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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辅助心理学领域研究人员研究情绪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设计实现一个基于 Ｂ ／ Ｓ 架构的图片诱发情绪实验系

统，结合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存储大量诱发情绪的材料，完成实验对象的筛选、相关同意书的签署、情绪测试、预备实验、正式实验

等实验环节。 利用 ＨＴＭＬ５ 中 Ｃａｎｖａｓ 技术的强大绘图特性，实现电子签名的笔迹优化，使签名更加真实地贴合了每个人的笔

迹特征。 设计的系统为研究人员提供更直观、科学高效的操作流程和系统化的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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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根据行为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不同的图片在某

种程度上能够诱发人们不同的情绪，为了验证积极

的图片，例如：“花卉植物”、“动物萌宠”、“自然风

景”等是否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情绪，产生愉悦的

心情；消极的图片是否会使人们感到恐惧和不安，许
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利用软件 Ｅ－Ｐｒｉｍｅ 做了

大量的实验。 Ｅ－Ｐｒｉｍｅ 是实现行为研究的一个跨平

台系统，是一个心理实验生成系统，优化了在行为实

验中的刺激组织、时间精度等功能［１］。 但 Ｅ－Ｐｒｉｍｅ
为单任务的结构，不能同时进行多个任务，且在设计

复杂的心理实验时需要编写相关控件的代码，对研

究人员的编程能力要求较高。

除此之外，心理学研究人员较常用的软件是

ＤＭＤＸ，但面对大量的实验数据，ＤＭＤＸ 不能在系统

内进行数据的筛选和管理，需借助其他软件才能完

成［２］。
本文针对上述实验软件的不足，运用 Ｂ ／ Ｓ 架构

设计开发了图片诱发情绪实验研究的系统，该系统

可支持多种格式的图片、音频等诱发材料，实现了在

互联网上进行图片诱发情绪实验的相关流程，以及

研究人员对实验数据的管理。

１　 系统需求分析及总体设计

１．１　 需求分析

根据相关的图片诱发情绪实验的要求，针对实

验对象应该无精神病史、并且视力正常，本系统设计



色盲测试、抑郁量表测试、焦虑量表测试的功能筛选

出满足要求的实验对象；针对已通过资格审核的候

选对象需要填写信息并签署相关的同意书，本系统

设计在线电子签名的功能；针对实验对象观看相关

实验讲解视频的要求，本系统设计讲解视频播放的

功能；针对实验对象进行情绪测试，本系统设计积极

消极情绪量表测试、愉悦度测试、唤醒度测试的功

能。 其中，愉悦度是指高兴或悲伤的程度，范围是从

极端悲伤到极端高兴；唤醒度是指身体激活程度，范
围是从极端困倦（如睡眠）到极端激动（如高度紧

张）；针对实验对象需要对诱发情绪的图片或者音

频进行愉悦度、唤醒度的评分，本系统设计图片诱发

实验对象情绪测试的功能［３］。
本系统还考虑到相关心理学研究人员会对实验

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设计角色权限管理为研

究人员提供管理员的权限，登录系统后可查看并管

理实验图片信息、实验对象信息、以及实验对象情绪

测试的数据信息。
１．２　 总体设计

在明确了系统需求的基础上，为高效地完成图

片诱发情绪的研究实验，将系统的总体实现目标通

过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分为独立的、明确的、满足实验

需求的功能模块。 系统主要包括 ４ 个模块，即：实验

对象筛选模块、实验对象信息录入模块、实验流程模

块、实验数据管理模块。
实验对象筛选模块主要负责候选对象进行色盲

测试、抑郁量表测试、焦虑量表测试；实验对象录入信

息模块主要负责实验对象的身份信息填写、知情同意

书签署；实验流程模块分为预备实验和正式实验，其
中预备实验主要负责视频指标观看、情绪测试，正式

实验主要负责图片诱发实验对象情绪测试；实验数据

管理模块主要负责实验图片信息、实验对象信息、实
验数据信息的管理。 系统框图如图 １ 所示。

２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与实现

２．１　 实验对象筛选模块

候选对象需要通过 ３ 项资格审核测试后才能成

为正式的实验对象，录入实验对象的信息。 其中，３
项审核资格的测试分别为色盲测试、抑郁量表测试

和焦虑量表测试。 若 ３ 项测试均通过，需要填写身

份信息以及签署知情同意书；否则，系统将会提示候

选对象不能参加该实验。 实验对象资格审核流程如

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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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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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资格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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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验对象信息录入模块

实验对象通过资格测试后，需要填写相关的身

份信息，并且签署本实验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随着

ＨＴＭＬ５ 的快速发展，新引入的 Ｃａｎｖａｓ 元素也吸引

了广大开发者的关注。 Ｃａｎｖａｓ 是一个即时渲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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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区域画布，可以通过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控制在每一个像

素上的绘制，所提供的 ＡＰＩ 可以在画布上绘制各种

曲线、形状、以及文字渲染［４］。 并且，Ｃａｎｖａｓ 具有强

大且高效的绘图特性，无需第三方插件。 因此，本系

统采用了 Ｃａｎｖａｓ 技术通过鼠标操作实现在线电子

签名的功能，能够高效、便捷地实现签署同意书的无

纸化操作。
２．２．１　 在线电子签名的笔迹实现平滑效果

实验对象书写出来的线条存在锯齿，平滑度差。
究其原因，可表述如下：

（１）Ｃａｎｖａｓ 用 ｌｉｎｅＴｏ 方法连接相邻的 ２ 个点，２
个点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因此，鼠标采集到的

多个点通过此方式绘制出来的是折线。
（２）浏览器对 ｍｏｕｓｅｍｏｖｅ 事件的采集频率有

限，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对鼠标的坐标进行采集。 因

此，鼠标移动得越快，采集到的 ２ 个相邻点间的距离

越远，导致线条不平滑，书写笔迹显得不美观。 本系

统将实验对象书写的路径看作是多段折线，利用贝

塞尔曲线算法进行处理，通过贝塞尔曲线方程找到

每段折线两端点之间的插值点，再将这些点拟合起

来，形成一条光滑的曲线。
根据贝塞尔曲线的基本思路，本系统利用贝塞

尔曲线方程对实验对象书写路径的采集点进行了以

下处理，以使得实验对象书写笔迹能达到平滑效果，
假设实验对象利用鼠标书写的笔迹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
书写笔迹如图 ３ 所示。 对此拟展开研究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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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书写笔迹

Ｆｉｇ． 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 １ ） 实 验 对 象 按 下 鼠 标 时， 通 过 监 听

ｍｏｕｓｅｄｏｗｎ事件采集到起始点为 Ａ，实验对象松开鼠

标时，通过监听 ｍｏｕｓｅｕｐ 事件采集到终止点为 Ｇ，通
过监听 ｍｏｕｓｅｍｏｖｅ 事件采集到鼠标经过的点为 Ｂ、Ｃ、
Ｄ、Ｅ、Ｆ。

（２）此时设置系数 ｋ ＝ ０．５，在 ＡＢ上找到一点 Ａ１

满足 Ａ Ａ１ ／ ＡＢ ＝ ｋ， 将 Ａ Ａ１ 作为书写笔迹的一部分。
（３）在 ＢＣ上找到一点Ｂ１ 满足ＢＢ１ ／ ＢＣ ＝ ｋ，然后

将 Ａ１ 和Ｂ１ 作为２个端点，Ｂ作为控制点，通过二次贝

塞尔曲线公式计算后， 绘制出二次贝塞尔曲线

Ａ１ＢＢ１，并将曲线 Ａ１ＢＢ１ 作为书写笔迹的一部分。
（４） 同样地，根据第（２） 步的条件，依次找出

Ｃ１，Ｄ１，Ｅ１，Ｆ１ 后，再根据第（３） 步绘制出各个线段

的二次贝塞尔曲线，都作为书写笔迹的一部分。
（５）将这些点顺滑地连接起来，即可得到平滑

的书写笔迹。
２．２．２　 在线电子签名的笔迹实现笔锋效果

实验对象在浏览器上通过鼠标操作书写笔迹

时，无法像人们在纸张上写字一样，能够获取笔的按

压力度和移动速度，在线电子签名的笔迹没有像手

写笔迹一样具有笔锋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显得不够

美观。 实验对象在浏览器上无法获得按压力度，但
能通过画笔的移动速度来实现笔迹粗细变化的效

果，让在线电子签名的字体变得更加美观。 这里对

研究内容给出阐释剖析如下。
（１）Ｃａｎｖａｓ 监听 ｍｏｕｓｅｍｏｖｅ 事件，对实验对象

书写移动经过的点坐标进行采集，并记录当前的时

间，保存在数组中。
（２）利用距离公式和速度公式可求得数组中两

点 （例如 Ａ，Ｂ点） 之间的距离 Ｓ和速度 Ｖ。 距离和速

度可分别由式（１）、（２） 来计算求得：

Ｓ ＝ 　
ｘ１ － ｘ２( ) ２ ＋ ｙ１ － ｙ２( ) ２ （１）

Ｖ ＝ Ｓ ／ ｔ （２）
　 　 （３）设定最大线宽 Ｗ０，最小线宽 Ｗ１，最小速度

Ｖｍｉｎ，增长线宽 Ｗａ，然后通过如公式（３）、公式（４） 得

到 Ａ，Ｂ 两点的线宽 Ｗｃ：
Ｗａ ＝ Ｗｍａｘ － Ｗｍｉｎ( ) × Ｖ ／ Ｖｍｉｎ （３）

Ｗｃ ＝ ｍｉｎ ｍａｘ （Ｗ０ － Ｗａ( ) ，Ｗ１( ) ，Ｗ０） （４）
　 　 （４）画线速度越快线条越细，但画线速度越快，
所采集的两点间的距离 Ｓ 越大，因此距离和线宽是

成反比的。 可以利用两点间距离 Ｓ 判断下一个点（Ｃ
点） 的线宽Ｗｎ 与前一个点（Ｂ点） 的线宽Ｗｃ 之间的

关系，关系有如下 ３ 种，按照对应的方式进行绘图：
① 若Ｗｎ ＞ Ｗｃ 时，将 ＡＢ这条线段利用一系列的

点进行补充，补充时注意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小，并
且点的半径越来越小，直到最小的点的直径与 ＡＢ 的

线宽相等。 这些点的圆心是与 ＡＢ线宽的垂直中点线

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绘图方式 １ 如图 ４ 所示。
　 　 ② 若 Ｗｎ ＜ Ｗｃ 时，将 ＢＣ 这条线段利用一系列

的点进行补充，补充时注意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小，
并且点的半径越来越大，直到最小的点的直径与 ＢＣ
的线宽相等。 这些点的圆心是与 ＢＣ 线宽的垂直中

点线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绘图方式２如图５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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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两点的
线宽

BC两点的
线宽

CBA

图 ４　 绘图方式 １
Ｆｉｇ． ４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ｏｄｅ １

AB两点的
线宽

BC两点的
线宽

CBA

图 ５　 绘图方式 ２
Ｆｉｇ． ５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ｏｄｅ ２

　 　 ③ 若 Ｗｎ ＝ Ｗｃ 时，保持线宽不变。
２．３　 实验流程模块

２．３．１　 预备实验

系统将自动播放实验讲解的相关视频，实验对

象可以通过该视频了解实验目的、评价指标以及评

价示例，而后将开始进行情绪测试，其中包含积极 ／
消极情绪量表测试、愉悦度测试、唤醒度测试。

如果大量的实验对象同时观看讲解视频，浏览

器将会向服务器发出大量视频资源的请求，导致了

视频加载的速度过慢，实验对象在观看讲解视频时

会出现卡顿、延迟等现象。 目前的相关视频播放器

都需要安装 Ｆｌａｓｈ 插件应用，但 Ｆｌａｓｈ 却存在一定漏

洞安全隐患，并且用 Ｆｌａｓｈ 解码视频非常耗电，运行

缓慢，容易造成设备死机。
ＨＴＭＬ５ 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浏览器对插件应

用的依赖程度，减少流媒体播放视频需要安装插件

的过程。 ＨＴＭＬ５ 提供了新的标签和应用接口，开发

者使用其标准的语句就能实现丰富的多媒体内容的

展示。 在 ＨＴＭＬ５ 的标准中包含了更多交互性强的

音频、视频等可支持离线缓存的应用接口［５］。 因

此，本系统采用了 ＨＴＭＬ５ 的 Ｖｉｄｅｏ 标签实现了视频

播放的功能。 其中，Ｖｉｄｅｏ 标签的 ｐｒｅｌｏａｄ 属性可控

制视频是否在页面加载时进行加载并预备播放。 具

体实现代码如下：
＜ ｖｉｄｅｏ ｗｉｄｔｈ ＝ ” ５００” ｈｉｇｈｔ ＝ ” ４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ｐｒｅｌｏａｄ＝”ａｕｔｏ” ＞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ｒｃ ＝”ｍｏｖｉｅ．ｍｐ４” ｔｙｐｅ ＝”ｖｉｄｅｏ ／ ｍｐ４”＞
＜ ／ ｖｉｄｅｏ＞
在实验对象观看了讲解视频后，将开始进行积

极 ／消极情绪量表测试、愉悦度测试、唤醒度测试。
本系统采用的是 Ｂ ／ Ｓ 架构，实验对象访问各个测试

界面时，浏览器需要向服务端传递参数信息以发送

各种请求。 在实验对象操作不当的情况下，浏览器

不断地重复提交请求，而重复提交的请求会出现响

应不及时，导致服务器的负荷过大［６］。 量表重复提

交的数据将会造成数据库中的数据冗余，数据交互

和数据库访问执行效率大大降低。 针对上述问题，
本系统提出以下具体措施进行解决。

（１）利用 Ｌｏｄａｓｈ．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节流函数防止量表重

复提交：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函数会预先设定一个执行周期，当
调用动作的时刻大于等于执行周期则执行该动作，
然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本文系统采用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节流

函数防止量表在 ３０ ｓ 内进行多次提交，实现代码具

体如下：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ｂｍｉｔＦｏｒｍ：．＿ｔｈｒｏｔｔ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提交量表的请求

…………
｝，６ ０００，｛‘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ｆａｌｓｅ｝）
｝
（２）利用 Ｓｅｓｓｉｏｎ 防止量表重复提交：实验对象

访问登录页面时，根据需要会随机生成一个 ｔｏｋｅｎ，
并且 ｔｏｋｅｎ 会被保存在当前这次会话请求的 Ｓｅｓｓｉｏｎ
中。 在浏览器发送提交量表的请求时，通过浏览器

页面传递服务端生成的 ｔｏｋｅｎ，服务端在接收到该

ｔｏｋｅｎ 后会与保存在 Ｓｅｓｓｉｏｎ 中的 ｔｏｋｅｎ 进行比较，以
判断量表是否重复提交，并做出相应的处理。
２．３．２　 正式实验

实验对象将评价 １５ 组图片的愉悦度、离散情绪

类别（高兴、惊奇、生气、恐惧、悲伤、厌恶、中性），评
价完毕后。 １５ 组图片再次呈现，依次评价图片的唤

醒度。 其中，作答时间不做控制。 每一组结束后，系
统将弹出提示框强制休息至少 ３ ｍｉｎ。 依次评价过

１５ 组图片后，系统将自动弹出“本次实验结束”的提

示框。
实验对象进行图片测试时，浏览器向服务器请

求大量的图片资源，加载的图片越多，服务器的压力

越大，不仅影响了渲染速度、而且浪费带宽，导致网

页获取资源的时间更长、效率更低。 为了实验对象

能够高效地完成测试，本系统利用图片懒加载的方

式减轻服务器的压力，为实验对象提供更好的体验

感。 懒加载的处理方式是设置图片的延时加载，在
浏览器可视区域外的图片不会进行加载，当页面进

行轮播切换的时候，将会加载进入浏览器可视区域

的图片。 这样不仅提高了测试页面加载图片的速

度，而且减少了发送图片请求的并发量，从而减轻了

服务器的压力［７］。 本系统利用 Ｖｕｅ－ｌａｚｙｌｏａｄ 插件对

图片进行懒加载。 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ｉｍｇ ｃｌａｓｓ＝ ＂ ｌａｚｙ＂ ｓｒｃ ＝ ＂ ［占位图地址］＂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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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 ［真实 ｕｒｌ 地址］＂ ａｌｔ ＝ ＂ Ｉ＇ｍ ａｎ ｉｍａｇｅ＂ ＞
其中，ｉｍｇ 标签的属性 ｓｒｃ 用一个空白的透明占

位图来代替，将图片真实的地址放入属性 ｄａｔａ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中，监听浏览器的可视化区域，当图片的位

置出现在可视区域中时，将 ｓｒｃ 中的属性值替换为

ｄａ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的属性值。
２．４　 实验数据管理模块

通过角色权限管理将研究人员设置为管理员的

身份，管理员可以查看图库信息、实验对象的信息以

及下载实验对象各环节情绪测试的数据表。 该模块

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图片筛选的功能，而且能够将

实验对象的身份信息、实验对象的情绪测试、图片诱

发实验对象情绪测试的数据关联在数据表中，提高

了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效率。
本系统采用关系型数据库 ＭｙＳＱＬ 来对实验的

信息进行存储和管理［８］，所有的数据均以关系型表

格存于数据库。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具有体积小、成本

低、速度快的优点［９］。 数据库设计的 ＥＲ（实体关

系）如图 ６ 所示。

权限

Id

姓名

用户管理n n

实验对象
身份信息

实验测试
数据信息

实验图片
信息

实验信息

图 ６　 数据库 ＥＲ 图

Ｆｉｇ． ６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系统测试

３．１　 实验对象筛选模块的测试

参与实验的人员正式申请成为本系统的实验对

象前需要完成 ３ 项测试，分别是色盲测试、抑郁量表

测试和焦虑量表测试。 ３ 项测试页面分别如图 ７ ～
图 ９ 所示。

图 ７　 色盲测试

Ｆｉｇ． ７　 Ｃｏｌｏｒ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图 ８　 抑郁量表测试

Ｆｉｇ． ８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ｔｅｓｔ

图 ９　 焦虑量表测试

Ｆｉｇ． ９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ｔｅｓｔ

３．２　 实验对象信息录入模块的测试

通过 ３ 项测试后，将进入身份信息填入的界面，
实验对象需要输入“用户名、联系方式、密码、性别、
年龄、学历、民族、角色、专业背景”等基本信息，其
中联系方式及密码将作为实验对象的账号及密码。
身份注册页面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身份注册

Ｆｉｇ． １０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在身份信息填写过后，需要阅读实验相关的知

情同意书，并签署自己的名字。 其中，在线电子签名

书写笔迹优化前后的对比结果如图 １１、图 １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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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优化前的书写笔迹

Ｆｉｇ． １１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２　 优化后的书写笔迹

Ｆｉｇ． １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３　 实验流程模块的测试

在实验对象登录页面后，实验对象开始进行积

极 ／消极情绪量表的测试、愉悦度测试、唤醒度测试。
３ 项测试如图 １３～图 １５ 所示。

图 １３　 积极 ／消极情绪量表的测试

Ｆｉｇ． １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图 １４　 愉悦度测试

Ｆｉｇ． １４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ｔｅｓｔ

图 １５　 唤醒度测试

Ｆｉｇ． １５　 Ａｒｏｕｓａｌ ｔｅｓｔ

　 　 ３ 项测试提交以后，本系统将自动播放实验讲

解视频，视频内容包括实验目的、评价指标、评价示

例。 讲解视频界面如图 １６ 所示。

图 １６　 讲解视频

Ｆｉｇ． １６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

　 　 视频播放后，实验对象可以正式开始图片诱发

情绪测试实验，正式实验如图 １７ 所示。

图 １７　 正式实验

Ｆｉｇ． １７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４　 实验数据管理模块的测试

研究人员在登录系统后会通过角色权限管理的

认证，进入管理员的界面。 该管理界面能进行实验

图片审核、实验数据表下载以及实验对象信息管理。
详情如图 １８～图 ２０ 所示。

图 １８　 实验图片审核

Ｆｉｇ． １８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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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实验数据表下载

Ｆｉｇ． １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图 ２０　 实验对象信息表

Ｆｉｇ．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５　 系统响应速度测试

在高并发量的访问环境下，最大限度需要容纳

３ ０００人同时访问系统，为保证实验过程中系统的稳

定性，利用 Ａｐａｃｈｅ 开发的 Ｊｍｅｔｅｒ 软件进行系统的压

力测试［１０］。 服务器处理器为 Ｉｎｔｅｌ（Ｒ） Ｃｏｒｅ（ＴＭ） ｉ５
－６５００ ＣＰＵ ＠ ３．２０ ＧＨｚ ３．２０ ＧＨｚ，内存为１２ ＧＢ，系
统版本 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 专 业 版， 浏 览 器 为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ｈｒｏｍｅ。 采用 Ｊｍｅｔｅｒ 启动 ３ ０００ 个线程，向系统发

起请求，测试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系统的吞吐

量为正常水平，且错误率为 ０％，通过这些指标可以

看出该系统的性能满足 ３ ０００ 人进入实验的要求。
表 １　 系统压力测试表格

Ｔａｂ．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ｍ

Ｌａｂｅ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ｖｇ．ｂｙｔｅｓ Ｅｒｒｏｒ ／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 ｓｅｃ

ｈｔｔｐ ３ ０００ １６ ９２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４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现有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中软件系统的

不足，运用 Ｂ ／ Ｓ 架构设计并开发了图片诱发情绪实

验研究的系统，能够实现在互联网上进行图片诱发

情绪实验的相关流程，利用 ＨＴＭＬ５ 的 Ｃａｎｖａｓ 技术

实现了在线电子签名的功能，并且根据图片情绪测

试实验的流程实现了讲解视频的播放、情绪测试、图
片诱发情绪测试等功能。 该系统具有轻量级、可移

植性高、跨平台性能好和交互性强等优点，对于心理

学研究人员分析情绪特性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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