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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吸引力程度的面孔及不同音调的嗓音对个体嗓音吸引力评价的影响。实验采用55名
被试，在高低两种不同吸引力的面孔背景下，测量了不同性别被试分别对男女两种性别嗓音的高音调、

原声、低音调的喜好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更偏好低音调的男性嗓音，男性更偏好高音调的女性嗓

音；并且对于同一嗓音，高吸引力面孔下对嗓音吸引力的评分高于低吸引力面孔下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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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attractiveness of 
faces and different tones of voices on individual voice attractiveness. Fifty-five subjects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 different attractive faces, the preferences of sub-
jects of different genders for high pitch, original voice and low pitch of male and female voice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omen preferred lower-pitched male voices and men 
preferred higher-pitched female voices; moreover, for the same voice, the voices rated as attrac-
tive by the highly attractive fac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rated by the less attractive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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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择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现象，近年来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大众比较

关注的问题(王雨晴，姚鹏飞，周国梅，2015)。在此过程中，视觉线索有很大的影响，具体包括面孔吸引

力、面孔的均匀性，以及面孔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水平(吴宝沛，吴静，张雷，李璐，2014)。 
就面孔吸引力来看，参照 Patzer (1985)的定义，是指一个人的面孔唤醒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并驱

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它传递着一个人的比如年龄、性别、个人身份以及情绪等大量的信息，在

人类的社会交往和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人们对面孔吸引力的判断是有跨

年龄(Bronstad & Russell, 2007)、跨文化的(Rhodes, Geddes, Jeffery, Dziurawiec, & Clark, 2002)的一致性，

有研究发现个体在婴儿时期时也喜欢有吸引力的面孔(Rubenstein, Kalakanis, & Langlois, 1999)。面孔吸引

力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过去的几十年有着快速的发展，成为了文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心

理学和医学等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热点话题(温芳芳，佐斌，2012)。21 世纪初，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

迅速发展，研究人员开始用脑功能成像技术(主要是 fMRI)，以高分辨率、大脑定位和无创伤性的特点，

在更深层次上探索与面孔吸引力相关的大脑机制(李鸥，陈红，2010)。而且还有和各种外在因素结合起来

研究面孔吸引力，比如研究人格标签与面孔吸引力对男女择偶偏好的影响，将面孔吸引力与人格标签结

合起来进行研究(王雨晴，姚鹏飞，周国梅，2015)。然而，除了视觉线索，人类声音的线索在相同的择偶

偏好和择偶行为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吴宝沛，吴静，张雷，李璐，2014)。对于嗓音吸引力这一概念，

它是指个体用他们的声音传达的一种使人心情轻松愉快的情绪变化，同时形成一种渴望他人了解和接触

的愿望(郑怡等，2017)。最近，这个因素已经引起了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通常是在进化心理学的框

架下，研究人类的择偶行为和择偶偏好是如何受到嗓音的影响的。 
只有少数的研究调查了男性偏爱什么样的女性的声音。Collins 和 Missing (2003)发现，在一个自然状态

下没有经过处理的声音中，女性的嗓音的吸引力与高音调和短声道相关，而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女性特征。

Feinberg 等人招募了 123 名女性并对她们的嗓音进行了录音，让男性被试进行嗓音吸引力评分，发现音调越

高对吸引力的评价越高的结果(Feinberg, DeBruine, Jones, & Perrett, 2008)。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无论是在相

关研究还是实验研究中，女性化的高音调的嗓音在男性眼里有更高的吸引力，这表明，女性嗓音的音调与她

们的吸引力是正相关(Apicella & Feinberg, 2009)。然而，一些研究人员质疑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女性嗓音的

吸引力和音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音调太高的女性嗓音在男性看来似乎不太有吸引力

(Borkowska & Pawlowski, 2011)。在男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方面，女性认为低音调的男性化嗓音较有吸引力，

研究人员通过软件调整男性嗓音音调的高低，并将调整后的男性化嗓音和女性化嗓音成对呈现，要求被试选

择更有吸引力的嗓音，发现女性喜欢低音调的男性化嗓音(Feinberg, Debruine, Jones, & Little, 2008)。总而言

之，这些研究都发现，男性更喜欢高音调的女性嗓音，女性更喜欢低音调的男性嗓音。 
前人的研究发现，面孔的平均化程度越高、对称性越强、女性面孔女性化程度越高越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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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gilis-Jaremko & Maurer, 2013；Trujillo, Jankowitsch, & Langlois, 2014)。其中，男性化和女性化称之

为面孔的二态性，以及平均化、对称性是面孔的基本特征，三者都会影响面孔吸引力，而面孔吸引力亦

会影响个体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价，因而很有必要细致去探究三者对嗓音吸引力偏好的影响。就面孔二态

性来讲，以往研究人员通过独立呈现面孔刺激与嗓音刺激来研究面孔二态性与嗓音吸引力的关系，

Feinberg，Debruine，Jones 和 Little 等人(2008)通过独立呈现面孔刺激(女性化的男性面孔，男性化的男性

面孔)和嗓音刺激(高音调男性嗓音，低音调男性嗓音)，研究了个体对男性面孔二态性偏好与嗓音偏好之

间的关系，发现喜欢低音调男性嗓音的被试(无论男、女)也更喜欢男性化的男性面孔；O’Connor，Feinberg，
Fraccaro，Borak 和 Tigue 等人(2012)对简短视频片段中的男性动态面孔和嗓音分别进行了男性化和女性化

处理，同时呈现嗓音和面孔刺激(男性化面孔和女性化嗓音，男性化面孔和男性化嗓音，女性化面孔和女

性化嗓音，女性化面孔和男性化嗓音)，要求女性被试对其进行吸引力评分，发现喜欢男性化面孔的女性

同样喜欢低音调的男性化嗓音。O’Connor，Fraccaro，Pisanski，Tigue 和 Feinberg (2013)对简短视频片段

中的女性动态面孔和嗓音分别进行了男性化和女性化处理，同时呈现嗓音和面孔刺激，要求男性被试对

其进行吸引力评分。结果发现，被试对女性化和男性化嗓音的吸引力评级随视频中女性化面孔的出现而

提高，即男性普遍认为拥有女性化面孔的说者更具嗓音吸引力(O’Connor et al., 2013)。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在评价男性嗓音的吸引力时，女性会觉得低音调的男性嗓音更有吸引

力；而在评价女性嗓音的吸引力时，男性认为高音调的女性嗓音更具有吸引力；并且面孔吸引力会影响

被试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价，高吸引力面孔下对嗓音吸引力的评分高于低吸引力面孔下的评分。 

2. 方法 

2.1. 被试 

获取有效被试 55 名，男生 24 名，女生 31 名，年龄均为 18~24 岁。所有被试听力正常，视力或矫正

视力正常，熟悉电脑操作，自愿参加实验。被试被随机分为男生组与女生组，实验结束后会得到一份小

礼物。 

2.2. 实验材料 

(1) 面孔图片。共 4 张面孔图片，男性面孔 2 张，如图 1，女性面孔 2 张，如图 2，男性面孔与女性

面孔的 2 张图片分别为高吸引力与低吸引力两个水平，所有面孔都是中性表情。调整图片的像素、大小

及分辨率等属性均一致。这四张面孔吸引力图片来自前人的研究(王雨晴，姚鹏飞，周国梅，2015)。 
 

 
Figure 1. Male high attractiveness faces and male low attractiveness faces 
图 1. 男性高吸引力面孔和男性低吸引力面孔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7323


江那特·巴合提亚尔 
 

 

DOI: 10.12677/ap.2023.137323 2624 心理学进展 
 

 
Figure 2. Female high-attractiveness faces and female low-attractiveness faces 
图 2. 女性高吸引力面孔和女性低吸引力面孔 

 

(2) 嗓音样本。共有 6 组嗓音样本，男性女性各 3 组，3 组嗓音样本分为高音调、原声、低音调三

个水平。原声来自两个不同性别主播所说的同一句话，为“欢迎收听十点读书”，内容没有任何暗示，

并且是同样的词语，不会对被试的评价产生影响，因此选择了这两个嗓音。使用 Praat 软件对嗓音样本

进行操纵，在原声的基础上升高 20 赫兹得到高音调样本、在原声的基础上降低 20 赫兹得到低音调样

本。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被试性别(男性、女性) × 2 目标面孔吸引力水平(低吸引力，高吸引力) × 3 嗓音吸引力

水平(高音调、原声、低音调)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目标面孔吸引力水平与嗓音

吸引力水平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嗓音引力的评价。 

2.4. 实验程序 

每个被试分别做两个子实验，分别是对于目标是男性面孔与嗓音的评价，以及目标是女性面孔与嗓

音的评价，平衡两个研究的先后顺序，被试单独在电脑前完成任务。指导语告诉被试“在实验中会呈现

不同的面孔和他们的声音，请您对他们的声音做出评价用 1~5 来表示对您的吸引程度，1~5 依次升高，

请按任意键开始实验！”被试需要分别对与两张男性(女性)面孔图片结合的三组男性(女性)嗓音进行评

价，需要评价的是对嗓音的吸引力。共 6 组，每组随机呈现 3 次，即总共 18 组。在每个子实验中，有 2
类面孔，分别为男性(女性)高吸引力、男性(女性)低吸引力，每类仅有 1 张面孔，各自独立地随机匹配 3
组嗓音(高音调、原声、低音调)，共出现 6 组嗓音，每组 3 次，即为 18 次。因此对于每个被试每个嗓音

全部呈现 6 次。每次面孔与嗓音同时出现，面孔位于屏幕正中。听完声音，做出评价后每次都会出现 1 s
红色十字注视点。 

3. 结果 

本研究首先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多重重复测量分析；其次进行了混合实验数据分析；最后通过对得到

的分析结果进行讨论，进而得出结论。 

3.1. 面孔吸引力对女性嗓音偏好影响的分析 

对女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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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female voice (M ± SD) 
表 1. 对女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 (M ± SD) 

面孔 嗓音 
被试性别 

男 女 

 
高吸引力 

高音调 3.73 ± 0.82 3.56 ± 0.83 
原声 3.45 ± 0.71 3.61 ± 0.97 
低音调 2.78 ± 0.92 3.05 ± 0.87 

 
低吸引力 

高音调 3.42 ± 0.99 3.16 ± 0.80 
原声 2.92 ± 0.81 3.02 ± 0.82 
低音调 2.33 ± 0.69 2.73 ± 0.69 

 

从表 1 可以得出，对于女性嗓音的评价，相比原声与低音调的嗓音，男性被试都偏爱高音调的嗓音；

而对同一种女性嗓音，相比面孔吸引力低，面孔吸引力高的情况下嗓音评价的更高，而且男女性被试都

是如此，因此可以得出男性与女性比起嗓音吸引力更重视面孔吸引力。 
由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面孔吸引力的主效应显著，F(1,53) = 25.653，p = 0.000，高吸引力面孔评分

(M = 3.36)显著高于低吸引力面孔评分(M = 2.93)。嗓音的主效应显著，F(1,83) = 34.897，p = 0.000，高音

调嗓音的吸引力显著高于原声，原声嗓音的吸引力显著高于低音调。就交互作用来看，嗓音和被试性别

的交互作用显著，F(1,83) = 4.675，p = 0.01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女性被试来说，高音调与原

声的嗓音吸引力差异不显著，但二者与低音调的嗓音吸引力评价差异显著。对男性被试来说，三种不同

的嗓音差异显著，高音调吸引力最高，其次是原声，低音调最低。即女性被试对原声与高音调嗓音无明

显偏好，男性被试则更偏好女性的高音调嗓音。 
女性面孔吸引力与女性嗓音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83) = 3.062，p = 0.051，对高吸引力的面孔，

三种不同音调的嗓音差异显著，F(2,108) = 25.062，p = 0.000。对低吸引力的面孔来说嗓音的差异显著，

F(2,108) = 26.073，p = 0.000 高音调吸引力最高，其次是原声，低音调最低。 
对于高音调嗓音来说，面孔吸引力的简单效应显著，F(1,54) = 13.502，p = 0.001，对于原声调嗓音来

说，面孔吸引力的简单效应显著，F(1,54) = 32.525，p = 0.000，对于低音调嗓音来说，面孔吸引力的简单

效应显著，F(1,54) = 14.915，p = 0.000，面孔吸引力高的评分显著高于面孔吸引力低的评分。 

3.2. 面孔吸引力对男性嗓音偏好影响的分析 

对男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male voice (M ± SD) 
表 2. 对男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 (M ± SD) 

面孔 嗓音 
被试性别 

男 女 

 
高吸引力 

高音调 2.75 ± 0.69 2.72 ± 0.88 

原声 2.56 ± 0.88 2.48 ± 0.99 

低音调 2.78 ± 1.15 2.95 ± 1.11 

 
低吸引力 

高音调 2.51 ± 0.89 2.60 ± 0.94 

原声 2.24 ± 0.66 2.27 ± 0.88 

低音调 2.75 ± 1.06 2.67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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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得出，对于男性嗓音的评价，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都偏爱低音调的嗓音。对于男性嗓音

的评价，对同一种嗓音，面孔吸引力高的情况下评价比面孔吸引力低的高，而且男女性被试都是如此，

因此可以得出男性与女性比起嗓音吸引力更重视面孔吸引力。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面孔吸引力的主效应显著，F(1,53) = 7.913，p = 0.007，高吸引力面孔评分显著

高于低吸引力面孔评分，均值分别为 2.706、2.504。 
嗓音的主效应显著，F(1,70) = 5.002，p = 0.019，高音调、原声、低音调均值的高低顺序为，低音调

吸引力最高，其次是高音调，最后为原声。高音调嗓音的吸引力显著高于原声，低音调嗓音的吸引力显

著高于原声。 

4. 讨论 

本研究全面地研究了面孔吸引力与嗓音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实验分析，进一步研究了面孔

吸引力对嗓音吸引力的影响。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可以了解面孔吸引力是如何影响嗓音吸引力的。对于

男性嗓音的评价上，面孔吸引力的主效应显著，高吸引力面孔评分显著高于低吸引力面孔评分。对于女

性嗓音的评价上，面孔吸引力的主效应也是显著的，高吸引力面孔评分显著高于低吸引力面孔评分；女

性面孔吸引力与嗓音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对高吸引力的面孔来说嗓音的简单效应显著。对低吸引力的

面孔来说嗓音的简单效应显著，高音调吸引力最高，其次是原声，低音调最低。边缘显著地原因可能是

因为，这次实验的被试量太少，要是被试量足够，可以得出显著地结果。对于男性面孔吸引力与嗓音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男性高吸引力面孔与低吸引力的面孔图片差别不是很明显而导致的，由

于时间不充分，资源有限，很遗憾没能找被试做实验甄选高吸引力与低吸引力面孔，因此以后可以在这

方面进行改进。对男性嗓音的评价上，男女性都更偏好低音调的嗓音，并且对高音调的评价比原声的评

价高，也许是因为以前研究者进行的只是被试内研究，男性并没有评价男性的嗓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

有意思的结论。而且从女性比原声音调的即中音调的嗓音更偏好高音调的嗓音可以假设是否在韩流，韩

国电视剧、综艺等的影响下，大家对那种偏女性化的男性嗓音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喜欢那种

嗓音，因此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一下。 
近年来在国外渐渐开始有对嗓音吸引力的研究，并且每年都在出现大量的进步，不少现在的了解到

的差异正在被修补。然而并没有将视觉线索与听觉线索结合起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面孔吸引力与嗓

音吸引力结合起来研究他们的交互作用，研究面孔吸引力是否影响嗓音吸引力的评价，这是一个新的想

法，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然而，本研究依旧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尽管面孔吸引力和嗓音吸引力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

面孔对嗓音吸引力影响研究较少，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且对于它们机制的探究也不够深入，未来

研究可以运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或手段，例如眼动追踪或者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等对其机制进行探讨。 
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传统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因素同时研究面孔吸引力如何影响

嗓音吸引力，探讨各个领域的因素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价，发展出一个较为完

整的模型或理论。还可以进行跨文化研究。 

5. 结论 

(1) 在男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上，女性会认为低音调的嗓音更具有吸引力； 
(2) 在女性嗓音的吸引力评价上，男性会认为高音调的嗓音更具有吸引力； 
(3) 面孔吸引力会影响被试对嗓音吸引力的评价，高吸引力面孔下对嗓音吸引力的评分高于低吸引力

面孔下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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