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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的生活照是以正面的人像照為主，其臉

部特徵資訊幾乎決定了一張人像照片的好壞。有

鑑於此，本研究是以人像照片中的臉部特徵資訊

為導向，再藉由評分機制來進行評分。根據分數

的高低便能判斷該張人像照片的好壞，進而從龐

大數量的照片中，篩選出最佳的人像照片。 
首先，我們利用顏色資訊進行人臉偵測，並

找出雙眼及嘴巴等重要的特徵點位置。由於我們

對於一張好的人像照片的認知，人的眼睛必須張

大且正視，嘴巴也必須帶有笑意，因此我們定義

了三個適用於電腦量化分析的特徵指標。這些特

徵指標分別是整個眼睛的高寬比、眼框中心與黑

眼珠中心的偏移量，以及嘴巴的彎曲度，並將其

數值化為介於 0 和 1 之間的分數。利用量化後的

分數設計兩套結合眼睛和嘴巴的綜合評分機制。 
由實驗結果證實，將系統的兩種評分結果分

別與人工的平均評分比較，皆得到了相關係數為

0.86 的相關性。表示我們系統的兩種評分方式高

度符合人類使用者的主觀判斷。 
關鍵字：人像照片、人臉偵測、臉部特徵 

1. 簡介 

我們撇開一些攝影技術層面所探討的條

件，真正判斷一張人像照片的優劣，其實是根據

欣賞者的角度做出主觀的評論，而欣賞者的注意

力是放在照片人物的臉部表情上。一般來說，以

單獨人像照來看，能稱為好的照片最直觀的就是

能夠清楚地將人物主體表現出來，眼睛睜開正視

前方，嘴巴帶有笑意而揚起適度的微笑曲線，這

樣的照片充滿了魅力的眼神和迷人的微笑，會讓

人第一眼就印象深刻且相信是美麗的人像照片。 

       
   (a)好的人像照片          (b)不好的人像照片 

圖 1-1：人像照片的好壞 
本研究希望能評量一張人像照片的好壞，從

人臉偵測、人臉特徵點擷取到最後照片分析，每

一個環節都相當重要且環環相扣，而人臉偵測約

略分成以下四大類[5、15]： 
(1) 以 知 識 背 景 為 基 礎 法 (Knowledge-based 
methods)：將人臉五官分佈的關係定義成規則，

再藉由這些規則去尋找影像中人臉的位置。[14] 
(2)以特徵為基礎法(Feature-based methods)：要找

出影像中的眼睛、嘴巴等特徵，或是膚色、輪廓、

大小等人臉的結構特徵來偵測臉部。[4、5、6] 
(3)以樣板為基礎法(Template-based methods)：把

輸入的影像與事先建立好的臉部樣板作比較，尋

找出符合臉部樣板的區域即為人臉。[5] 
(4)以影像為基礎法(Image-based methods)：藉由

統計分析及機器學習的方法大量訓練樣本，能針

對人臉及非人臉進行正確分類。 [8、13] 
關於臉部特徵點擷取，由先前得到的人臉區

域影像中擷取獨特的特徵資訊。最明顯且重要的

莫過於眼睛和嘴巴，而比較常見的眼睛和嘴巴之

擷取方法為色彩資訊 [4]及可變動樣板[10、11]。  
Leyvand 等人在[7]將人臉分成 84 個特徵點

及位於這些特徵點間 234 組向量的集合，利用支

持向量回歸(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技
術的機器學習方式，讓電腦來辨別人臉的美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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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臉偵測與處理 

 
圖 2-1：人臉偵測流程圖 

2.1 膚色偵測 

我們先將原影像 RGB 轉換至 YCbCr 色彩空

間，以此做為膚色偵測的色彩系統[9]。這個色彩

空間的好處就是亮度 Y(luminance)和兩彩度

Cb(blueness)、Cr (redness)之間的關聯性很低。接

下來我們任意挑選 8 張不重複的人像照片，分別

取這些照片中屬於膚色區域的額頭、鼻子、左臉

頰、右臉頰、下巴等五個點的 Cb 和 Cr 值當成膚

色的基本樣本 (n=40)，紀錄數值並依照公式

(1)(2)(3)分別求出 Cb 和 Cr 的整體平均值所組成

的平均向量 μ以及共變異數矩陣 Σ，再來代入公

式(4)形成以機率為特性的混合高斯膚色模型來

建立對膚色偵測的機率函數[9][16]，其中的 X 為

影像像素的(Cb,Cr)。膚色高斯模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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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原始影像        (b)使用後膚色區域為亮區 

       圖 2-2：影像代入混合高斯膚色模型 
以高斯混合模型和適當的門檻值(threshold)

擷取出膚色區塊後，得到一個二值化的影像，我

們發現此影像並非十分平滑且會有些許雜訊，所

以再對此二值化影像做斷開(open)運算。 

2.2 膚色最大區塊 Face Mask 

為了避免有些照片經斷開(open)運算處理，

剩餘的影像仍無法形成單一完整區塊，這時我們

必須將經由形態學運算後的二值化影像再運用

連通區域標記(connected component labeling)之
技術分割出影像二值化為1的最大區塊當做最有

可能的 Face Mask 區域。由於位於膚色區域內的

眼睛、嘴巴為黑，造成整張人臉呈現空洞狀態，

在此我們用影像邏輯運算中的 NOT 將剛剛顯示

的二值影像結果反白，針對此影像再做一次連通

區域標記，標記區域中值為 1 的最大區塊設為

0，如此便能把剛剛影像中屬於黑色部份的眼

睛、嘴巴取出，把眼睛和嘴巴造成的空洞給補起

來，獲得較完整的人臉區域 Face Mask。 
 

     
圖 2-3：取出膚色最大區域 Face Mask 過程 

 
圖 2-4：將 Face Mask 套入原彩色圖結果 

 

2.3 重新定義 Face Mask 區域 

膚色偵測的結果並非使得最大的膚色區塊

為純粹的人臉所在，因此我們將縮小影像的搜尋

範圍，只針對感興趣的影像資訊進行處理。在此

我們任意挑選 20 張不同人臉的高寬比並統計出

人臉的高寬比近似 1.3：1，從膚色偵測所得到最

大膚色區塊 Face Mask 找出人臉的寬度，再根據

此高寬比的比例來找尋人臉的高度，長方形的邊

框框出人臉，此為重新定義的 Face Mask 區域。 
 

  
圖 2-5：原搜尋框與重新定義 Face Mask 區域範圍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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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眼睛與嘴巴特徵點擷取與分析 

在本章節中，我們將詳細說明如何透過眼睛

和嘴巴特徵點發展評分機制，並藉由評分機制產

生的分數，進行人像照片優劣的探討。 
 

 
圖 3-1：系統流程圖 

3.1 眼睛偵測與分析 

首先建立兩種不同的 Eye Maps，第一種是採

用彩度的 EyeMapC 來加強 Cb 值、減弱 Cr 值。

第二種是採用亮度的 EyeMapL，在 Y 影像中，

我們藉由形態學上的運算子膨脹(dilation)和侵蝕

(erosion)來強調臉上的明亮元素與黑暗元素。其

中我們自訂一個大小類似眼睛形狀的結構元

素，而⊕及Θ分別代表對灰階影像做膨脹與侵

蝕。最終由這兩種組合而成 Eye Map[4]，經由影

像運算建立 Eye Mask 找到可能為眼睛的範圍。 

EyeMapC ( ) ( ) ( ){ }rbrb CCCC /1
3
1 2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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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Map = (EyeMapC) ×  (EyeMapL)       (7) 

 
圖 3-2：Eye Map 每階段的變化 

為了避免不穩定的結果發生，我們自訂一個

眼睛區域搜尋框；由於 Eye Mask 必位於人臉的

上半部，且正常眼部的垂直位置介於額頭下方和

鼻頭上方，眼部的水平位置比臉寬窄一些。我們

針對人臉方框的上下左右邊界進行眼睛區域搜

尋框的參數化。 
     X0 = Left + Width/15           (8) 

      X1 = Right – Width/15 
      Y0 = Top + Height×9/17 – Height/3 
      Y1 = Top + Height×9/17 
 

 
圖 3-3：眼睛的搜尋框範圍 

首先我們分別記錄搜尋框內二值化為1的區

塊像素個數 N、像素位置( iΧ , iΥ )，依(9)式計算

出各區塊中心點( gΧ , g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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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眼睛可能區塊的中心點兩兩一組做判斷： 
1.  眼睛搜尋框內沒有或是只有一個中心點，將

判定此影像找不到眼睛，此為閉眼的可疑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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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眼睛搜尋框內剛好有兩個中心點( 1gΧ , 1gΥ )
和( 2gΧ , 2gΥ )， 1gΥ 與 2gΥ 此兩重心的垂直方向差

必須小於或等於眼睛搜尋框高度的 1/8 個像素

值， 1gΧ 與 2gΧ 此兩重心的水平方向差必須大於

臉寬的 3/11 個像素值，符合的判定影像為眼睛。 
3.  眼睛搜尋框內有超過兩個以上的中心點，把

這些中心點 gΥ 座標點兩兩相減並記錄其值，去

掉兩者間相距太大，保留兩者間相距最小的點，

再判斷是否符合第 2 項規則，符合的為眼睛。 
接著分別對左右眼進行膨脹運算，如此便可

放大左右眼區塊以至於能夠完全包覆整個眼睛

的 Eye Mask，以利後續動作的處理。 

         
 

         
圖 3-4：找出左眼和右眼 Eye Mask 的過程 

3.2 眼睛 E 區域及 I 區域特徵點擷取 

E 區域(Eye)是包含眼睛的眼白和眼黑，在這

邊最主要是要找出E區域的上下左右 4個特徵點

位置以及整個眼框的中心位置，左右兩隻眼睛的

E 區域共有 10 個特徵點。I 區域(Iris)是指較暗的

黑眼珠區域，我們要找出 I 區域的中心位置並標

示出來，左右兩隻眼睛的 I 區域共有 2 個特徵點。 

 
圖 3-5：E 區域及 I 區域特徵點示意圖 

取出臉部區域的 Y、Cb、Cr 影像如圖 3-6，
觀察到任意一個人在 Y 影像中眼睛區域有很明

顯的黑白分明，在 Cb 影像中其眼睛區域的色調

值相對於皮膚顏色來說高出許多，而在 Cr 影像

中其眼睛區域的色調值卻是臉部區域最低的。 

         
圖 3-6：臉部區域的 Y、Cb、Cr 影像 

1.  找 I 區域並標示其特徵點 
根據 Y、Cb、Cr 影像顯示的特性進行影像

數學運算，利用 Cb 影像除以 Cr 影像可區別眼睛

和膚色部份，此時眼睛區域呈現亮白色，我們必

須減弱眼白部分的亮度才能順利取出黑眼珠的

部份，取出黑眼珠後的影像再執行線性轉換，將

影像元素尺度調整成可顯示的數值，最小值映射

成 0，最大值映射成 1。公式中的分母額外再加

上一個常數 0.1 的目的是預防分母部份為 0，使

得結果達到整個眼睛部份特別明亮，公式如下： 

C ( )yx, =
( )

( ) 1.0,
,
+yxC
yxC

r

b            (10) 

I ( )yx, = C ),(),( yxyx Υ−         (11) 
 

         
(a)公式 10 結果 (b)公式 11 結果(c)將(b)套入左眼 EyeMask 

圖 3-7：I 區域每階段的變化 
運算完的影像再套入左眼 Eye Mask，接下來

做二值化、4 連通區域標記、形態學運算及計算

左眼 I 區域內二值化為 1 的中心點 Ig(x,y)，同樣

利用以上方法亦可找出右眼的 I 區域及特徵點。 

 
圖 3-8：左右眼 I 區域中心位置 

2.  找 E 區域並標示特徵點 
我們發現公式(10)的影像結果中，黑眼珠部

份呈現較暗的顏色，因此我們必須搭配公式(11)
的影像結果加強黑眼珠的亮度，分別給予適當比

例能夠使眼黑與眼白的亮度呈現一致，明顯區別

整個眼睛顏色和周圍膚色的差異。公式如下： 

dilation 套原圖 

套原圖 d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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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yx,  =( 9×C ( )yx, ＋1×I ( )yx, ) / 10     (12) 
 

                
  (a)公式 12 的結果    (b)套入左眼 Eye Mask 

圖 3-9：E 區域每階段的變化 
我們以左眼的 E 區域找法來說明，套入左眼

Eye Mask 並定義一個小的結構元素是符合眼睛

細長型的構造，以此對灰階影像做膨脹的動作，

影像會輕微模糊並稍微放大 E 區域的特徵，如此

便能強化眼睛內眼角不明顯的地方。再做二值化

及4連通的區域標記找出所有連接區域並紀錄下

來，只保留最大區域即為 E 區域(Eye)所在位置。

接著找整個眼框的中心點 Eg(x,y)；而 E 區域左右

兩邊的特徵點位置就是把最邊界二值化為1的點

取出，EL(x,y)和 ER(x,y)當作 E 區域左右特徵點的

座標；再來我們是利用 E 區域內每個水平方向往

上、往下延伸碰到二值化為 1 的極端點，找出兩

個上下的一對座標值所在的垂直方向擁有差異

最大的那組，ET(x,y)和 EB(x,y)當作 E 區域上下特

徵點的座標，同樣利用以上的方法亦可找出右眼

的 E 區域及特徵點。 

 
圖 3-10：左右眼 E 區域中心位置及上下左右特徵點 

3.3 眼睛特徵點距離關係與評分 

1. 高寬比 
由人像照片中找到眼睛 E 區域的上下左右 4

個特徵點的座標，計算出上特徵點 ET(x,y)和下特

徵點 EB(x,y)間的距離 d1，以及左特徵點 EL(x,y)
和右特徵點 ER(x,y)間的距離 d2，而高寬比值 α
是將 d1 值除以 d2 值，藉此數值可以反映出一個

人眼睛張開的大小，計算方式如下： 
 

d1 ＝ ( ) ( )2EE
2

EE BTBT
yyxx −+−        (13) 

       d2 ＝ ( ) ( )2EE
2

EE RLRL
yyxx −+−   

α = d1 / d2 

 
圖 3-11：E 區域特徵點間距離的示意圖 

2.  偏移量 
紀錄眼睛 E 區域的中心位置坐標 Eg(x,y)和

眼睛 I 區域的中心位置座標 Ig(x,y)，計算出此兩

特徵點的距離 d3，而偏移量值 β 是將 d3 值除以

整個 E 區域寬度 d2 值，也就是眼睛 E 區域和 I
區域它們的中心點距離相對於整個 E 區域的寬

度值，藉此數值可以觀察照片中人物的眼睛是否

正視或斜視，計算方式如下： 

d3= ( ) ( )2IE
2

IE gggg
yyxx −+−        (14) 

β= d3 / d2 

 
圖 3-12：E 區域與 I 區域中心點間距離的示意圖 
以高寬比來說，我們需要所有受測影像的正

常狀態下眼睛特徵點的高寬比值取平均，此平均

值 αnormal 為 0.3，也就是說將任意一張影像中眼

睛特徵點的高寬比值相對於正常眼狀態下的高

寬比值 0.3，若是拍攝不好瞇眼的照片，其比較

結果的值必定小於 1，所得到的結果值為指標分

數，若比較結果的值等於或大於 1 時，則設定其

指標分數為 1，讓指標分數值都分佈在 0 至 1 之

間；為了讓指標分數間差異大，我們將上述求得

的指標分數平方作為最終的指標分數 Scoreα，此

分數可看出一個人眼睛張開的大小。n為受測影

像中屬於正常眼睛的數量，αi為某張影像 E 區域

高寬比： 

αnormal = ∑
=

⋅
n

i
in 1

1 α  = 0.3                  (15) 

Scoresize = 
⎩
⎨
⎧

2
normali )/(
1

αα
 

otherwise
if nornali 1/ >αα

  

以偏移量來說，我們需要所有受測影像的正

常狀態下眼睛特徵點的偏移量距離，此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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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normal 為 0.05，左眼正常狀況下，眼睛 I 區域的

中心位置在眼睛 E 區域的中心位置的右側，屬於

正偏移量且兩特徵點相距 0.05；而右眼正常狀況

下，眼睛 I 區域的中心位置在眼睛 E 區域的中心

位置的左側，屬於正偏移量且兩特徵點相距同樣

是 0.05，根據此分析我們得知左右眼的正常偏移

量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我們必須先判斷眼睛 I
區域及眼睛 E 區域的中心位置是屬於正偏移或

負偏移，再來計算與標準狀態下的偏移量平均值

βnormal 相差多少，計算後的偏移量取絕對值再乘

以 4 倍，最後用 1 去扣除該結果，結果的值必定

大於 0，所得到的結果值為指標分數，若比較結

果的值等於或小於 0 時，則設定其指標分數為

0，讓指標分數值都分佈在 0 至 1 之間，此分數

可看出一個人眼睛是否正視前方。n為受測影像

中屬於正常眼睛的數量，βi為某張影像的偏移量。 

 
圖 3-13：正常狀況左右兩眼的偏移量 

βnormal = ∑
=

⋅
n

i
in 1

1 β  = 0.05                   (16) 

β2 =
⎩
⎨
⎧

+−
−

)(
 

normal

normal

ββ
ββ

   
負偏移

正偏移

if
if

             

Scorefront = 
⎩
⎨
⎧

×− 41
0

2β otherwise
if 041 2 <×− β

 

將上述兩項指標的分數相乘積為單一左眼

Eye ScoreL分數，單一右眼 Eye ScoreR分數同理

可得，雙眼的綜合指標分數為左眼綜合指標分數

和右眼綜合指標分數相加總取平均，根據雙眼的

綜合指標分數，可以決定人像照片中眼睛所拍攝

的好壞與否。 
Eye ScoreL = Scoresize * Scorefront，Eye ScoreR同理可得 (17)     

Eye Score = ( )RL Score Eye Score Eye
2
1

+⋅  

3.4 嘴巴偵測與分析 

嘴巴部分的色彩有著很強烈的紅色元素及

很少的藍色元素，運用此特性我們可以強調 Cr
影像降低 Cb 影像的方式建立 Mouth Map 將嘴巴

區域強化出來[4]。公式如下，其中 FG為擷取的

臉部區域位置，n 為該臉部位置的像素個數： 

Mouth Map

2
22

⎟⎟
⎠

⎞
⎜⎜
⎝

⎛
⋅−⋅=

b

r
rr C

C
CC η       (18) 

其中

∑

∑

∈

∈⋅=

FGyx
br

FGyx
r

yxCyxC
n

yxC
n

),(

),(

2

),(/),(1

),(1

95.0η  

接著我們自訂一個符合嘴型的結構元素做膨脹

運算得以放大嘴巴區域，再做二值化及型態學處

理，最後結果為涵蓋整個嘴的 Mouth Mask。 

 
圖 3-14：Mouth Map 各階段與 Mouth Mask 結果 
由於 Mouth Mask 必位於人臉的下半部，且

嘴巴的垂直位置在鼻頭下方，水平位置比臉寬窄

一些。嘴巴區域搜尋框的參數化如下： 
X2 = Left + Width/5              (19) 

        X3 = Right – Width/5 
        Y2 = Top + Height×16/17 – Height×2/5 
        Y3 = Top + Height×16/17 

 

 
圖 3-15：嘴巴的搜尋框範圍 

3.5 判斷開閉並找其嘴巴曲線 

當我們開懷大笑到張開嘴巴露出牙齒時，下

嘴唇上緣曲線的上揚弧度較明顯，是判別開口時

笑容判別的重要依據；當我們嘴巴閉合時，此時

嘴巴內的區域則是由上嘴唇下緣曲線與下嘴唇

上緣曲線合成一條閉合曲線，此條閉合曲線呈現

上揚或是下凹的弧度，是判別開口時笑容判別的

重要依據；因此我們必須先判斷嘴巴的開閉狀態

進而取得曲線作後續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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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嘴巴區域被準確定位並擷取包含上下兩

片嘴唇影像後，接下來我們利用 Y 影像及 Cr 影
像分別在閉口和開口時的差別，根據公式(20)能
將嘴巴開閉的差異明顯的強調出來。 

Open ( )yx, =
( )

( ) 01.0,
,
+

Υ
yxC
yx

r

        (20) 

1. 擷取閉口時雙唇之閉合線 
Y 影像在閉口時呈現上下嘴唇亮度值較

亮，中間的閉合線偏暗的特性，設計一個濾波器

專門測嘴巴閉合曲線的運算子，以 Y 影像去做運

算且運算完後捨棄掉負值再執行線性轉換，將影

像元素尺度調整成最小為 0 最大值為 1 的灰階影

像，使得影像的垂直方向對比明顯；雖然閉合線

並非完全水平，但是它的曲度相當小，故 9×9 遮

罩即可突顯閉合曲線在垂直方向上的亮度變化。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圖 3-16：擷取閉合曲線的濾波遮罩 

 
嘴巴閉合曲線會因為嘴巴周圍肌肉的動

作，而在兩端嘴角附近產生陰影，將上述步驟所

產生影像再做灰階的擴張，讓影像中亮的部份更

亮。影像二值化後再使用閉合運算，其目的是獲

取更完整的嘴巴閉合曲線。最後作細線化運算。

   
(a)原圖嘴巴為閉口(b) close 後之影像 (c)閉合線之影像 

圖 3-17：擷取閉合曲線的過程 
 

2.  擷取張口時下唇之上緣 
我們想要取出下嘴唇上緣曲線可利用張口

有露齒狀況，下嘴唇屬於紅色和牙齒屬於白色的

顏色做比對；根據 Cr 影像執行線性轉換後，在

閉口時上下嘴唇以及中間閉合曲線的亮度值皆

較亮，而開口時因為嘴巴內部有牙齒，顯得中間

區域是呈現偏向暗黑色的特性，設計一個濾波器

專門測嘴巴張開時下嘴唇上緣曲線的運算子，以

Cr 影像去做運算且運算完後捨棄掉負值再執行

線性轉換，如此便可將強調下嘴唇的上緣曲線。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圖 3-18：擷取下嘴唇上緣曲線的濾波遮罩 
 

下嘴唇的上緣曲線會因為張口大笑時的上

揚弧度過大，導致在曲線兩端嘴角附近產生不明

顯的亮點，我們將上述步驟所產生影像再做一個

較窄的灰階的擴張，讓影像中亮的部份更亮。最

後作細線化運算。 

   
(a) 原圖嘴巴為張口(b) 下嘴唇上緣曲線(c) 上緣線之影

像線圖 3-19：擷取下嘴唇上緣曲線的過程 

3.6 嘴巴曲線特徵點擷取 

針對此條曲線要找出其兩個極端點 LL(x,y)
和 LR(x,y)、連線的中點位置 M(x,y)及此線段的中

垂線交於嘴巴曲線的 LN(x,y)特徵點座標。其中可

藉由嘴角左右2個特徵點之距離及連線中點的特

徵點至嘴巴曲線上特徵點之距離所產生的比

例，反映出嘴型變化的彎曲程度。 

 
圖 3-20：嘴巴曲線特徵點示意圖 

3.7 嘴巴特徵點距離關係與評分 

計算各特徵點間的相對距離關係並組成嘴

巴的彎曲度特徵值，利用此特徵值來當做判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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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照片中嘴巴的好壞指標依據。當特徵點 M(x,y)
在 LN(x,y)之上方，曲線為往下凹成 V 字形，用

正號代表；當特徵點 M(x,y)在 LN(x,y)之下方，

曲線為往上凸成Λ字形，用負號代表，如此一來

可以用正負號辨識嘴巴的輪廓為向上或向下彎

曲。再來使用歐氏距離計算出 M(x,y)和 LN(x,y)
兩特徵點的距離 d4，以及曲線兩端點 LL(x,y)和
LR(x,y)的距離 d5，其中 d4值包含M(x,y)和LN(x,y)
間的距離長度值及曲度上下的正負號值，而彎曲

度值 γ 是將 d4 值除以代表嘴巴寬度的 d5 值，以

嘴巴曲線的高度與嘴的寬度之相對比例來當作

嘴巴分類的彎曲度特徵向量值，計算方式如下： 
 

d4 =
( ) ( )
( ) ( )⎪⎩

⎪
⎨
⎧

−+−−

−+−

Μ

Μ

2
LM

2
L

2
LM

2
L

NN

NN

yyxx

yyxx

N

N

LM

LM

yy
yy

>
<

if
if

(21) 

d5 = ( ) ( )2LL
2

LL RLRL
yyxx −+−  

      γ= d4 / d5 

 

 
圖 3-21：嘴巴曲線特徵點與距離示意圖 

我們從所有受測影像的各種變化發現嘴巴

曲線呈現最好的狀態下，嘴巴特徵點的 γ值取平

均是介於 0.03 和 0.09 之間，則設定其指標分數

為 1。若 γ值超過 0.09 的照片，代表照片中人物

的嘴巴曲度過大，在視覺感官上並非最完美，指

標分數應比最好狀態下的分數略低一點；γ 值介

於 0 和 0.03 之間的照片，代表照片中人物的嘴巴

曲度小於最好的狀態，指標分數應比最好狀態下

的分數低；而 γ值低於 0 的照片，代表照片中人

物的嘴巴曲度的方向向下，具備不好的照片所擁

有的特性，指標分數應比最好狀態下的分數低得

多。針對以上三種狀況，我們將該張照片的 γ值
與最好的狀態下的 γ值相減，相減後的值取絕對

值再分別乘以 3 倍、3 倍和 9 倍，最後用 1 去扣

除該結果，所得到的結果值為指標分數。γi為某

張影像嘴巴曲線彎曲度： 

Mouth Score=

⎪
⎪
⎩

⎪
⎪
⎨

⎧

×−−

×−−

×−−

603.01

303.01

309.01
1

i

i

i

γ

γ

γ

0
03.00

09.0
09.003.0

≤
<<

>
≤≤

i

i

i

iif

γ
γ

γ
γ

(22) 

3.8 結合眼睛和嘴巴的評分機制 
最後，透過雙眼綜合分數以及嘴巴綜合分數

來完成兩套綜合的評分機制；第一套評分機制是

採用雙眼綜合分數與嘴巴分數相乘所得的綜合

分數，當判斷眼睛和嘴巴好壞的其中一項條件不

好時，即給予否定，屬於較強烈的評分方式。 
Total Score1= ScoreMouth  Score Eye ×    (23) 

第二套是將雙眼綜合分數與嘴巴分數分別乘上

權重 1/2 再相加所得的綜合分數，若測試影像在

系統的單項評分分數太低，最後的總分數也只會

扣一些分數，屬於較緩和的評分方式，式子如下： 

Total Score2= ScoreMouth 
2
1  Score Eye

2
1

×+×  (24) 

4. 實驗結果與討論 

4.1. 實驗設計與結果 

 (一)系統中兩種評分方式 
第一套是將眼睛分數與嘴巴分數相乘所得

的綜合分數，第二套是將眼睛分數與嘴巴分數分

別乘上權重 1/2 再相加所得的綜合分數，以上兩

套機制算出的綜合分數皆介於 0 至 1 之間，可作

為判斷照片好壞的綜合評分分數。由於影響眼睛

分數的變因有兩個，包括眼睛的高寬比和眼睛的

偏移量；影響嘴巴分數的變因有一個，也就是這

三項因素都會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因此最後我

們從6位受測者在眼睛和嘴巴的變化影像中挑選

了三項因素都呈現良好狀態，以及三項因素中的

其中一項因素呈現不好的狀態，還有三項因素都

呈現不好的狀態共分成五種狀況的全臉影像來

做實驗。 
(二)人工評分方式 

我們設計了關於主觀認知照片好壞程度的

問卷，並將問卷給予 9 位評分者來填寫。我們要

求評分者根據他們對於照片中人物的眼睛和嘴

巴特徵點，針對人像照片的好壞程度加以評分，

一張照片只可以有一個分數，評分的方式以範圍

1 到 5 分成五個等級，由低至高排列為：1(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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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好)、2(不好)、3(普通)、4(好)、5(非常好)。接

著算出每張照片的平均分數至小數點以下的兩

位，最後所得分數就是這 30 張影像的人工評分

的平均分數。 
(三)系統的兩種評分方式與人工評分間的相關係

數及 X-Y 散佈圖 
在這次實驗中我們偵測 6 個人，每一個人有

5 張眼睛和嘴巴不同狀況的測試照片，總共 30
張影像。下面的表格 4-8~4-12 是實驗結果的彙整

表，列出了各種評分方式對人像照片所進行的評

分結果，而人工評分那一欄是取所有評分者給予

分數的平均。表格 4-13 為各評分方法間的相關

係數及 X-Y 散佈圖，若圖中的點群聚的部份是呈

現東北西南走向，則彼此的相關性越高。 

 

 
圖 4-1：重新定位 Face Mask 下的眼睛、嘴巴搜尋框 

 
表 4-1：正常眼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眼睛分數 

 

 
表 4-2：斜視眼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眼睛分數 

 
 
 
 

表 4-3：瞇眼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眼睛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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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正常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嘴巴分數 

 
 
 
 

表 4-5：微笑嘴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嘴巴分數 

 
 

 
表 4-6：大笑嘴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嘴巴分數 

 
 
 
 

表 4-7：撇嘴狀態下各特徵點定位與嘴巴分數 

 
 



 11

表 4-8：眼睛和嘴巴都優的狀態下三種評分分數 

 
 

表 4-9：眼睛不正常(斜眼)的狀態下三種評分分數 

 
 

表 4-10：眼睛不正常(瞇眼)的狀態下三種評分分數 

 
 
 

表 4-11：嘴巴不正常的狀態下三種評分分數 

 
表 4-12：眼睛和嘴巴皆不正常的狀態下三種評分分數 

 
表 4-13：各評分方法間的相關係數及 X-Y 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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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驗分析與討論 

關於評分方面，人臉長相的特質是影響評分

結果的重要因子；例如影像中的人物天生眼睛就

較小較細長，而他在正常眼的狀況下所得的評分

不會太高；有些人的嘴巴在無表情正常情況下呈

現略為下凹嘴型，而他在正常嘴的狀況下所得的

評分會較低。在表情綜合評分方面，第一套評分

機制中可看出，測試影像若在系統的單項評分分

數太低，即給予否定最後加入整體綜合評分時會

大大降低總分數，屬於較強烈的評分方式；而第

二套評分機制中可看出，測試影像若在系統的單

項評分分數太低，最後加入整體綜合評分的總分

數也只會扣一些分數，屬於較緩和的評分方式。 
我們對系統評分和人工評分做相依性實

驗，將系統評分機制所算出來的分數分別和人工

評分進行比對，並算出它們之間的相關係數，由

實驗結果可以得出，無論是系統的第一套相乘方

法或是第二套相加方法，皆取得了與人工評分有

相關係數為 0.86 的相關性。 

5. 結論 

在本篇論文中，我們主要是提出應用影像處

理技術與顏色資訊，擷取人臉區域中眼睛 E 區域

及 I 區域部份的各特徵點、閉嘴時的嘴巴閉合曲

線部份的各特徵點、張嘴時的下嘴唇上緣線部分

的各特徵點，透過影像中各特徵參數量化的方

式，得到眼睛的高寬比和偏移量以及嘴巴的彎曲

度，再針對眼睛的高寬比和偏移量以及嘴巴的彎

曲度，設計綜合評分機制進行以眼口特徵為基

礎，來評量人像照片優劣的研究。整體進行的工

作項目有人臉偵測、眼睛和嘴巴定位、特徵點的

擷取、兩種評分機制及人像影像實驗結果顯示。

最後，將系統的兩種評分結果與人工評量的方式

做比較，實驗結果顯示高達 86%的相關性，可以

驗證我們的系統對於一張人像照片做出優劣判

斷，大致與人類主觀的判斷無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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