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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面具背後的情感 

一、摘要 

       疫情下戴口罩導致難以觀察他人面部表情，影響了情緒交流，尤其在非面對面場合更

為明顯。因此，我們計劃研究如何運用面部辨識技術，通過分析特定特徵點，開發一套能

夠識別口罩下情緒的系統。這將有助於解決人際互動障礙，同時也可在社會安全（如防止

詐騙）和娛樂（如人臉特效）方面發揮作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近三年來，即使台灣已經取消了強制戴口罩的規定，但戴口罩已經成為部分人的日常

習慣。然而，口罩遮蔽了面部大部分特徵，導致情緒表達困難。情緒在人際交往中至關重

要，但面部辨識技術的進步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配合情緒分析，這種技術能在公共安全、

醫療等方面提供幫助，如增加遠程溝通的準確性，提前發現潛在犯罪行為等。因此，研究

口罩下的情緒分析並開發相應系統具有實際意義。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了解情緒辨識之原理，探討不同情緒辨識的種類、功能、以及應用 

 2.建立開發環境並實際操作辨識情緒系統 

 3.結合口罩判斷與戴口罩情況下之情緒辨識 

 4.比較並分析市面上情緒辨識系統的差異及優缺點 

 5.統整開發系統及未來前景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透過整合 Dlib 和 OpenCV，我們將實際捕捉人臉，分析人臉特徵，並進行情緒辨

識。這兩種方法將提供多角度的觀點，以更全面地理解口罩下的情緒辨識挑戰與可能解決

方案。 

（一）系統實作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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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架構圖 

（二）建置環境 

1、載入 Dlib 套件 

        Dlib 為開源機器學習工具套件，特別是計算機視覺和機器學習領域。它提供了我們豐

富的功能，人臉檢測、人臉識別、臉部關鍵點檢測等人臉相關的任務。高度效能的資料

庫，能夠在多種平台上運行（例如我們使用的 Python），並且有豐富的文檔和示例代

碼。 

（１）pip install cmake-簡化使用 CMake（一個開源的構建工具）的 Python 項目的過

程。安裝 cmake 後，可以在 Python 代碼中使用，以更方便地配置和構建 CMake 項目。

這適用於在 Python 中進行跨語言開發，如圖 3。 

 

圖 3 資料來源：研究者電腦自行截圖 

（２）在官網下載 Dlib 安裝包，解壓縮後放入 Python 資料夾內 

2、運用鏡頭捕捉人臉並用 Dlib 模組分析 68 點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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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在安裝資料夾中找到目標檔案-Dlib 人臉的 68 的特徵點 

到 Dlib 函式庫下載 68 個特徵點的檔案模型解壓縮後放入程式跟目錄，利用 dlib 供訓

練好的模型，可以辨識出人臉的 68 的特徵點，68 特徵點包括鼻子、眼睛、眉毛，以及嘴

巴等等，如上圖 4。     

（三）情緒辨識 

我們先利用 68 個特徵點的檔案模型標示出人臉的大小，再使用圓圈標示出 68 個特徵

點並進行編碼，以便之後的情緒分析。 

１、人臉檢測與特徵點擷取 

首先，透過 OpenCV 中的人臉檢測器，我們能夠檢測圖像中的人臉。對於每個檢測到

的人臉，我們使用 enumerate 遍歷所有的人臉，並使用 cv2.rectangle 繪製一個紅色的矩

形框以標記人臉的位置。接下來，使用 68 個特徵點的預測器（self.predictor），得到每

個特徵點的（x, y）坐標，如圖 5。 

圖 5：取得特徵點座標之程式碼，於 VS Code 撰寫程式之截圖 

２、特徵點繪製與標註 

在每個人臉的特徵點上繪製綠色圓圈，並在圓圈旁邊標註特徵點的編號。這使我們能

夠視覺化每個特徵點的位置，如圖 6。 

圖 6：在特徵點上繪製綠圈之程式碼，於 VS Code 撰寫程式之截圖 

３、分析嘴巴、眉毛和眼睛的特徵 

（１）嘴巴：計算嘴巴的寬度和高度，以及嘴巴的張開程度。這些值將用於後續的情緒判

斷，如圖 7。 

 

圖 7：計算嘴巴的張開程度之程式碼，於 VS Code 撰寫程式之截圖 

（２）眉毛：通過分析眉毛上的特徵點，計算眉毛的高度和兩側的距離。同時，擬合一條

直線，計算眉毛的傾斜程度。 

（３）眼睛：計算眼睛的睜開程度 

４、情緒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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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分析的結果，判斷人臉的情緒狀態。針對張嘴和眉毛的狀態進行分類，例如驚

訝、開心、生氣等，如下圖 8。 

 

       圖 8：分析人臉情緒狀態之程式碼於 VS Code 撰寫程式之截圖 

５、執行效果：如下圖 9、10 所示，可以看見 系統成功捕捉到人臉及 68 個特徵點，並成

功判斷出當事人之情緒。 

 圖 9、10：成功情緒辨識 

（四）口罩下的情緒辨識 

我們現階段已完成裸臉的情緒辨識，在能夠破解口罩下的情緒之前，我們必須讓程式

偵測判斷人臉是否戴上口罩。同樣利用 dlib 的 68 點模型官方訓練好的特徵預測模型。                                                                                                                                                                                                                                                    

１、首先，我們將顏色判定設為 BGR 格式，因 OpenCV 使用 BGR 影像格式。因此，當我

們使用  cv2.匯入影像時，它預設以  BGR 格式解釋。接著，使用 dlib 的人臉檢測器 

detector 檢測攝像頭畫面中的人臉位置。接著，對於每個檢測到的人臉，程式取得其座標 

（x1, y1, x2, y2），並將人臉區域分為上半部分 （upface） 和下半部分 （downface）。 

２、在分割好的區域中，計算了上下兩部分的直方圖 （hist1 和 hist2; cv.calcHist），然

後進行歸一化，以確保直方圖值在 [0, 1] 的範圍內。接下來，使用 OpenCV 比較函式分析

這兩個直方圖，得到相似度 near。當 near 小於預定的閾值時，系統判定該人臉佩戴了口

罩，並以綠色框和文字顯示 "Wear Mask"；反之，以紅色框和文字顯示 "No Mask"，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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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判斷人臉是否被口罩遮蔽之程式碼 

３、最後，系統使用 cv.imshow（） 實時顯示人臉口罩檢測的結果，再與上述情緒辨識之

程式整合後就能夠呈現口罩下的情緒辨識，以下為有戴口罩如圖 12 和沒戴口罩如圖 13 的

辨識狀況。 

 

圖 12、13：程式執行效果，分別為沒戴口罩（左，圖 12）和有戴口罩（右，圖 13）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改進方向 

（一）發展與實際操作情緒辨識系統： 我們成功建立了開發環境，並進行了實際操作以驗

證情緒辨識系統的可行性。 

（二）口罩下情緒辨識的整合： 透過將口罩因素融入情緒辨識系統，我們獨特地關注在戴

口罩情況下的情緒表達。這為實際生活中口罩普及的情境下情緒辨識系統的發展提供了新

的 可 能 。                                           

（三）情緒辨識的原則與應用： 透過研究情緒辨識的原理，我們深入探討了不同情緒辨識

的種類、功能與應用。起先理解情緒辨識在各個領域的潛在價值，最後我們比對市面上現

有的情緒辨識系統，分析優劣與限制，在日後做研究或應用方面提供選擇上的參考。 

（四） 成功率提升：１、整合多模式資訊：結合臉部表情、眼神、聲音等多種情緒表達方

式，提高辨識成功率。２、光線及距離問題解決：環境光源調整：優化系統以應對不同光

線環境，提高辨識效果。３、距離適應性：開發能夠適應不同距離的辨識系統，使其在近

距離和遠距離下均能有效辨識情緒。 

（五） 系統完善化： 使用者友好介面，設計易於操作且直觀的使用者界面，提高系統的實

用性和普及度; 持續更新和改進，定期更新演算法和系統，以應對不斷變化的使用場景和需 

求，確保系統的準確性和效能。 

二、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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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交娛樂：配合視訊電話、打卡上傳照片等場合，情緒辨識技術可提升溝通的準確

性與 

效率，使得遠距溝通更加貼近面對面的真實感，讓戴口罩的人也能在視訊或拍攝限時動態

時使用，出現對應的表情貼圖或不同情緒的音樂，增添娛樂性。 

（二） 社會安全：台灣近年來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受害者往往在前往提款機匯款時才發現

受騙，此時若能提前辨識到其焦躁不安的情緒，即可為警方或行員提供寶貴的先兆，以避

免犯罪的發生。 

（三） 企業服務：即使戴上口罩，能夠根據顧客當下的情緒來調整服務內容，將使得服務

更具有個性化與人性化，提升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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