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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男性不同年龄阶段面貌特征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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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断年龄一直是法医人类学重点研究的内容。目前，最主要的年龄推断方法就是骨龄鉴定，但是

成本较高。本文开拓新思路，利用照片推断年龄范围。将面部结构分成上中下三个区域，按区域进行观

察和测量。实验选取 12 项指标，包括 8 项测量指标和 4 项观察指标。面部上 1/3 选取外眼角间距、内眼

角间距、额纹和眉弓突出度；面部中间 1/3 选择容貌上面高、颧间距、鼻宽和鼻翼沟可见度；面部下 1/3

选择下颌长度、下颌角间距、口裂长度和口周皱褶。每项指标根据程度不同按数量级划分，统计出面部

不同区域数字编码组合出现的频率。在面部上 1/3 处，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分别为

2311、3311、2311、1321 和 1333；在面中部 1/3 处，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分别是

1111、2311、2111、1212 和 3232；在面部下 1/3 处，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分别是

1111、1111、2211、2331 和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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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 estim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 Currently, the 
main method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keletal age, however this method is expensive. Here, the 
examiner analyzes photographs of different ages as a way to find a new approach to skeletal age 
identification. The fa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zones: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hirds of the face. 
For each third, the examiner observes and measures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Twelve indices 
are selected, including eight based on measurements and four on observations. Biocular width, 
intercanthal width, transverse forehead rhytids and brow ridges are selected to describe the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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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of the face. Physiognomic upper facial height, zygomatic spacing, bizygomatic width, nose 
width and alar groove are selected to describe the middle third of the face. Mandibular length, 
mandibular angle width, labial width and ornamental groove are selected to describe the lower 
third of the face. Every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 is divided by different order of magnitude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numbers indicat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face. On the upper third, the highest frequency combination are 2311, 3311, 2311, 1321 and 
1333; the middle third of the face have the highest frequency combination of 1111, 2311, 2111, 
1212 and 3232; and the lower third show the highest frequency combinations of 1111, 1111, 
2211, 2331 and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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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同一认定在法庭科学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鉴定手段，可以通过 DNA 鉴定、面像鉴定

等技术实现。面像鉴定是指利用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照片与实际案件中涉及的照片进行比较，

确定两者是否为同一个体。随着监控设备的广泛应用，面像鉴定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外，与 DNA 鉴定相比，该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廉，还可以推断年龄范围。

现如今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事件数量增加，法医人类学家面对的面像鉴定问题越来

越多且越来越复杂，除了光线、角度、监控视频像素等影响因素之外，年龄因素也逐渐被

重视，因为人的面部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会发生生物学改变，获得新的属性（皱纹）。有

研究显示 [1]
，眶周软组织自成年早期就发生改变，类似的研究还有 Sforza C[2-4]

针对耳朵、

鼻子和唇部形态学特征与年龄变化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外对年龄如何影响男性面貌特征

也有相关研究
[5]
，但在我国却鲜见。目前我国犯罪案件的实施者仍以男性为主，所以本文

希望通过对现有男性照片样本的研究，统计出面部不同部分面貌特征组合出现频率，用以

描述不同年龄段中国男性面貌特征，日后服务于公安实际工作。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按照 20 岁 -、30 岁 -、40 岁 -、50 岁 - 和 60 岁 -5 个年龄阶段随机分层选取男性研究

对象 500 例，每个年龄段 100 例，要求面部无任何影响观察和测量的疤痕或疾病。将相机

固定于三脚架上，观测对象端坐于前，保证其头部法兰克福平面与地面平行，平视前方，

根据对象坐高调整镜头中心与鼻尖点位于同一高度，物距 1m，焦距 80.0mm。以白色墙

面为背景，连续拍照 2 张，择优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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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采集方法

本实验采用形态学观察法和计算机辅助照片测量法，根据对照片的观察和阅读文献
[6]
，

筛选 4 项随着年龄递增发生变化的观察指标，按照《人体测量方法》
[7]
中规定的标记点提

取 8 项测量指标。选取指标后，按照面部 3 个区域进行数据采集。通过观察照片，将发际

点到眉间点的区域划分为面部上 1/3 区域，眉间点到鼻下点划分为面中部 1/3 区域，鼻下

点到颏下点划分为面部下 1/3 区域。

2.3  观察指标名称及定义

4 项观察指标分别为额纹、眉弓突出度、鼻翼沟可见度和口周皱褶，根据观察指标的

 表 1 观察指标定义及分级
Tab.1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observation indexes

名称 分级 分型 定义

额纹 1 无/轻度 额部光滑无明显皱纹

2 中等 额部可见少量并排细纹

3 严重 额部可见平行的明显凹痕

眉弓突出度 1 不明显 眉弓与前额持平

2 中等 眉弓微凸起于前额平面

3 明显 眉弓凸出明显，与前额平面落差明显

鼻翼沟可见度 1 不可见 鼻翼沟不可见

2 可见 鼻翼沟可见

口周皱褶 1 无/轻度 口周围皮肤光滑，无明显皱纹，只有皮肤纹理

2 中等 口周围皮肤皱纹可见，折纹细小

3 严重 口周围皮肤有明显皱褶，凹痕严重

图 1 额纹、眉弓突出度、鼻翼沟可见度和口周皱褶的形态分级图示
Fig.1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observation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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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变化进行分级，见表 1 和图 1。

2.4  测量指标名称及定义

选取的 8 项测量指标分别为外眼角间距、内眼角间距、容貌上面高、颧间距、鼻宽、

下颌长度、下颌角间距和口裂长度。根据测量指标的长度变化进行分级，见表 2。

3 结 果

面部各部分观察指标和测量指标特征组合出现频率见表 3-5。许多组合未在调查样本

中出现，因此未被录入表格中。

3.1  面部上 1/3 区域

指标从左到右依次为外眼角间距、内眼角间距、额纹和眉弓突出度。

3.2  面部中间 1/3 区域

指标从左到右依次为容貌上面高、颧间距、鼻宽和鼻翼沟可见度。

3.3  面部下 1/3 区域

指标从左到右依次为下颌长度、下颌角间距、口裂长度和口周皱褶。

根 据 表 3( 面 部 上 1/3) 显 示，20 岁 - 组 出 现 频 率 最 高 的 组 合 是 2311（30%；

30/100），表示在 20 岁 - 组中，外眼角间距中等型居多，内眼角间距宽型居多，没有或

额纹程度较轻的居多，眉弓与额部持平的居多。仅次于 2311 出现频率的组合类型是 3311
（14%；14/100），两者的差距在外眼角间距上，3311 的外眼角间距宽型居多；30 岁 - 组
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是 3311（19%；19/100），表明在 30 岁 - 组中，外眼角间距宽型居多，

内眼角间距宽型居多，没有或者额纹程度较轻的居多，眉弓与额部持平的居多，出现频率

与其最相近的是 2312（13%；13/100），两者的差距在外眼角间距和眉弓突出度上，2312
的外眼角间距中等型居多，眉弓微凸起于前额平面的居多；4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

合是 2311（39%；39/100），表示在 40 岁 - 组中，外眼角间距中型居多，内眼角间距宽

型居多，没有或额纹程度较轻的居多，眉弓与额部持平的居多；5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

的组合是 1321（22%；22/100），表示在 50 岁 - 组中，外眼角间距窄型居多，内眼角间

距宽型居多，额纹中等程度居多，眉弓与额部持平的居多；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

合是 1333（17%；17/100），表示在 60 岁 - 组中，外眼角间距窄型居多，内眼角间距宽

型居多，额纹严重的居多，眉弓明显突出于前额平面的居多。

根据表 4( 面中部 1/3) 显示，2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1111（19%；19/100），表

示在 20 岁 - 组中，容貌上面高短型居多，颧间距窄型居多，鼻宽度窄型居多，鼻翼沟不

可见型居多。仅次于上述组合出现频率的组合是 2311（12%；12/100），两者的差距在

于后者容貌上面高中等型居多，颧间距宽型居多；3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 2311（19%；

19/100），表示在 30岁 -组中，容貌上面高中等型居多，颧间距宽型居多，鼻宽度窄型居多，

鼻翼沟不可见型居多；4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2111（16%；16/100），表示在 40 岁 - 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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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指标名称及定义
Tab.2  The name and definition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mm)

序号 名称 分级 分型 定义 序号 名称 分级 分型 定义

1 外眼角间距 1 窄型 X-9.10 5 鼻宽 1 窄型 X-4.00

2 中等 9.11-9.50 2 中等 4.01-4.20

3 宽型 9.51-X 3 宽型 4.21-X

2 内眼角间距 1 窄型 X-3.60 6 下颌长度 1 短型 X-3.20

2 中等 3.61-3.80 2 中等 3.21-3.60

3 宽型 3.81-X 3 长型 3.61-X

3 容貌上面高 1 短型 X-6.90 7 下颌角间距 1 窄型 X-12.90

2 中等 6.91-7.30 2 中等 12.91-13.5

3 长型 7.31-X 3 宽型 13.51-X

4 颧间距 1 窄型 X-14.20 8 口裂长度 1 窄型 X-4.70

2 中等 14.21-14.80 2 中等 4.71-5.09

3 宽型 14.81-X 3 宽型 5.10-X

容貌上面高中等型居多，颧间距窄型居多，鼻宽度窄型居多，鼻翼沟不可见型居多；5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1212（15%；15/100），表示在 50 岁 - 组中，容貌上面高短型居多，

颧间距中等型居多，鼻宽度窄型居多，鼻翼沟可见型居多。仅次于该种组合出现频率的组

合是 1222（12%；12/100），两者的差距在于后者鼻宽度中等型居多；60 岁 - 组出现率最

高的是 3232（22%；22/100），表示在 60 岁 - 组中，容貌上面高长型居多，颧间距中等

型居多，鼻宽度宽型居多，鼻翼沟可见型居多。仅次于该种组合出现频率的是 2232（16%；

16/100），两者的差距在于后者容貌上面高中等型居多。

根据表 5（面部下 1/3）显示，2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1111（22%；22/100），

表示在 20 岁 - 组中，下颌长度短型居多，下颌角间距窄型居多，口裂长度窄型居多，口

周无皱褶型居多。仅次于上述组合出现频率的组合是 1131（13%；13/100），两者的差距

在于后者口裂长度宽型居多；30岁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1111（16%；16/100），表示在 30岁 -
组中，下颌长度短型居多，下颌角间距窄型居多，口裂长度窄型居多，口周无皱褶型居多；

4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2211（13%；13/100），表示在 40 岁 - 组中，下颌长度中型居多，

下颌角间距中型居多，口裂长度窄型居多，口周无皱褶型居多；5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

是 2331（17%；17/100），表示在 50 岁 - 组中，下颌长度中等型居多，下颌角间距宽型

居多，口裂长度宽型居多，口周无明显皱褶型居多；60 岁 - 组出现率最高的是 3332（16%；

16/100），表示在 60 岁 - 组中，下颌长度长型居多，下颌角间距宽型居多，口裂长度宽

型居多，口周存在中等程度的皱褶型居多。

4 讨 论

表 3 表示面部上 1/3 处的面貌特征，组合中的编码从左到右依次代表外眼角间距、内

眼角间距、额纹和眉弓突出度。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依次是 2311、
3311、2311、1321 和 1333。对于外眼角间距，其等级变化组合是 23211，50 岁 - 组和 60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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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面部上 1/3 处各指标编码组合及出现频率
 Tab.3 The combination and frequency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upper third of the face       

序号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1 2311 30% 2211 8% 2311 39% 1232 3% 3212 6%

2 3111 2% 2311 11% 1111 2% 2121 1% 1121 8%

3 3311 14% 2321 2% 1211 7% 1131 5% 3131 2%

4 1211 10% 2111 3% 3211 2% 3111 3% 3133 3%

5 1111 8% 1311 10% 3311 3% 2212 2% 1333 17%

6 1212 3% 3211 3% 2211 5% 3231 2% 2231 2%

7 2211 13% 3311 19% 2332 5% 1321 22% 2133 2%

8 2111 3% 2212 4% 2111 4% 2111 2% 1231 6%

9 3312 3% 1211 4% 2221 4% 2122 4% 2332 4%

10 1311 2% 3312 2% 1132 2% 1132 4% 1332 2%

11 1112 2% 3212 4% 3111 4% 1211 3% 1132 4%

12 3211 8% 1111 5% 1121 3% 3221 2% 2123 2%

13 3321 2% 2331 4% 3221 4% 2211 5% 3232 12%

14 1332 8% 1212 5% 1111 4% 2131 2%

15 2312 13% 1131 6% 2221 5% 3333 3%

16 1122 5% 3211 5% 1122 4%

17 1122 3% 2232 3%

18 2311 4% 1132 3%

19 2222 7% 2122 5%

20 1231 8% 2132 5%

21 3121 6% 1121 5%

组无明显变化，即从 30 岁 - 组开始，外眼角间距有由宽变窄趋势，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外眼角间距逐渐缩短，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递增，胶原纤维束弹性降低，失去生理性回

缩致外眼角皮肤松弛，间距变小。内眼角间距自 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全都是第 3 等级，

即无明显变化，属于稳定指标，从生理角度分析，两侧内眦点与骨骼结构连接的最为贴切，

反映的是骨骼结构，因此內眼角间距几乎无明显变化。额纹的等级趋势为 11123，说明额

纹与年龄密切相关，呈上升趋势，前三个年龄阶段，额纹明显程度不变，自 50 岁 - 组开始，

额纹明显程度加重，这主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提眉动作导致的，年轻时皮肤弹性好，

可以恢复原始状态，随着年龄的增加，皮下组织变薄，皮肤回缩能力下降，形成永久性折痕。

眉弓突出度的等级趋势为 11113，说明在 60 岁 - 组，眉弓明显突出于前额，之前的 4 个年

龄段无明显变化，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眶部脂肪含量明显下降，导致眼周皮肤凹陷，反

过来使眉弓突出。

表 4 表示面部中间 1/3 处的面貌特征，组合中的编码从左到右依次代表容貌上面高、

颧间距、鼻宽、鼻翼沟可见度。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依次是 1111、
2311、2111、1212 和 3232。对于容貌上面高，其变化趋势组合为 12213，无明显规律，

但若以 20 岁 - 组中仅次于 1111 组合出现概率的 2311 组合来看，容貌上面高的变化趋势

为 22213，说明从 20 岁 - 组到 40 岁 - 组，其长度是稳定的，之后开始变长，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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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面中部 1/3 处各指标编码组合及出现频率
Tab.4  The combination and frequency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middle third of the face      

序号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1 2221 6% 2322 2% 2112 2% 1212 15% 1332 1%

2 2121 3% 2311 19% 3221 4% 3111 1% 1132 2%

3 2211 3% 3121 2% 2121 6% 3232 2% 3231 1%

4 3121 2% 2111 7% 1122 3% 3332 4% 3232 22%

5 1111 19% 3311 4% 2221 5% 1111 2% 2222 2%

6 3321 2% 3321 8% 1111 5% 3231 1% 3222 2%

7 3331 2% 2331 6% 1311 3% 2122 1% 3122 1%

8 2131 2% 1111 5% 2311 3% 3321 6% 3121 8%

9 2331 3% 1311 7% 2322 9% 2321 2% 3322 1%

10 2231 4% 1312 6% 3321 2% 3122 1% 3212 7%

11 1331 3% 2321 5% 3231 5% 1122 6% 1112 2%

12 1211 5% 3331 8% 3311 2% 2332 1% 1221 4%

13 1221 6% 3111 6% 1221 4% 3322 2% 3132 3%

14 2321 2% 1121 5% 2111 16% 2322 3% 3312 1%

15 1121 3% 2332 7% 2211 3% 3121 1% 2112 2%

16 3211 2% 3322 3% 1211 3% 2322 8% 1231 1%

17 1212 6% 2231 1% 1222 12% 2221 8%

18 2111 2% 1321 2% 2212 2% 3332 5%

19 3311 2% 1212 2% 2112 7% 2122 1%

20 1131 2% 3111 4% 3211 2% 2232 16%

21 2311 12% 2331 2% 2211 1% 2132 1%

22 1231 2% 1331 6% 1231 2% 2222 1%

23 3332 3% 1112 4% 3331 2% 1111 3%

24 3111 3% 3211 4% 3121 3% 3211 5%

25 1222 1% 2111 2%

2222 9%

2121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周皮肤松弛，将人中部拉长，导致容貌上面高长度有所延长。颧间距

的等级趋势是 13122，无明显规律可循，但是 5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其间距基本不变。鼻

宽的等级变化趋势是 11113，说明前四个年龄阶段，鼻宽无明显变化，在 60 岁 - 组时增大

到最大值，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递增，鼻翼沟加深，皮肤牵拉作用将鼻翼向两边拉伸。

鼻翼沟可见度的等级变化趋势为 11122，说明从 20 岁 - 组到 40 岁 - 组，鼻翼沟不可见，

自 50 岁 - 组时开始出现，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增加，胶原蛋白流失，皮下脂肪转移，造

成皮肤松垂凹陷。此外，表情过于丰富也可参与鼻翼沟的产生。

表 5 表示面部下 1/3 处的面貌特征，组合中的编码从左到右依次代表下颌长度、下颌

角间距、口裂长度、口周皱褶。2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出现频率最高的组合依次是 1111、
1111、2211、2331、3332。对于下颌长度的变化趋势依次是 11223，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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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长度总体趋势变长，20 岁 - 组到 30 岁 - 组不变，40 岁 - 组到 50 岁 - 组不变，5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增长明显，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递增，两颊部脂肪向下颌部转移。下颌

角间距的变化趋势为 11233，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颌角间距总体趋势变宽，20 岁 - 组
到 30 岁 - 组无明显变化，5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无明显变化，间距有加大趋势主要是由于

颧部脂肪向两侧下颌角处转移，导致下颌角处脂肪堆积。口裂长度的变化趋势为 11133，
前 3 个年龄段口裂长度无明显变化，总体趋势是口裂长度增加，20 岁 - 组到 40 岁 - 组稳

定，主要原因是脂肪转移的重力作用以及皮肤回缩能力下降。50 岁 - 组到 60 岁 - 组稳定。

口周皱褶的变化规律为 11112，说明前四个年龄阶段口周基本无明显皱褶，自 60 岁 - 组口

周有中等程度的皱纹，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递增，水分丧失进而导致皮肤弹性下降。

人脸特征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工具用于个人识别，其特征被年龄因素所影响，包括骨

骼的生长、软组织的弹性下降、脂肪减少和肌肉萎缩等表现。目前我国推断年龄的方法主

要是骨龄鉴定，包括 G-P 图谱法、TW2 法、TW3 法、CHN 法和中华 05 法
[8]
等。但骨骼

表 5 面部下 1/3 处各指标编码组合及出现频率
Tab.5 The combination and frequency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lower third of the face       

序号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编码 百分比

1 2121 11% 2311 2% 2111 5% 2311 2% 2331 5%

2 1121 4% 2221 3% 3211 2% 1121 5% 3332 16%

3 1111 22% 3131 2% 1111 6% 1131 2% 1321 1%

4 2211 10% 1111 16% 2121 2% 2331 17% 2231 2%

5 2131 1% 3121 1% 2211 13% 2111 3% 3232 2%

6 1211 4% 3111 2% 3311 3% 1231 4% 2321 2%

7 2331 1% 2331 3% 1221 5% 2321 8% 3321 5%

8 3211 9% 3211 2% 3131 3% 2211 4% 3211 9%

9 1131 13% 1221 5% 1211 4% 3331 2% 1232 4%

10 2321 1% 1211 4% 3231 3% 2131 4% 3132 1%

11 3221 2% 2211 2% 2331 4% 3231 2% 3231 8%

12 1221 8% 2121 3% 3111 8% 2231 9% 3331 6%

13 3121 1% 1321 1% 1311 4% 3221 4% 2221 4%

14 2221 2% 2111 5% 1321 6% 3321 5% 2132 3%

15 2111 6% 3331 2% 1121 3% 1331 2% 3133 5%

16 2231 1% 1231 6% 1131 3% 3321 4% 1221 4%

17 3321 1% 1121 3% 2311 5% 1311 4% 1311 6%

18 2311 1% 3321 5% 2221 1% 1221 6% 3121 7%

19 1231 1% 1131 6% 3321 4% 3332 2% 1332 6%

20 3111 1% 3231 3% 3331 3% 1111 3% 3323 4%

2131 3% 1231 5% 2221 8%

3221 6% 3221 3%

2321 7% 3121 4%

1311 2% 2121 1%

33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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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贯穿于整个生长发育期，因此骨龄鉴定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年龄的推断，局限性较大，

且成本较大。本研究采用的照片推断年龄方法适用范围较广，操作简单，且成本较低。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观察可以初步判断，成年人面部特征的年龄改变主要体现在软组

织的改变上，并且呈现一定规律性，这对整形外科医生对于相貌的完善有一定帮助，而且

年龄组与组之间无明显变化的指标未来可以作为稳定指标用于公安实际工作。此外，该研

究结果还可以为自动化年龄估计设备的投入使用提供技术支持，比如自动售烟机拒绝向未

成年人出售香烟等。

年龄的推断对于法医人类学中的个人识别意义深远，且年龄因素对于同一认定准确

性的影响非常大，若将本文建立的方法与其它技术一起应用，可以使鉴定的准确性有所提

高，但是若想实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样本含量应该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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