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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照明条件下中国青年女性

彩色图片的喜爱肤色
�

许 宗惠 林仲 贤 孙秀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类例判断法
,

在不同光源下对 !! 张图片肤色样本逐一地进行主观评价
。

使用

的照明光源为 ∀ ‘。、

# ∃ % 和 & 三种标准光源
,

色温分别为 ∋() ) ∗
、 + ,(−∗ 和 !. (∋∗

。

垂直照明
, + ( )

观

察
。

肤色样本的视角为 !。 。

实验结果表明
/

观察者在 & 光源下比 ∀ ∋ (
光源更容易地评价肤色样本的

质量
,

即在 ∀0 /

光源下的满意样本
,

在 & 光源下其喜爱程度趋于提高
,

而对不满意样本的喜爱程度

趋于降低或基本相同 1在三种照明条件下
,

被评为最佳肤色的样本与真实肤色有些偏离
,

色调略为

偏黄
,

亮度较高
,

饱和度则非常接近
1
在肤色的波长范围内

,

亮度较高而饱和度偏低的肤色样本往

往是优选样本
。

关锐词
/

喜爱肤色 标准光源 主波长 色度坐标 青年女性

引言

人们对被复现的肤色是依据各 自的记忆或印象来评价的
。

肤 色尤其是青年女性肤色是一种颇

为敏感的颜色—无论在彩色电视
、

彩色胶片和彩色印刷等方面复现的肤色 只要稍为不尽人意时
,

就难以被人们接受
。

复现满意的肤色是彩色复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
。

只有当复现 的肤色符合人

们的记忆或印象时
,

才能受到人们的喜爱
。

因此
,

所谓喜爱肤色也就是优选肤色或记忆肤色
。

物体的颜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照明条件
。

有些光源会使肤色失真
。

如在水银灯照射下
,

无论

是真人肤色或图片肤色都会显得发绿
,

从而引起不 良的视觉效果
。

本实验 旨在考察不同照明条件

下
2

,

人们对彩色图片中中国青年女性喜爱肤 色的主观评价
,

找出黄种人的最佳肤色和优选色
,

并将

其色度点标定在 #3 4 5 6 色度图上
。

实验结果对改进彩色印刷
、

舞台照明和商业广告的视觉效果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 方法

!
0

, 样本和条件

对肤色进行评价时
,

人们一般采用真人肤色
、

图片人像肤色和门色尔色票等作为实验手段图
。

本实验采用的实验样本为图片肤色
,

为了排除具体人物形象对记忆色的影响
。

我们在一中性灰纸上

开一个直径为 ,! 毫米的圆形小孔
,

然后将其复盖在彩色人像图片上
,

并使圆孔正对人像的脸颊部

位
。

通过对圆孔呈现的肤色逐一进行评价
。

该小孔的直径为 !) 7 7
,

等于测色仪器的探头大小
。

对肤色测定的部位通常多以脸颊部位为代表
。

本实验采用 8)! ∀ 型色差计测定了 ,9) 张中国

青年女性彩色图片脸颊部位的肤色
。

然后再根据色度点分布的广泛性
、

均匀性和代表性
,

从中选取

!! 张图片作为人像面部肤色实验样本进行视觉评价
。

进行实验时
,

肤色样本随机地逐一平放在美制 & # : 标准灯箱的底面 �灯箱的底面和三个内壁

均为中性灰色  
。

每幅照片的呈现时间约为 8) 秒
。

图片呈现的间隔为 , 分钟
。

照明条件分别为 ∀∋
(

�朝北的平均 日光  
、

# ; % �典型的办公室或商场照明  和 & 光源 �普通的家用照明  三种
,

其色温分

� 本研究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荃金资助
。

与此文有关的交流请与许宗惠 �, −。。,!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联系
0



 ! � 心理科 学 ∀# # ∃ 年第 %! 卷

别为 & ∋ ! ! (
、

� ∀ ∋ )( 和 % ∗ ∋ &(
。

被试正坐在灯箱前
,

脸朝灯箱的开 口一面
。

垂直照明
,

�∋
。

观察
。

样本

视场为 %)
。

%
+

% 被试为 �! 名一
、

二年级大学生 ,男女各 %! 人 −具有正常的颜色视觉
。

%
+

 方法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类例判断法
,

分别在三种光源下对 %% 张肤色样本进行主观评价
。

评分采用国际无

线 电咨询委员会 ∋! ! 号建议在五级质量量表
,

分为
“

很好
” 、 “

好
” 、 “
可以

” 、 “
差

”

和
“

劣
”

五个等级
,

并

分别定为 ∋ 分
、

� 分
、

 分
、

% 分和 ∀ 分
。

被试根据各自的喜爱标准,记忆色 −
,

对分别呈现的肤色样本

逐一给予一个相应的分数
。

正式实验前
,

主试在暗室里讲述实验的目的和要求
,

并将肤色样本随机地逐一呈现给被试一

次
,

以便他们适应环境
,

并对样本刺激有个初步印象
,

然后开始实验
。

每个受试者均对呈现的各种样

本评估一次
。

在改变照明条件之前
,

让观察者休息五
、

六分钟
,

以避免视觉疲劳
。

 结果与讨论

下表是 �! 名被试三种标准光源下对 %% 张肤色样本的喜爱程度进行评定的结果
。

表中
“

评定分

数
”

的算法如下
�

每张肤色样本的满分为 ∋ 分 . �! 一 %! ! 分
。

分数百分比是该样本的实得总分除以

% ! ! ,

再乘以 ∀ ! !
。

从表 ∀ 可见
,

前面 � 张肤色样本无论在 /
&。 、

01 2 和 3 光源下
,

评定分数均在 ∗! 分以上
,

可以

认为这是被绝大多数人视为满意的样本
。

这些样本的主波长在 ∋∗  
+

� 一∋ # ∋
+

∗ 毫微米之间
。

纯度约

在 % ! 一  ! 4之间
。

5 值 ,反射率 −都在 � 4以上
。

在本实验中
,

这 � 张样本的肤色可以视为青年女

性的优选肤色
。

青年女性的人像彩色图片如能还原出这样的肤色
,

就能获得较为理想的视觉效果
。

人们对肤色样本的评价标准往往与自己的喜爱或印象有关
。

在本实验中 ∃ 号肤色样本的评定分数

在 /&
∋ 、

01 2 和 3 光源下
,

分别为 # 4
、

#% 4和 #∋ 4
。

因此我们可将该样本作为中国青年女性人像

图片的最佳再现肤色
。

纵观表 ∀
,

不难发现在女性肤色范围内,主要在黄橙色 区−
,

观众对肤色的满意程度并不单纯地

取决于某一因素
,

而是取决于色调
、

饱和度和亮度间的综合作用
。

主波长为 ∋ # !
+

∃ 毫微米的 % 号肤

色样本 ,纯度为 %∋
+

� 4
,

5 值为 � 
+

� 4 −被视为女性人像的优选肤色
6 主波长为 & !%

+

# 毫微米的 %!

号样本也颇受人们的青睐
。

这个样本在 01 2 和 3 光源下
,

评定分数都在 ∗! 分以上
。

该肤色样本

的特点是饱和度很小 ,∀ &
+

∋ 4 −
,

5 值较大 ,�∀
+

 4 −
。

由此可见
,

即使彩色并不鲜艳的粉红肤色也会

博得公众的好评
,

偏红的色调并不令人反感
。

在 日常生活中青年女性化装时
,

往往喜欢在白粉打底

的脸上抹些红粉
,

以增添美观
。

∀! 号
、

%∀ 号和 %% 号肤色样本的主波长非常接近
,

都在 ∋4 毫微米左

右 ,只有饱和度和 5 值有所区别 −
。

但是
,

它们无论在哪种光源下引起人们的喜爱程度却有很大差

别
。

我们认为在接近真实肤色的波长区域内
,

饱和度和 5 值对肤色的评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主观评

定分数随着饱和度的增加而降低
,

而随着 5 值的增加而增加
。

中国青年女性真实肤色 ,. 7 !
+

 ∗  , 8

一 !
+

 � &− 的主波长为 ∋ # ! 毫微米
,

饱和度为 %∃
+

� 4
,

5 值为 %&
+

 4图
。

从表 ∀ 可见
,

本实验最佳肤

色 ,∃ 号样本 −比真实肤色要更偏于黄些而白亮些
,

但是两者的饱和度却很接近
。

9:; <= >? ) ≅Α 们用门色

尔 色票作为 实验样本
。

他的研究结果表 明
�

记忆肤色 比 自然肤 色亮而黄些
,

但饱和度 要小些
。

Β Χ) Δ : ? Α?Ε 的实验结果与我们的观点更为一致
,

即满意 的记忆肤色比 自然肤色黄些
,

但饱和度非常

接近
。

本实验证实的喜爱肤色与真实肤色的关系同国外的其它实验结果颇为一致 Α>Ε
。

总之
,

我们认

为彩色 图片的优选肤色在主波长
、

饱和度和亮度方面均与女性平均真实肤色有所差别
。

人们喜爱的

记忆肤色并不是对真实肤 色的
“

刻板式
”

还原
。

肤色调的波长范围从黄绿色区一橙红色区变化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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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范围内
,

优选肤色的饱和度接近或低于真实肤色
,

而亮度则要高于真实肤色
。

然而
,

应该指出
,

记忆色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业已印象化了的颜色
。

这种经验色是以原物的真实性为基础的
,

所以偏

离真实肤色太远的再现也是不理想的
。

表 ∀
+

三种标准光源下彩色图片青年女性喜爱肤色的评价值

图片号
色度坐标 主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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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肤色公样品的主波长落在色度图的非光谱轨迹上
,

其补色波长为 &; /
%

& < Γ

影响肤色外貌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照明条件的变化
。

从表 Α 的评定分数来看
,

在不同光源照明

下
,

人们对各种肤色样本的喜爱的程度并不相同
。

5(
/
和 : 光源在色度学 中被推荐为应用最为普遍

的标准照明体川
。

5
( /

光源最接近 自然光
,

所以我们以它为基准
,

与 : 光源下的肤色评定分数进行 比

较
。

我们根据实验分数用虚线将表中数据分为上下两部分
。

虚线以上为基本满意或较满意样本
,

而

虚线 以下为不满意样本
。

从虚线以上的数据 中我们不难发现
Η

如果将 5
(。

光源下评定分数在 (2
%

/ 分

以上的各肤色样本放在 : 光源下让观众评分
,

那么一般来讲
,

肤色的喜爱程度将趋于提高
。

这意味

着
,

就肤色来说
,

在 5
‘/

光源下被认为满意 的颜色
,

在 : 光源下更为理想
Ι
如果将 5

。,

光源下评定分

数在 (#
%

/ 分以下的各样本同样放置在 : 光源下让观众评分
,

那么肤色的喜爱程度将趋于降低或

变化不大
。

由此可见
,

观察者借助于 : 光源要比 5
∃ 6

光源更容易地评价肤色样本的质量
。

至于 7ϑ 9

光源下的评定分数基本上界于 5
( /
和 : 光源之间

,

或接近某一个光源
,

并没有表现 出较强的规律

性
。

我们认为以上差别主要 由光源的色温引起的
。

:
、

7ϑ 9 和 5“ 光源的色温分别 为 2 . / (Κ
、

& ∋ /#

和 ( /。。Κ
。

随着照明光源的色温升高
,

其色调逐渐 由红橙向蓝变化
,

影响被照样本的色貌
。

一般来

说
,

满意样本的亮度较高
,

饱和度较小
。

这类偏淡的肤色经橙红色调的 : 光源照明后
,

显得较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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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

从而消除了略带病态的视觉印象
。

如 % 号肤色样本的评定分数从 ∗�
+

∋ 一 #∀ 分就是这个缘故
。

就

不满意的样本来说
,

其亮度较低
,

饱和度通常偏大
,

色调往往偏 Φ
。

有的肤色主波长 ,∗ 号样本 −竟落

入非光谱色的区域中
。

这类暗而偏红的肤色 ,个别样本为红紫色 −
,

在 3 光源照射下
,

自然就会显得

更红
,

而失去真实性
,

令人反感
。

� 小结

�! 名观察者按五级质量表
,

对呈现在三种标准光源下的 %% 张肤色样本分 别给于评价
。

在本实

验条件下可以看到
�

凡在 /
‘∋

光源下被评估为满意的样本
,

在 3 光源下也会令人满意
,

而且其视觉效果往往更佳
6

凡在 /
& ?

光源下被评估为不满意的样本
,

在 3 光源下其喜爱程度趋于降低或基本相同
。

可见观察者

在 3 光源下比 / &∋

光源更能容易地评价肤色样本的质量
。

在 三种标准光源下
,

被评为最佳肤色 ,. 一 !
+

 ∗ ∀
,
8 7 !

+

 ∋! −的主波 长 ∋∗ ∃
+

∋ 毫微米
6 5 值为

� ∋
+

� 4 6
纯度为 %∗

+

� 4
。

可见最佳记忆肤色与真实肤 色有些偏离
6
色调略为偏黄

,

亮度略高
,

而饱和

度方面则与真实肤色很接近
。

在肤色波长适合的范围内
,

对肤色的喜爱程度取决于亮度
、

饱和度和 色调的综合表现
,

其中亮

度和饱和度起着重要作用
。

亮度高些而饱和度低些的肤色样本视觉效果较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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