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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 
 

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全称为“基于生物学原理对影像中人物

潜在情绪智能分析的技术”，顾名思义，该技术是通过分析影像中人

物因心理产生的生理变化相关数据来判断人物情绪指征，该技术目前

可分析的数据内容多达 150 个，可分析的心理生理指数包括：易怒程

度（攻击性）、紧张焦虑程度、身体平衡感、活力及精神状态、压抑 

（抑制）程度、压力程度、危险程度、自信程度、自我调节能力、神

经质状态、疲劳兴奋指标、性格内外向程度、情绪稳定性程度、反应

灵敏度、反应程度等 15 种指标，并由此可分析影像中人物性格，心

理情绪状态等，也可借助专业提问的配合判断人物是否有说谎或者其

兴趣特长等。 

1、技术原理及技术路线 

该技术结合生物统计学、生物测定学、视频捕捉分析算法、生物

热力学等多个学科研发而成，通过捕捉分析视频影像中人物的头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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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振幅和振动频率，结合心理生理学整理出的独有算法，达到判断

人物潜在情绪的目的。这种情绪不等同于表情，而是心理经由前庭器

官及神经指挥产生的肌肉微运动形成的无意识情绪反应，故称为潜在

情绪，而潜在情绪，恰恰是人心最真实情绪的反应。 

在计算分析时将其肌肉运动状态利用人体热力学原理将其用色

块区分，再根据颜色来判断其情绪状态： 

红色：兴奋、激动、易怒

黄色：烦躁、紧张、焦虑

绿色：平和、安静 

蓝色：休息、稳定

紫色：疲劳 

将影像中的人物视频转换成不同颜色所组成的影像，能够让我们

更直观的分析判断该人物的情绪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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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通过将肌肉微运动转化为影像中像素点运动，捕捉其三维

运动轨迹并辅以相应的公式进行计算，得出相应心理生理参数，部分

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1） 、T1 攻击性 

T1 值由频率直方图确定，表示人脸振动频率和标准差频率的最大分布值，最大

分布值越大，标准差值越大，则参数 T 的值越大。 
 

（2） 、T2-压力 

T2 值由振动影像的不对称性决定（通过影像中的光环可见），指人的头部左

右微运动时具有不对称性，随着 T2 参数等级增加，头部左右微运动的振幅和频

率差异也越大。 
 

(3)、T3-紧张/焦虑 

T3 值由人头部微动频率范围内高频部分与一般幂之间的关系确定，高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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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度值越大,T3 值越大。 

 

（4） 、T4-可疑 

T4 值是 T1、T2、T3 三项负面情绪值的平均值，代表一个人负面情绪的一般

水平。 
 

（5） 、T5-平衡 

T5 由频率直方图确定，表示被试频率直方图正态分布的相似程度，越趋近于正

态分布，T5 值越高，反之则越低。 

（6） 、T6-魅力 

T6 参数由头部系数运动的对称性（左右）决定，动作的对称性越大（包括振

幅和频率）代表 T6 值越大。 

（7） 、T7-活力 

T7 参数由频率直方图确定，为头面部振动频率的最大密度和标准差的差值。最

大密度值越大，标准差或变异性越小，T7 越大。 

 

（8） 、T8-自我调节 

T8 是 T5、T6 两项正向情绪值得平均值。 
 

（9） 、T9-压抑（F6） 

T9 表示一个真实的物理维度，反映被试对事件（刺激）的最小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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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T1=0.1 表示反应时间为 0.1s，反应时间越长，压抑水平越高。 
 

（10） 、T10-神经质 

T10 是在测量时间（默认为 60 秒）内 T9 的标准差，其标准差越高，心理生

理不稳定性越大，神经质越高。 

 

 

2、技术特点及优势 
 

该技术主要特点及优势是速度快、非接触，技术先进且成熟。 

速度快：该技术在反恐及快速检测应用中最短的分析时间为 0.372 秒，用于

心理健康的时间为 30 秒至 7分钟（一般的心理健康测试为 30 分钟至 2 小

时）。因其不需连接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比对，可单机运行也可组网协同应

用，故其大大缩短了分析计算的时间。 

非接触：因其通过视频影像进行情绪分析，全程无接触，故减少了被

测试人员的抵触性的警戒心。在反恐应用中，被测试人员甚至不会知

道经过了该测试，从而可以更准确的分析到人物的心理。 

先进性：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尚无同类技术见于市面，包括欧美、中东

等多个技术强国也无类似技术面世，更多的还是基于视频分析算法叠

加数据库进行应用的表象情绪分析，或基于眼动频率、音频变化等方

式进行情绪计算，但这些生物特征具有训练性和刻意性，故结果可能

会存在主观性。利用生物原理对人体肌肉的微运动进行捕捉分析和计算，

因其为不自主意识下情绪的反应，故训练性和刻意性程度大大降低甚

至为零，故结果会无限接近人的真实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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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应用 
 

随着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应用领域和行业的拓宽，已在很多行

业和领域形成了专业性的测试系统，下面将列举在我国可应用的行业

和领域。 

1、潜在情绪分析技术系统分类 
 

根据技术应用行业及领域的不同，目前该技术可分为八类： 

 

A、反恐快速检测系统 
 

通过三项情绪指数测算，综合计算目标人物的危险性，指数越高， 

目标人物的危险等级越高。管理人员可进一步盘问，核实身份等，起到

预防犯罪的作用。可用于各种安全检查站点，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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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心理健康检测 
 

主要分析计算人的十项情绪指数，并给出分析报告，判断人的心

理健康状态。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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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殊岗位上岗前检测 

通过 30 秒检测，对被测人员的压力、活动、稳定、自控性进行

评估，从而确定被测人员是否可以上岗工作。可应用于驾驶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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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工作岗位的人员上岗前测试。 
 

 

 

D、兴趣培养及入职检测 
 

通过被测人员回答已设定问题时的情绪状态，评估该人员的特长

并根据 2013《国际职业大典》分类给出从业和学习建议方向。该理

论源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可广泛应

用于兴趣培养及入职检测，升学就业指导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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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包括前面所讲各种参数测试，可综合并直观的分析被测

试人员的所有情绪状态。方便研究人员达到全面研究人体各种情绪与

宏观及微观运动之间的关系。可应用于各院校心理研究专业或相关专

业，以及各种科研单位。 

 

 
 

F、人格特性评估系统 
 

根据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尔的理论设置了问卷，通过被试在回答问

题过程中的情绪反应判断其人格特性，同时与我国目前主流应用的人

格障碍评测系统ICD10 进行了特征匹配，使其在医院及社区得以广泛

方便应用，及时发现存在人格障碍的人员并能够及时辅助治疗或介入

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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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移动端在线心理健康检测系统 
 

在线检测系统是一款手机应用软件，用户在通过手机自助进行心理

生理状态的检测评估。目前可应用于安卓手机。用户下载APP 后， 可

进行检测。该系统可应用于更多非专业人群，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检测，

极大的简化了人们了解自我探知自我的过程。 

2、社会公共安全的应用 
 

社会公共安全应用包括安检（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站） 

的一般安全检查，特殊区域的安全检查，海关出入境，边境重点安检， 

或者有维稳反恐需求的单位或地点。 

可以使用的系统：反恐快速检测系统，心理健康检测系统，非接

触式测谎系统。 

利用入口的高清摄像机，捕捉符合检测要求的人物，同时进行快

速分析，计算其攻击兴奋程度、紧张焦虑程度、压力负荷程度等，最

终判断其是否具有危险指征，当发现危险人员时，利用面部截图，声

音，信息等多种方式告警，使得管理人员可快速反应，进行下一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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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高了安全预防反应的效率。 

可进行协同作战，如发现可疑人员后，可将截图照片发送给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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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平台进行比对，确认其真实身份，或带其进入检查房间，进行心

理健康检测或测谎测试，从而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3、国家职能部门的应用 
 

国家职能部门的应用包括公安、司法、纪检、军队等。 

 

A、公安应用 
 

案件侦破：用于技术侦察、刑事侦察等部门的案件侦察工作。利用系统

对录像视频或者实时视频进行分析，筛减可疑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案

件审讯：用非接触式测谎系统对嫌疑人进行问讯，可获知其是否有说谎

的情况。 

看守所：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检测，预防不测。或利用非接触式测试系

统进行二次侦讯，发现潜在案件等。 

其他应用：可进行全警心理健康检测，为心理辅导等工作提供辅助。 

 

B、司法 
 

对各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的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检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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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活动或劳动地点安装反恐检测系统，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还可

安装非接触式测谎系统，在二次侦讯时使用。 

C、纪检监察 
 

主要可应用于相关人员问询过程，使用非接触式测谎系统。对暂

时滞留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检测。 

D、军队 
 

对从军人员，尤其是新兵、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等进行心理健康

检测、特殊岗位上岗前的检测等。 

4、教育领域应用 
 

在教育领域可应用的系统有：反恐快速检测、心理健康检测、职

业取向检测。 

在校园出入口安装反恐快速检测系统，对出入人员是否有危险情

绪进行甄别。 

对所有学生、教职工进行心理健康检测，以期发现存在心理问题

的学生或教职工，减少校园伤害或自杀事件。 

职业取向检测：对即将选择专业或就业的学生可以给出从业指导

意见。对于其他学生可对其特长领域给出意见，引导重点培养。 

5、医疗领域应用 
 

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分诊时应用心理健康检测系统，根据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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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专科诊疗医生提供辅助诊断依据，判断就诊人员的疾病原因，治

疗方向等，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 

6、大健康领域的应用 
 

在各种体检中心应用心理健康检测系统，这样不仅仅使消费者得

到生理健康数据，还可以拿到心理健康数据，辅导消费者合理养生， 

减压，健康生活。同时根据生理心理大健康数据，可以提供多种衍生服

务。 

7、特种行业应用 
 

特种行业应用主要是指其工作关系到社会众多人群的生命财产

安全的工作，如飞机驾驶员、核工业从业者等。利用特殊岗位上岗前

检测系统，可提前发现其异常情绪，有效保证岗位安全。 

8、金融领域应用 
 

在金融领域可应用反恐快速检测系统、诚信测谎系统等。如在自助

营业场所安装反恐检测系统，可及时发现危险人员或可疑人员，提高

客户安全，减少银行财物损失。在信贷部门使用诚信测谎系统，可提

高贷款有效回收率，减少不良贷款。 

9、在社区卫生工作系统的应用 

“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在社区卫生工作的应用，弥补了社区对

居民心理健康数据难以掌握的不足。通过在社区的部署，我们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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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社区 5 岁以上居民的心理健康数据普查并建立相关档案。 

通过掌握数据可以直接了解到社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居民，有

潜在心理健康问题风险的居民等等，便于社区卫生工作的全面普及。

目前可以应用的系统如下： 

H、快速心理健康检测系统 

 

 

通过 30 秒至 60 秒的静态检测，可以即时出具心理健康状态分析 

报告，相关数据大约 150 个，可参照与分析的数据约 47 个。报告样

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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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解读方法如下： 

注：未说明的数据为辅助计算数据，不直接代表心理健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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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误差率（%）：代表下方 10 项参数的平均变异性，正常值一般在 0-20%之间，

高于 20%，心理数据变异性过大，如非确诊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患者，请查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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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下方 Result 后中括号内的数字，如 Quality 低于 95%，建议重新测试；如变

异性指数高于 20%且 Quality 高于 95%，建议被试进行其他相关量表测试。 

B、10 项参数结果：首先该栏目内包括 10 项情绪参数，其次每个参数除名称外

又包括 5 项内容，分别是： 

Min:测试最小值

Avg：测试平均值

Max：测试最大值

Vi：数据变异性 

参数名称旁的数据：参考常模范围，即该参数的正常分布范围。

下面将分别介绍每项参数的解读方法： 

注：（1）、在下列表格中以 a 代表 Min 最小值，b 代表 Avg 平均值，c 代表 Max 最大值。 
 

（1） 、分析参数变化时要注意综合评估，而不是单一评估某个参数。例如，压抑值低的人压

力值可能也低，或者自我调节能力高的人情绪稳定性较好，等等。 

（2） 、可疑参数仅用于公共安全领域人员暴力行为预判使用，在此不做说明。 
 

名称 数据类型 

攻击性

Aggression 
20<a,b,c<50 20<a,b<50<c 20<a<50<b,c a<20<b<50<c a/b<20<c<50 

正常 直爽，心直口 

快 

性急，易怒 情绪不稳定， 

易变 

性格温和 

压力

Stress 
20<a,b,c<40 20<a,b<40<c 20<a<40<b,c a<20<b<40<c a/b<20<c<40 

正常 偶有压力 持续承压状态 压力变化较大 压力较小 

焦虑

Tension 
15<a,b,c<40 15<a,b<40<c 15<a<40<b,c a<15<b<40<c a/b<15<c<40 

正常 偶有焦虑 焦虑情绪 情绪不稳定 正常 

平衡

Balance 
50<a,b,c<100 50<a,b<100<c 50<a<100<b,c a<50<b<100<c a/b<50<c<100 

正常 - - - 偶有眩晕，头 

痛、耳鸣 

自信

Charm 
40<a,b,c<100 40<a,b<100<c 40<a<100<b,c a<40<b<100<c a/b<40<c<100 

正常 - - - 有自卑情绪 

活力

Energy 
10<a,b,c<50 10<a,b<50<c 10<a<50<b,c a<10<b<50<c a/b<10<c<50 

正常 - - - 活力低 

自我调节

Self-Regula 

tion 

50<a,b,c<100 50<a,b<100<c 50<a<100<b,c a<50<b<100<c a/b<50<c<100 

正常 - - - 自我调节能力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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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 

Inhibition 
10<a,b,c<25 10<a,b<25<c 10<a<25<b,c a<15<b<25<c a/b<15<c<25 

正常 偶有压抑 压抑情绪 情绪不稳定 较乐观 

神经质 

Neuroticism 
10<a,b,c<50 10<a,b<50<c 10<a<50<b,c a<10<b<50<c a/b<10<c<50 

正常 较敏感 敏感脆弱 较敏感 正常 

通常情况下除参照数据变化外，语言化解释参照如下： 

（1） 、Aggression，攻击性，表示被测试人员性格直爽、急躁及易怒程度。其

数值越高，该性格特征越明显。 

（2） 、Stress，压力，表示被测试人员压力较大，其数值越高，压力越大。压力

可能是精神压力，生活压力，工作学习压力，疾病压力等等。 

（3） 、Tension，紧张、焦虑，表示被测试人员处于紧张、担心、心烦意乱或

焦虑的状态。其数值越高，焦虑程度越大。 

（4） 、Balance，平衡，表示被测试人员的平衡状态，其数值偏低时，被试可

能有头晕或肢体不协调的表现。原因可能来源于生理或心理，结合其他参数可进

行判断。如同时活力指数偏低，则可能因疲劳、饮食、酗酒等原因引起；如同时焦

虑、活力指数过高，则可能因环境因素引起，如突发事件等。 

（5） 、Charm，自信，表示人的自信程度，其数值越低，表明被测试人员有自

卑特征，其数值越高，表明被测试人员有自我的特征。 

（6） 、Energy，活力，表示人的活力状态，数值越低，表示活力不足。可能因疾

病、饮食、睡眠不足引起，也可能因被测试所处的环境或某些事件引起。 

（7） 、Self-Regulation，自我调节能力，表示人调节情绪或控制自身行为和

语言的能力，其数值越低，表明自我调节能力不足，越高则表示有强迫症倾向。 

（8） 、Inhibition，压抑，表示压抑指征，数值越高，表示被试处于压抑自我

的状态，情绪悲观低落，具有抑郁倾向。 

（9） 、Neuroticism，神经质，表示敏感，数值越高，表示被试敏感程度越高，

意即神经质倾向。数值越低，说明被试心胸宽广，不拘小节。 

C、参数表（雷达图）：由上述 10 项参数的平均值绘制而成，正常人的雷达图形

似孔雀的头部。 

D、情感状态分布图（饼状图）：本部分有两个饼状图，M 为 10 项情绪参数平均

数的分布图，分为 positive 积极情绪，由平衡、自信、活力以及自我调节能力4 

项参数平均数计算（单位%），negative 消极情绪，由攻击性、压力、焦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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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4 项参数平均数计算（单位%），physiological 生理性指数，由压抑和神经质 

2 项参数平均数计算（单位%）。正常情况下，积极情绪占比 50%，消极情绪占比 

25%，生理性指数占比 25%。 

Vi 饼状图是根据 10 项参数的平均数结合其变异性值综合计算出的预测指数

饼状图，代表了在测试后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无突发事件，大约指未来两周左

右）情绪变化的趋势。正常情况下，生理性指数占比 50%，积极情绪占比 25%， 

消极情绪占比 25%。评估时，重点查看消极情绪占比的变化，如占比增加，则有

情绪变差的趋势；如占比减少，则有情绪变好的趋势。 

E、频率分布直方图：本图首先观察直方图峰值所处的位置，峰值近似位于横坐

标 2 的位置时，基本处于正常状态。峰值在 2 的左边代表疲劳，越偏左，意即属 

于正偏态，被试越疲劳。峰值在 2 的右边代表紧张、激动或兴奋，越偏右，意即

属于负偏态，被试越兴奋，甚至有攻击倾向。如果出现双峰值或多峰值表明测试过

程中思想活跃，这种情况往往焦虑值也高。 

F、心理变化-生理基础代谢图：在报告中为“心理变化-心理基础代谢”，本图由

心理变化数据（%）与生理基础代谢（千卡/每分钟）综合绘制，该图以生理基础

代谢为横坐标，心理变化数据为纵坐标，以横坐标 5 和纵坐标 50 的交叉点为原 

点形成一个潜在的四象限坐标系。曲线处于第 1 象限表明情绪高涨，兴奋，具有 

攻击性。第 2 象限表明情绪乐观积极。第 3 象限表明情绪稍有低落。第 4 象限表

明情绪非常低落，抑郁。曲线以“X”为起点，通常处于 2、3 象限内。 

G、Result[Quality XX%]：测试图像质量，数字为 100%时，图像质量优异结果

可信；<100%，即存在相应的错误率（如显示 95%，就是存在 5%的错误率），结果

需慎重参考；低于 90%，结果不可用，需重新测试。 

H、外向性、稳定性：两项数据均以 50 为分界，外向性高于 50，性格偏外向， 

低于 50，性格偏内向，一般处于 40-60 分左右。稳定性越高，性格类型越稳定， 

一般处于 50-70 分左右。 

I、反应灵敏度、反应程度：两项数据属于独立于上述参数的数据，主要从生理

角度评估人的生理健康状态。数据以 0 为分界线，大于 0 表明生理健康，小于 0 

则表明因疲劳等原因处于反应迟钝的情况，解释为亚健康。 

J、心理生理状态分析结果：该内容有两个选项，哪一句话前面有“X”，则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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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哪一条。该结论只针对第 9 项数据，数据小于 0 时，结论会自动选择“找专业

人员咨询”。 

特殊数据案例： 
 

 

 

I、多元智能测试系统 
 

多元智能测试系统利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爱华德.加德纳的多元

智能理论研发而来。通过对 24 道选择题的选择并捕捉分析其情绪变 

化判断被试在多元智能方面的优势排列。经过 7 分钟后给出相关报告， 

报告会对多元智能的评分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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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人格特性测评系统 
 

在心身健康系统中，相同的人格特性往往在躯体疾病方面体现同

样的特征，所以的社区卫生工作中，及时了解就诊或居民的人格特性有

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人格特性测试系统目前的版本根据 24 道选择题的

测评给出结论。结论依据为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尔以及 ICD10 进行评估。 

 

 

 

 

 

 

 
 

三、技术应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技术应用的必要性体现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目前我国处

于经济水平快速发展和人群心理适应能力慢速调整的矛盾阶段，因此

引发的社会公共事件、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就相关报道，我国 14 亿 

人口中有心理疾病的人达到 1600 万，有心理障碍或一般心理健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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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故此，一种快速的能够准确发现人心理问题

的技术必将应运而生。 

表情识别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还处于研

究阶段，各种算法还在探索和验证中，数据在不断累积工程中。目前

面部情绪识别的主要难点是： 

(1) 七种表情的体验。人的情绪是细微多变的，随之的表情变化也 显

得非常复杂，如有缓和的和激动的、轻松的和紧张的、细微的和强 烈的

等许多形式，而现在的识别方法对明显的表情具有较好的识别率， 但是

对细微的表情识别率是较低的。 

(2) 人脸姿态和光照对识别结果影响较大。 

(3) 受性别、不同年龄、种族、头发、饰物等的影响较大。 

(4) 建立一个理想的人脸表情模型并不容易。因为人脸不是一个刚

体，而是一个柔性体，很难用模型来准确描述。总之，表情识别技术

作为一种高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将会涉

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对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生

活方式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图像识别是指图形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图像距离的改变或图像在

感觉器官上作用位置的改变，都会造成图像在视网膜上的大小和形状的

改变。人们辨认出它是经验过的某一图形的过程，也叫图像再认。在图像

识别中，既要有当时进入感官的信息，也要有记忆中存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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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可以认出他们过去知觉过的图像。甚至

图像识别可以不受感觉通道的限制。只有通过存储的信息与当前的信

息进行比较的加工过程，才能实现对图像的再认。 

图像分割是图像识别处理中的一项关键技术，自20 世纪70 年代， 

其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一直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至今借助于

各种理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分割算法，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在积极地

进行着。现有的图像分割的方法有许多种，有阈值分割方法，边缘检测

方法，区域提取方法，结合特定理论工具的分割方法等。从图像的类型

来分有：灰度图像分割、彩色图像分割和纹理图像分割等。早在 1965 

年就有人提出了检测边缘算法，使得边缘检测产生了不少经典算法。

但在近几十年间，随着基于直方图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分割方法的研究计

算技术、VLSI 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图像处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图像分割方法结合了一些特定理论、方法和工具，如基于数学形

态学的图像分割、基于小波变换的分割、基于遗传算法的分割等。 

同时，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各种国外反动势力也在蠢蠢欲动， 

维稳也成为我国政府目前的重点工作，运用尖端技术是维稳工作的有力

保障和有效工具。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并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

策。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康知识和

技能核心信息发布制度，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强调“各级各类媒体加

大健康科学知识宣传力度，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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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国家卫计委与中宣部、中央综治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科技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 22 部委联合发文，出

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8 年十部委制定印发了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贯彻落实了十九大提

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提出要加强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建立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综上所述，潜在情绪智能分析技术有其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要性， 

也显示出其重要性。我们只有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应用于人类社会的 发

展，尤其是一代强国的进步，是必然也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