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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情绪数据库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实验材料,在情绪及情绪与认知交叉的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尽管数据库种类众多,但是目前尚缺乏对这些数据库的综合对比,这为研究者进行实验材料的选择

带来了很大困难。 心理学研究中的情绪数据库可分为离散与维度情绪数据库两类,二者有各自的基本特征与

优缺点。 未来数据库改进的方向是:增加面孔表情数据库的背景真实性、情绪多样性,提升微表情数据库的情

绪诱发方式、编码效率,改善离散情绪数据库评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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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情绪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心理学

研究者的重视,并已取得不少进展。 在心理学领

域,情绪数据库对于探究与情绪有关的基本问题

至关重要,这些基本问题包括情绪感知、情绪识

别,以及情绪对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等。 情绪数

据库在这些研究中主要用于诱发目标情绪,或者

用作探究情绪对认知加工过程影响的实验刺激材

料[1],[2]116-125。 情绪数据库也应用于精神障碍者

(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情绪性信息加工的一般

机制研究[3-4]。 此外,面孔表情识别、情绪状态识

别等也是计算机及人工智能领域中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课题,情绪数据库作为算法训练和测试的工

具被广泛使用[5-6]。 综合来看,上述领域的研究

都离不开一套高质量的情绪数据库,这直接决定

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有效性。
然而,研究者在数据库使用上尚存在一些困

难:(1)研究材料质量不一、适用范围有限。 材料

的选取上,由于材料采集、评定过程上的差异,不
同情绪数据库的质量良莠不齐,这给研究者的材

料选取工作增添了负担。 而且,即使是标准化的

情绪数据库,适用范围也多有所局限。 比如,有研

究者对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情绪影像数据库

FilmStim 进行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评定,结果发

现负性影片中愤怒不能有效诱发目标情绪,正性

情绪影片诱发的多为复合情绪[7]。 可见,情绪数

据库实验材料的选取并不能以广泛性、流行性为

标准,研究者应该根据实验目的选取最匹配的实

验材料。 (2)研究结果可重复性、可比较性欠缺。
有研究比较两组常用的面孔表情图片集的属性,
结果发现,两组图库引起的编码准确性、情绪效

价、唤醒度均存在差异,并且演员的性别也会影响

刺激引起的唤醒等级[8]。 可见,各类数据库的属

性多有差别,这很可能会导致实验结果上的差异。
因此,亟需梳理相关代表性的情绪数据库,提供一

个客观详实的情绪数据库的基本数据。 这一方面

是为了方便研究者选取更标准、更匹配自身实验

目的的情绪刺激作为实验材料;从长远来看,也使

不同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增
强实验的可重复性。

情绪研究领域中,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分别是离散类别理论(discrete category theory)与
维度理论(dimensional theory) [9]。 离散类别理论

认为情绪的基本单位本质上是离散的范畴,如恐

惧、愤怒等。 作为所有离散情绪类别的子集,目前

公认的六种基本情绪包括快乐、恐惧、愤怒、悲伤、
惊讶与厌恶[10-11]。 心理生理水平上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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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本情绪与特定生理反应的相关性[12]。 基于

激活似然估计(ALE,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
tion)的基本情绪元分析(meta-analysis) [13]研究发

现了基本情绪分别对应的脑部激活区域,及实现

两类情绪区分的脑部激活模式。 维度理论认为情

绪在本质上是由更基本的情感维度构成的,如唤

醒(情绪的强度)与效价(积极与消极情绪的程

度),并与评价等认知过程相联系。 例如,愤怒的

情绪与消极效价、高唤醒水平及其他非愤怒情绪

所特有的属性相联系。 这一理论也得到了心理生

理水平及神经水平研究的支持。 心理生理研究发

现心理生理变量(如面部肌肉活动、皮肤电阻率)
与情绪的唤醒及效价存在相关性[14-15]。 功能磁

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了眶额皮层的灰质体积与效价

维度的相关[16] 及杏仁核激活与情绪唤醒维度的

相关[17]。 综上所述,离散类别理论与维度理论作

为最具代表性的情绪理论已获心理生理、神经水

平等研究的支持。
由此,该文根据两类典型的情绪理论,将情绪

数据库按照标定方式的不同分为离散情绪与维度

情绪数据库,对当前国内外颇具影响力且应用广

泛的人脸表情、微表情、场景图片及影像刺激数据

库进行梳理。

　 　 一、离散情绪数据库

离散类别理论认为情绪空间由数量有限的离

散基本情绪构成,其中 Ekman 分类的六种基本表

情(快乐、恐惧、愤怒、悲伤、惊讶与厌恶)和中性

表情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可[10-11]。 目前,面孔

表情及微表情数据库大多基于离散类别理论进行

标定,故将二者归于离散情绪数据库。
(一)面孔表情数据库

面孔表情是人类思想、情感的外部表现,面孔

表情数据库在情绪诱发和面孔表情识别研究中应

用广泛。 面孔表情数据库可分为标准型、基本型

和自然型。 标准型基于运动单元 (Action Unit,
AU)进行建构;基本型没有明确的 AU 指导,要求

被试做数量有限的基本表情;自然型记录被试在

某些情境下诱发的自然表情,且并不限于基本表

情。 表 1 总结了有代表性的面孔表情数据库的标

准型 /基本型 /自然型类别以及其他重要特征。

表 1　 代表性面孔表情数据库的特征

编号 简称 模特数量 文化背景 图片数量 表情种类
标准型 / 基本型

/ 自然型

1 RaFD 67 人

(女性=25,男性=42)

高加索成人

高加索儿童

摩洛哥成人

8040 6 种基本表情+中性+轻蔑 标准型

2 NimStim 43 人

(女性=18,男性=25)

非洲人

亚洲人

欧洲人

拉丁美洲人

672 6 种基本表情+中性+平静 基本型

3 KDEF 70 人

(女性=35,男性=35) 高加索白人 4900 6 种基本表情+中性 基本型

4 CAFPS ——— 亚洲人(中国) 870 6 种基本表情+平静 基本型

5 JAFFE 10 人

(女性=10) 亚洲人(日本) 213 6 种基本表情+中性 基本型

6 CAFE 10 人

(女性=5,男性=5)

白种人

东亚人(韩裔或

中国人)
未知地区(很可能

来自太平洋地区)

80 6 种基本表情+中性 标准型

7 NVIE 约 100 人 亚洲人(中国)

自发表情库:
105(正面)、
111(左侧)、
112(右侧)

人为表情库:108

6 种基本表情 自然型+基本型

　 　 注:6 种基本表情:快乐、恐惧、愤怒、悲伤、惊讶、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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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奈梅亨面孔数据库 ( The Radboud Faces
Database,RaFD)。 RaFD 由奈梅亨拉德邦大学的

行为科学研究所建立[18],它具有以下优势:(1)包
含成人、儿童模特的图像,每位模特被拍摄了 120
张有效表情,包括模特的 3 个注视方向(左视、正
视、右视)、8 种面部表情(快乐、悲伤、惊讶、恐惧、
愤怒、厌恶、轻蔑、中性)、摄像的 5 个角度(180°、
135°、90°、45°、0°)。 因此,RaFD 能够满足不同研

究领域对使用的刺激材料具体特征的不同要求,
比如互动情境中的侧脸表情识别研究[19]。 (2)每
张图像都具有相同的刺激特征和相同水平的技术

控制,避免了面部特征和技术特征不同对领域研

究结果的影响。 比如,研究数据支持在 8 -12 岁

儿童(98%出生于荷兰)实验中使用的 RaFD 白种

人成人面孔的有效性[20]。 然而,由于轻蔑表情在

Langner 的评估中分类错误率最高[18],这限制了

其他研究中使用轻蔑表情[21]。
2. NimStim 数据库。 NimStim[22] 有以下优势:

(1)图集为彩色。 (2)中性被作为一种情绪单独

列出,以区分民族间差异。 (3)有张口和闭口两

种版本。 (4)快乐设定了 3 种表情(张口、闭口、
高唤醒)。 (5)拥有多种族的面孔图片,使采用同

一数据库研究对不同种族人群表情识别的差异成

为可能。 例如,Barnard-Brak 等人(2016)的研究

对 NimStim 的子集图片进行以正常发育的幼儿(2
-6 岁)为被试的信效度的心理测量分析[23],实验

要求种族为白人(包括了高加索人、西班牙人)和
非裔美国人的正常发育的幼儿给两组快乐、悲伤、
愤怒、恐惧的面孔表情(一组为白人和西班牙裔

演员的表情图片,一组为非裔美国演员的表情图

片)标定情绪标签。 结果发现,即使照片中演员

的种族与被试的种族有匹配、不匹配之分,面孔表

情标签评定一致性仍然很高。 NimStim 也存在局

限之处:(1)要求被试根据情绪类别标签(如快

乐、悲伤等)标记面孔图片,如果进行定量评分

(即在每种情绪的分数连续体上评定面孔图片)
将会更具信息性。 (2)模特在保持预期表情的同

时操纵嘴巴是困难的。 (3)为了能使图像有更好

的生态效度,没有要求模特去除妆容、珠宝或面部

毛发。 因此,有些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是

否去除面孔图片的头发和其他饰物,仅保留面孔

内部特征[24],增加了研究负担。
3. 卡罗林斯卡定向情绪面孔数据库 ( The

Karolinska Directed Emotional Faces, KDEF )。

KDEF 由斯德哥尔摩心理学临床神经科学系卡罗

林斯卡研究所的 Lundqvist 等人开发[25]。 它的优

势是:(1)拍摄角度多样,从 5 个不同的角度(正
左侧、半左侧、正面、半右侧、正右侧)分别拍摄两

次。 (2)材料的颜色、面孔位置等方面具有统一

性。 比如,模特 T 恤颜色统一为灰色,拍摄过程

中使用网格对参与者的脸部进行中心对焦,并固

定扫描期间眼睛和嘴巴的图像坐标。 (3)排除了

有胡须、耳环、眼镜和明显妆容的模特。 严格的模

特选择和采集要求使 KDEF 适用于对刺激材料要

求较为严格的研究。 近年来多个效度研究证明了

该数据库的生命力[26-28]。 KDEF 的劣势是,由于

仅包含白人图片,不适用于文化比较性研究。
4. 中国人情感面孔表情图片系统( Chinese

Affective Face Picture System,CAFPS)。 北京师范

大学认知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中国科

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开展了相关研究,由罗

跃嘉课题组编制了 CAFPS[29]。 其优势是:(1)属
于中国人的面孔标准系统,在本土化的情绪研究

中应用广泛[30]。 (2)每张图片都有情绪类型、认
同率和强度指标。 CAFPS 待改进之处为:(1)没

有同时收录每个表演者的 7 种表情,不便于研究

进行比较。 (2)恐惧和厌恶表情图片的认同率较

其他表情图片更低,所以符合要求的图片数量较

少。 (3)采集和收录的除在校大学生外其他年龄

段表演者的图片较少、不系统。 而近来由清华大

学主持开发了一套年龄范围较广的中国面孔数据

库就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包含了中国青年和老年

女性和男性面部表情[31]。 (4)表情类型有待丰

富。 例如,自我意识情绪研究兴起,诸如羞耻

(shame)、内疚(guilt)、尴尬(embarrassment)等高

级情绪的诱发也就成为了焦点[32],然而这些高级

情绪的复杂性使诱发更为困难,也就限制了自我

意识情绪研究的发展,所以有待进一步丰富不同

表情类型。
5. 日本女性面部表情数据库( The Japanese

Female Facial Expression,JAFFE)。 JAFFE 由日本

ATR、日 本 九 州 大 学 心 理 系 1998 年 共 同 建

立[33]200-205。 JAFFE 具有以下优势:(1)表情为日

式表情,是研究亚洲人表情的重要数据库。 (2)
表情种类标定标准。 (3)表情区分度较高,不同

表情之间差异明显,可以更全面测试算法性

能[34]。 然而,JAFFE 尚未针对任何情绪表情标准

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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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利福尼亚面部表情数据库(The Califor-
nia Facial Expressions,CAFE)。 CAFE 由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 Dailey,Cottrell 和 Judith
Reilly 2001 创建[35]。 它有以下优势:(1) CAFE
是经 FACS 认证的标准型表情库,由于图像处理

方式不同而有两种标准化版本(“HistEq2”版本经

过 γ 校正的图像处理,“Gamma”版本经过直方图

均衡的图像处理),研究者可根据自己需要选取。
(2)CAFE 中表情比其他通过 FACS 标准筛选的

表情库有更多变化。 只要表情符合 FACS 专家的

标准,模特可以自由表演情绪。 (3)快乐表情有

露齿和不露齿两个版本。 但是,CAFE 还存在模

特、表情样本数量较少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扩充。
7. 自然可见与红外人脸表情数据库(Natural

Visible and Infrared Facial Expression Database,
NVIE)。 NVIE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计算

与通信软件重点实验室建成并发布[36]。 它有以

下优势:(1)NVIE 是第一个包括了可见和红外影

像的自然型表情数据库,可用于可见光、红外或多

光谱自然表情分析[37]239-244。 (2)NVIE 包含被试

的面部温度数据,面部温度的变化可以作为线索,
有助于情绪的推理[38]240-247。 (3)同一被试的摆

拍和自发表情都被记录在 NVIE 中,有利于研究

考查两者的差异[39]1-14。 (4)NVIE 考虑了照明方

向(左 /前 /右)和眼镜(有 /无)变量,有利于算法

的评估、比较和评价。 然而,NVIE 为基本型和自

然型数据库,标准化程度有限。
上述数据库中,RaFD、NimStim、KDEF、CAF-

PS 目前在心理学的情绪与认知领域中应用较为

广泛,NVIE、JAFFE、CAEF 则更偏向于在计算机

领域的表情识别和情感分类的测试中的应用。 用

于面孔情绪识别的表情数据库还包括:Cohn-Ka-
nade Dataset[40]1-8、 Cohn-Kanade +[41]1-8、 GEMEP-
FERA 2011[42]等,国外已有研究专门对此类数据

库进行了调查[43]1-12,这里不再赘述。
(二)微表情数据库

高质量的微表情数据库可作为心理学研究的

可靠实验刺激材料使用,也可用于自动微表情识

别系统的训练和评估。 在国内,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的傅小兰课题组先后建立了 3 个微表情数

据库,分别是:CASM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s Micro-expression Database)、CASME Ⅱ(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icro-expression Data-
base Ⅱ)、 CAS (ME) 2 ( 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s Macro-expression and Micro-expression Data-
base),它们公开发布且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表

2 总结了这三套微表情数据库的特征。

表 2　 代表性微表情数据库的特征

数据库 被试数 样本数 帧率 表演 / 自然 AU 标注 情绪分类

CASME 19(有效) 195 60 自然 有 7(快乐、悲伤、厌恶、惊讶、轻蔑、恐惧和其他)
CASMEⅡ 26(有效) 256 200 自然 有 5(快乐、厌恶、惊讶、压抑和其他)

CAS(ME) 2 22(有效) 53(微表情)
250(宏表情) 30 自然 有 4(正性、负性、惊讶和其他)

　 　 1. 中国科学院微表情数据库(CASME) [44]1-7

具有以下优势:(1)两架不同相机增加了视觉可

变性。 (2)样本具有自发性和动态性,每个微表

情前后都有基线帧,通常为中性表情。 (3)要求

被试在采集表情时保持中性表情,因此捕捉到的

微表情相对没有其他运动的干扰。 (4)标注方式

上,是基于诱导视频内容、心理学研究和自我报

告。 标注多样精确,对每个表情既标注了情绪,也
标注了 FACS 编码。 (5)诱导方式上,激励被试尽

力抑制表情而不是模仿微表情,这一机制保证了

微表情数据集的可靠性。 CASME 的缺点是:(1)
使用 60 帧 /秒的摄像机,低于芬兰 Oulu 大学的

SMIC 微表情数据集[45]1-8 和 SMIC2[46]1-6 微表情

数据集中 HS 子集的 100 帧 /秒,低帧数可能导致

不能很好地记录到微小的表情动作。 (2)面孔分

辨率为 150×190 像素,低于 SMIC 的 190×230 像

素。
2. 中国科学院微表情数据库 Ⅱ ( CASME

Ⅱ) [47]的优势有:(1)材料质量进一步提升。 比

如,帧率提升为 200 帧 /秒,面孔分辨率提升到

280×340 像素。 (2)指导语的不同产生了更多样

的微表情。 CASMEⅡ的局限之处是:(1)不同类

别的表情数量分布不均。 例如,有 60 个厌恶样

本,只有 7 个悲伤样本。 (2)微表情是在特定的

实验室条件下采集所得,外部效度较低。 (3)分

类普通表情的方法不适用于分类微表情,对微表

情进行分类的最适合的方法尚不清晰[47]。
3. 中国科学院宏表情和微表情数据库(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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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2) [48]48-59 有以下优势:(1)包含相同被试和

相同实验条件下收集的微表情和宏表情,使研究

者开发出更高效的算法来提取区分宏表情和微表

情的特征成为可能。 也可以在此数据库上测试算

法而获得宏表情和微表情之间的 AU 差异。 (2)
包含微表情、宏表情和无意义面部动作的长视频,
可用于自然条件下(如室内外监控)采集视频的

微表情自动识别训练,提升算法的生态效度。
CAS(ME) 2 的局限之处在于,帧率较小(30 帧 /
秒),可能导致对微小表情的忽略。

上述三个本土的微表情数据库存在一些共同

缺陷:(1)由于诱发困难、手工编码耗时,数据库

的样本规模较小。 (2)被试年龄范围有限,均为

年轻人。 (3)面孔材料有族群限制,均为亚裔面

孔。
CASME、CASME Ⅱ、CAS(ME) 2 在帧率、诱

导方式和标注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其成为微

表情识别、自发表情分类的训练及测试中的有效

材料[6,49-50],未来有望成为心理学研究中普遍使

用的微表情实验刺激材料。

　 　 二、维度情绪数据库

考虑到某些情绪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有学者

开始用不同维度表示情绪,也就诞生了情绪维度

模型。 维度模型用二维(愉悦度、唤醒度)或三维

(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的坐标体系表现情绪

空间[51],使材料的整理不再受情绪类别的限制。
目前,场景图片、影像情绪数据库的评定多建立在

情绪维度模型的基础上,故可将两者归为维度情

绪数据库。
(一)场景图片数据库

图片所含信息较丰富,能有效地诱发被试的

特定情绪。 表 3 总结了代表性场景图片数据库特

征。
表 3　 代表性场景图片数据库特征

数据库简称图片数量 图片内容 评定维度 评定形式

IAPS 1182 动物、人物、生活场景、运动、自然景观、性爱、血腥、暴力、食物、器具等。
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

自我报告法

CAPS 852
正性图片:获胜、消遣、运动场景、亲情等;

负性图片:自然灾害、垃圾、鬼怪、污染、武器凶器等;
中性图片:日常用品、建筑物、饮食、面无表情的人等。

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

自我报告法

　 　 1. 国际情绪图片库 (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 IAPS 由美国国立精神卫

生研究所情绪与注意研究中心开发[52]1-4。 其优

势是有为儿童专门准备的图片系统且国际通用性

良好[53],可以区分儿童和其他年龄段群体对图片

材料的情绪感受。 IAPS 也存有缺陷:东方色彩的

图片少,愤怒、悲伤图片少[54]。
2. 中国情绪图片库(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CAPS)。 CAPS 由罗跃嘉课题组编制[55]。
其特点是:很多图片情景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中

国本土化研究,比如大熊猫、瓷器等元素。 然而,

不同性别、年龄段的群体对图片材料的情绪感受

不同[56],CAPS 并没有针对不同性别、年龄段的群

体准备不同的材料。
研究者可根据自己实验目的谨慎选取 IASP 或

CAPS 材料,比如关注性别、年龄段差异的研究适合

采用 IASP,关注本土化的情绪研究适合采用 CAPS。
(二) 影像情绪数据库

电影片段诱发情绪具有简单易用、视听双通

道输入动态刺激、生动真实等诸多优点,然而也存

在刺激材料较为复杂,识别难度大等问题。 表 4
总结了代表性情绪影片数据库的特征。

表 4　 代表性诱发情绪影片材料库特征

数据库

简称

影像片段

数量
情绪类型

每个电影

片段时长
语言 评定维度 评定形式

FilmStim 64 恐惧、愤怒、厌恶、
悲伤、快乐、温和和中性

1 ~ 7min 法语

唤醒度

愉悦度

离散性

自我报告法

CAVS 30 恐惧、愤怒、厌恶、悲伤、
快乐和中性

33 ~ 257 s
汉语

(除东京审判中有

部分对话为日语)

唤醒度

愉悦度

离散性

自我报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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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情绪影像数据库(FilmStim)。 FilmStim 由

英国利兹大学 Schaefer 等人编制[57]。 其突出的

优势是材料类型多样化,FilmStim 除了包括常见

的快乐正性情绪,还增加了与依恋有关的正性情

绪。 数据库局限之处为:验证研究是在特定的文

化背景(讲法语的欧洲人)中进行的,这可能影响

了某些情绪类别影片的选择和评估。 国内评定发

现,确实存在较大文化差异[7]。
2. 中国情绪影像材料库 ( Chinese Affective

Video System,CAVS)。 CAVS 是由罗跃嘉课题组

编制的情绪影像材料库[58]。 其优点是可供研究

者参考的选取材料标准多达 18 个,方便研究者根

据自身需要灵活地选用影像材料。 有研究选用

CAVS 中的视听材料诱发目标情绪,结果发现,诱
发快乐、悲伤、恐惧情绪的视频的击中率均达到

90%以上,目标情绪强度平均评分均大于 5 分

(中等强度) [59],说明 CAVS 视频能有效地诱发目

标情绪。 尚存缺点是需进一步控制影像片段的长

度、情节、人物等。
FilmStim 和 CAVS 存在一致的问题是:(1)情

绪反应评估仅依靠自我报告,可通过面部表情测

量和生理指标测量进一步验证,比如国内已有研

究用生理记录仪记录皮电值以观察情绪反应在生

理指标上的变化[60]。 (2)诱发的情绪种类尚待丰

富。 考虑到文化差异,建议国内研究谨慎挑选

FilmStim 中的影片。

　 　 三、结语

对情绪研究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库进行

科学合理的梳理,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繁重和重

复的整理工作,方便研究者选择数据库开展研究,
增加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 通过梳理现

有的情绪数据库,发现以下问题:(1)离散情绪数

据库中情绪类别有待丰富。 大多仅限于六种基本

情绪,而羞耻、内疚、尴尬等自我意识情绪[32]相关

的实验材料却相对较为匮乏。 (2)对离散情绪数

据库的面孔表情数据库而言,现有的面孔表情图

片大多是在实验室采集,情境性较差,生态效度

低。 (3)对离散情绪数据库的微表情数据库而

言,材料获取和整理都较为困难,难以诱发微表情

且手工编码极其耗时,因此数据库规模均较小。
(4)对维度情绪数据库而言,材料整理较为困难。
评定者需要先感知材料中的情绪,再量化为实数

值,工作繁杂、重复、易疲劳,其评定质量较难保

证。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在未来的情绪数据库建

立工作中进行如下改进:(1)对于离散情绪数据

库中的面孔表情数据库,研究人员可以将背景模

拟为真实的场景,采集和制作情绪类型更丰富的

高质量、高生态效度表情图片。 (2)对于离散情

绪数据库中的微表情数据库,需探索微表情诱发

的适宜方法并提高对表情视频进行编码的效率。
(3)对于维度情绪数据库,测量情绪诱发的有效

性时除了主观报告法,还可以记录客观生理指

标[60],进一步提高评定质量。 建立这样的情绪刺

激材料数据库将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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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y Used Emotional Database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SONG Sutao, ZHANG Wenju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database is an important experimental material in psychology research.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emotion,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database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se databases,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researchers to choos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emotional database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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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ivided into discrete and dimensional emotion databases, which have their ow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d-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atabase improvement is proposed: increasing the back-
ground authenticity and emotional diversity of facial expression database, improving the manner of emotion in-
duction and coding efficiency of micro expression database, and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quality of discrete e-
motion database.
　 　 Key words: discrete emotion database; dimensional emotion database; expression recognition; emotion
induction

(责任编辑　 合　 壹)

■■■■■■■■■■■■■■■■■■■■■■■■■■■■■■■■■■■■■■■■■■■■■

　 　 (上接第 59 页)

Research on Language Feature Engineering for Chinese Automatic Analysis

FENG Zhiwei1, CHENG Yong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feature engineering is the key to realization of Chinese automatic a-
nalysis, which includes “static features” describing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words and the “dynamic fea-
tures” describing word association in specific sentences. How to derive dynamic features from static features
automatically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automatic analysis of computer.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annotation cor-
pus, by systematically teasing out the complex linguistic feature set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automatic analy-
si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triction rules about syntactic components, semantic roles and lexical seman-
tics, which can guide the computer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derivation from static features to dynamic on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realizing Chinese automatic analysis.
　 　 Key words: static feature; dynamic feature; restriction rule of lexical semantics; Chinese automatic a-
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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