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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世界里，机器人无需与我们产生交流，也能看透我们内心的小九九，这

是否听起来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近期，一支由查珀尔希尔大学（University of

Chapel Hill）和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组成的研究团队，正试

图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除了语言，机器还能如何读懂人类的情绪？

情绪毫无疑问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都是通过看别人「脸色」，进而

决定下一步采取的应对行为。比如正在生气的女朋友，以及心情大好的女朋友，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交流使用的肯定不是同一套话术。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他人的情绪影响

我们的行为。

因此，自动情绪识别技术是诸多领域的刚需，如游戏娱乐、安保执法、购物、人

机交互等。有了它，机器人将能更好地与人类产生交流。对于具备自然语言处理

能力的机器人而言，它们可以通过文字/语言交流去推断出用户的情绪，因而问题

不大；对于那些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机器人来说，是否能够通过非语言的方式，比

如面部表情或动作姿态，去判断人类当下的情绪状态，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目前学界有不少团队正试图为此找到理想方案。

在过去，研究更多集中在帮助机器解读人类丰富表情的含义，然而近期的一些心

理学文献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很多种情况下，由于存在一些干扰，人类面部表

情不一定代表着对应的交际目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人体行为在情

绪传递方面同样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人们在行走时的身体表情或者步态，

已经被证明有助于感知情绪。打个比方，当我们沮丧时，上半身会处于耸拉状态，

肢体活动速度变慢；当我们快乐时，肢体活动节奏会明显变快，手臂的摆动次数

变多。

一个解决方案

在这篇名为《Identifying Emotions from Walking Using Affective and Deep

Features》的论文中，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自动情绪识别方法，可以将视

频中行走的人类进行归类为快乐、悲伤、愤怒或中立 4 种情感类别。



简单来说，他们先将这些成功提取出的步态转换为三维形态，然后使用基于 LSTM

的方法对这些连贯性的 3D 人体姿势进行长期依赖性建模，以获得深度特征。接

着，他们提出了表示人类行走姿势与运动的时空情感身体特征（spatio temporal

affective body features ） ， 最 后 将 两 者 进 行 集 合 ， 并 使 用 随 机 森 林 分 类 器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将成果归类成上述提及的 4 种情感类别。



往细了讲，即是先通过多个步态数据集提取出情感特征——这些情感特征建立在

心理表征基础上，当中包括了体态特征和动作特征。接着，通过训练 LSTM 网络

进行深度特征提取，然后将深度特征与情感特征相结合，对随机森林分类器进行

训练。最后，只要给出一个人行走的 RGB 视频，该 3D 人体步态评估技术将会

以 3D 形式对他/她的步态进行解析，进而提取出情感与深层特征，最后再用已

经训练好的随机森林分类器来识别出个体的情感状态。

读懂人类情绪的奥秘

要准确评估一个人的情感状态，姿势与运动特征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就包括关

节角度、摆动距离、摆动速度以及身体所占空间等特征，都可以被用于识别步态

中传递的情感状态。基于这些心理学发现，该团队的工作便将姿势与运动特征都

包含了进来。



在姿势特征方面，该团队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定义：

体积：身体的舒展一般传达的是正面情绪；当一个人在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身

体姿势往往更紧凑。

面积：通过手和颈部之间以及脚和根关节之间的三角区域来模拟身体的扩张情况。

距离：脚和手之间的距离也可用于模拟身体的扩张情况。

角度：头部倾斜情况，通过颈部不同关节延伸的角度来区分快乐和悲伤情绪。

此外，他们还将步幅作为姿势的特征之一——长步幅表示愤怒和快乐；短步幅表

示悲伤和中立。



在运动特征方面，他们则做出以下定义：

与低唤醒情绪相比，高唤醒情绪的运动明显在频次上会更密集。

快步态代表快乐或愤怒；慢步态代表悲伤。



最终实验结果显示，该团队的方案相较其他分类方法，准确率更高，达到 80:07%；

即便用于非动作数据集（non-acted data）上，准确率也高达 79:72%。



总结

总的来说，该团队是第一个利用最先进的 3D 人体姿势评估技术，提供能够从步

行视频中实时识别出情感状态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研究最终促成了一个

视频数据集 —— EWalk，内容都是些人们的行走视频，被分别打上了对应的情

感标签。

目前该方法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比如：

算法主要还是取决于 3D 人体姿势评估技术和步态提取算法的精度，换而言之，

如果姿势或步态存在噪声，那么相应的情绪预测就可能是不准确的。

该情感算法需要提取全身关节的位置，一旦视频存在被遮挡的情况，就有可能无

法获得全身的姿势数据。

行走动作必须是自然的，且不涉及任何配件（手提箱、手机……）



无论如何，这昭示着在机器读懂人类情绪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关键一步。在

未来的世界里，机器人无需与我们产生交流，也能看透我们内心的小九九。所以，

颤抖吧，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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