情变化的影响。

这一结果支持前面提出的区分度观点, 即当表情的

相对区分度得到提高时表情识别将不再受身份影

响,而当身份的相对区分度被降低时身份识别也会

受表情变化影响。

  序列渐变的呈现方式促进表情识别而影响身份

识别可以从两实验中边界值的比较上得到证实。在

实验一与实验二中, 无关特征不变条件下的分类边

界分别反应了两实验中被试区分相应表情身份的难

易程度,是衡量两实验中表情或身份区分度水平的

有效指标。比较两实验的边界值可以发现, 序列渐

变呈现方式下的表情分类边界明显地提前于随机呈

现方式下的表情识别边界, t( 32) = 4. 14, p <

01001,说明序列渐变的呈现方式有利于表情的分类

判断,提高了表情的区分度。同样,比较两实验中身

份分类边界可以发现,在无关特征 (表情 )保持不变

时, 序列渐变呈现方式下的分类边界明显后移,

t ( 32) = - 2. 85, p= 0. 008, 说明序列渐变的呈现

方式影响身份判断, 降低了身份的区分度。序列渐

变的呈现方式使得表情身份的区分度高低出现相反

方向的改变,从而使得表情身份识别之间的交互影

响模式出现反转, 这说明表情身份的区分度水平是

影响两者交互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序列渐变的呈现方式提高表情分类判断的区分

度而影响身份分类判断的区分度还得到实验二数据

本身的支持。用 magic morph软件在两图片之间进

行变形时,变形系列的中间图片在技术涵义上表示

为两图片的平均叠加,因此它代表着特征变形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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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水平。将被试的分类边界与变形的中间水平相比

较可以发现,实验二中表情识别边界在无关变量的

两个水平上都很接近中间水平,而身份分类边界却

都超过了这一中间水平, 即表情识别边界都接近中

间水平但没有相互交叠, 而身份识别的边界却都超

过了中间水平而相互交叠。这说明渐变的呈现方式

促进表情的分类判断而影响身份的分类判断, 根据

区分度的定义可认为系列渐变的呈现方式提高表情

的区分度而影响身份的区分度。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研究发现了表情的强度渐

变线索对表情独立识别的重要作用。上述结果表

明,序列渐变的呈现方式不仅提高了表情的区分度

水平还同时影响了身份的区分度水平, 从而使得身

份识别也受到表情的影响。这与 Ganel等在研究中

降低身份区分度而发现表情对身份识别的影响有着

相似的效果。但与 Ganel等研究发现不一样的是:

本研究使用一般的面孔图片,通过提供表情的强度

渐变线索,发现了表情识别不受身份影响这一结果,

这是过去研究未曾发现的。这一发现表明, 在表情

信息比较充分的条件下表情识别可以独立于身份

识别。

  需要说明的是, 实验二中边界值的计算基于了

一个假定,即变形系列能够体现出表情在强度上的

渐变。这种假定得到实验一数据及过去相关研究的

支持:首先, 实验一中的反应时曲线与分类比率曲线

均表明,随着系列中表情或身份的逐渐变化,表情或

身份分类判断的反应时则是先均匀上升然后再均匀

下降, 相应的判断比率也是由一致确认到不确定再

到一致确认,与强度渐变的假定一致。这一结果也

与 K aufman等
[ 28]
的研究数据一致;其次, Ekm an等

研究
[ 38]
表明,基本面部表情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几个

关键的面孔部位在一定空间上的不同幅度的变化,

实验中的系列渐变具有类似的特点; 最后, Calder

等
[ 39]
的研究表明,将面部基本表情变化的幅度进行

夸张, 甚至是戏剧性夸大后,被试对相应表情范畴的

确认没有变化,只是认为表情的强度变得更强而已,

但此时的身份却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说明对基本表

情的识别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关键面孔特征的强度

渐变线索,因此, 实验中不同面孔身份之间两种表情

的转换也能体现出两种表情之间的渐变过程。

4 综合讨论

  表情的强度变化信息对于表情的识别很重要,

而过去的研究恰恰是忽视了这一因素。表情总是一

定面部动作的结果,因而准确地识别表情就必然包

含对这种表情变化信息的监测。面孔作为行为信息

表达最集中的部位之一,总是同时传递多种信息,如

何有效地区分与整合这些信息是面孔识别认知机制

的关键。运动变化类信息对单独的表情或身份识别

的影响近来也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
[ 40, 41]

。从

适应环境的角度来看,不仅人,大多数生物对运动变

化类信息都有着特别的敏感性, 因此运动变化类信

息是个体判断外界事物的一类重要信息。表情的强

度变化正属于这种运动变化类信息, 探讨表情与身

份识别之间的交互影响时不考虑表情强度这种变化

信息显然是不合适的。

  表情与身份的区分度水平决定两者之间的交互

影响模式。综合本研究与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静

态图片呈现使得表情的区分度低, 结果是表情识别

受到身份的影响, 身份识别不受表情影响 (见文献

[ 25~ 29], 以及本研究实验一 );采用长得相像的兄

弟俩面孔图片,单纯地降低身份的区分度,结果是不

仅表情识别受身份的影响, 而且身份识别受到表情

影响
[ 29]

;采用序列渐变的图片呈现方式, 提高表情

区分度的同时降低身份的区分度, 结果是表情识别

不再受身份影响, 但身份识别却受到表情的影响

(见本研究实验二 )。这种明显的变化规律说明, 表

情与身份的区分度水平决定两者的具体交互影响模

式。换句话说,就是当表情 (或身份 )的区分度较高

时, 表情识别 (或身份识别 )不受身份 (或表情 )的影

响;但当表情 (或身份 )的区分度较低时, 表情识别

(或身份识别 )就会受身份 (或表情 )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交互影响与严格意义上

的交互作用尚有差别,在有些研究中这种交互表现

为表情与身份识别之间的相互干扰 ( interfer2

ence)
[ 27, 29]

,在本研究中这种交互影响表现为表情

身份知觉在信息上的相互依赖 ( dependencies )。

H axby等
[ 42, 43]

从认知神经研究的角度提出的分布式

表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交互影响背后的认知

机制。H axby等认为, 表情与身份信息在人脑中是

一种分布式的表征,表征表情与表征身份是在大脑

的不同皮层区域完成,不同的表征启动不同的后续

神经模式,但所表征的信息相互间是关联的,因而表

征之间体现出重叠性
[ 42, 43]

。基于重叠表征的理论

假设可以推测,当一种信息识别区分困难时,与之重

叠的另外一种信息就会提供参照并产生影响。就本

研究而言,表情识别与身份识别之间的交互影响在

本质上表现为当表情 (或身份 )识别困难时会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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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或表情 )信息进而受到的影响。

  关联信息的分布式表征观得到近期一些研究的

支持
[ 40, 41, 44~ 48]

。这些研究发现,表情识别主要与面

部的范畴信息相关, 而身份识别则主要与轮廓信息

相关;范畴信息似乎更多地由低空间频率传递,而轮

廓信息则更多地由高空间频率传递。无论是轮廓与

范畴的划分,还是低空间与高空间频率的划分,它们

都是相对而言的。轮廓既包括面孔的整体外形轮

廓,又包括各部分的轮廓, 以及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

系轮廓;而范畴则是在面孔特定几个部分的轮廓特

征基础上形成;因此, 当范畴所基于的轮廓具有显著

性特征时,这种特征就成为身份信息,而这种身份信

息则极易影响表情范畴的判断。由此可见, 关联信

息的重叠表征确实能较好地解释表情识别与身份识

别之间的交互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进一步揭示,表情与身份的区

分度水平决定表情身份识之间的交互影响模式,并

且这一交互影响机制可以用分布式表征模型予以解

释。此外,我们的实验结果也为分离表情与身份信

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序列渐变的呈现方式在

促进表情识别的同时影响身份识别, 这对表情与身

份识别的计算机处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研

究尚有不足之处,实验没有实现只提高表情的区分

度而不影响身份的区分度, 未能观察到表情识别与

身份识别之间不出现交互影响的实验现象。此外,

本研究对范畴轮廓信息与表情身份信息的对应关系

的分析只是基于对过去研究的总结, 若要明确地界

定两类信息并说明其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

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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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oduct ion Since a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was set in the funct iona lmode l for face recogn it ion ( Bruce &

Y oung, 1986),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 lations between fac ial expression and fac ia l

identity recognition. Some studies supported the op in ion of independent processing between facia l express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but the others provided evidences for the op in ion of interdependent processing between the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 ieces of evidence that supported interdependent processing cam e from the behavior

stud ies, wh ich revea led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recogn ition of facia l identity and facial expression. H owever,

in thes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acia l expression on fac ial identity recognit ion is hard to be found compared to the

in fluence of identity on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espec ially in unfam iliar face recognit ion. Recently, G ane l et a.l

demonstrated the influence of expression on ident ity by reduc ing the discrim inab ility of facial identity, and then

expla ined the fa ilure of find ing this k ind of influence in the past studies. The presen 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hallenge the argument that the discrim inab ility of fac ia l express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fac ial iden tity. The past

stud ies all neglected the intensity varia tion informat ion of fac ial expression although it should be very important to

fac ial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W e addressed th is issue in the present study. W e hypothesize that when fac ia l

expressions were d isp layed w ith intensity varying, the influence of facia l expression on iden tity recognition m ight

disappear.

  M etho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experiment 1, part 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judge identity or expression of random ly d isplayed morphing pictures, and the influence between fac ia l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recogn ition was exam ined w ith reaction t ime and boundaries as dependent variation. In

experiment 2, part icipantswere asked tomake judgment alongmorphing continua, and the influence between fac ia l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recognit ion was measured w ith boundaries as indicator.

  R esults The resu lts of experimen t 1 indicated that ident ity influenced expression recognition but expression

did not affect identity judgmen,t which replicated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In experiment 2, the influence

of ident ity on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d isappeared.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 ith our pred ictions: when fac ia l

expressions were d isp layed w ith intensity varying, the in fluence of fac ia l expression on ident ity recognition wou ld

disappear.

  Conclusion Facial expression intensity cue enhanced the d iscrim inability of fac ial expression but not that of

identity, and then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expression recognition disappeared.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cou ld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low discrim inab ility of facial expression cou ld cause the influence of ident ity on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must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the op in ion of independent processing. In add ition, the resu lts of present study also provided a possib le way to

dissoc iate informa tion of facia l ident ity and expression.

K ey words  facia l ident ity recogn it ion, fac ial expression recogn it ion, intensity variat ion of facia l expression,

discrim inab iltity, distributed representa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