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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行为观察分析的视频编码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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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是婴儿表达自身需求、情感等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心理发展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婴儿进行行为观察，可以更详

细、真实地获得婴儿行为和发展的资料；基于视频编码的行为观察分析方法，为全面、客观地进行研究分析创造了条件。本文从

视频采集、编码方法、编码工具 3个方面介绍了婴儿行为分析中采用的视频编码方法及研究应用，以期为开展婴儿行为观察研

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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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havior is the most direct way for infants to express their needs and emotions, and it is also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bserving the behavior of infants allow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more detailed and authent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ehavior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video coding has established conditions for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video coding methods and their research applications in

infant behavior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video acquisition, coding methods, and coding tool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infant behavioral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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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期是儿童大脑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

时期的心理发展将对未来的整体发展产生直接影

响[1]。行为是婴儿表达自身需求、情感等最直接的方

式，也是心理发展的外在表现。在婴儿自然状态下

进行行为观察，可获得婴儿真实、自然的行为表现，不

但可以了解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监测其发展情况

并进行个体差异评估，还可以作为指导婴幼儿行为、

家庭养育行为、机构课程发展模式的实践依据 [2]。

婴儿的行为观察分析是一种观察、分析婴儿在

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和现象的方法，可以使用感官或

视频、音频、文本等多媒体途径有针对性地获取婴儿

的发展情况。视频是多媒体中最重要的媒体之一[3]，

用于婴儿行为观察时具有无接触、实时性、精准性等

优点[4]，可以全面且精确地记录婴儿及其周围人的行

为，还可以对所处环境进行记录，反映婴儿最真实的

情况。但由于视频的信息量巨大，不仅很难传输和

存储[3]，而且不便于分析。编码的本质是对行为进行

分类，将婴儿实时或长时间的行为（如表情、动作、语

言等）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提高研究效率，

便于发现研究的客观规律。因此，运用视频编码方

法处理婴儿视频，在婴儿身心健康研究中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采用视频编码方式进行婴儿行为分析的

方法已被广泛使用。通常包括 4个步骤，即视频采

集、视频预处理（对原始视频数据进行一些基本处

理，例如去除噪声、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等）、视频编码

（根据研究需要，将处理后的视频数据选择适当的编

码方法进行视频编码，必要时进行可靠性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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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统计分析。本研究将着重对视频采集和视频编码

的方法和工具进行综述，以期为本领域开展婴儿行

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婴儿行为分析中的视频采集

除了目击观察、现场记录或拍摄图片等方法外，

随着摄像机、智能手机等视频信息采集设备的普及，

视频采集已成为婴儿行为记录的重要方法。进行视

频采集前，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现场实施可行性等，

对摄像工具、拍摄方位，以及采集视频的情境、次数

等谨慎考虑。 

1.1　采集工具的选择

目前大部分摄像机、摄像头、手机等已能满足视

频采集的要求，但也有一些研究需要较为特殊的设

备。例如 Lerner等[5] 在对于母婴同床时的行为观察

中，需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进行拍摄并收集声

音[6]，因此选择了 4个红外、高清并且具有夜间拍摄

能力和内置麦克风的彩色海康威视（DS-2CD2432F-
IW）进行视频采集。 

1.2　采集场景的考量

婴儿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Maas等[7] 的母婴互动研究发现，母亲和婴儿在实验

室面对面相处时的互动情况最好，而在家中自由玩

耍时的互动情况最差。这就提示视频采集前有必要

对拍摄地点和场景进行考量。

采集方位的选择对于视频采集十分重要。应根

据研究需要，将 1个或多个摄像设备摆放在合适的

位置。例如，Stevens等[8] 对于婴幼儿性格的研究中，

在第一阶段进行远近距离拍摄时，使用了 2台高清

摄像机（HV20，佳能公司，日本）分别记录父母和婴儿

的互动行为（远距离广角镜头拍摄）与面部表情（近

距离面部特写）；在第二阶段使用 2个壁挂式旋转摄

像机和 1个单向镜记录婴儿的行为，以达到从相邻

的控制室不显眼地观察参与者的目的。

视频采集的次数在不同研究中也有所不同。有

的研究只需进行单一状态下的采集，例如Agostini等[9]

对于早期母婴和父婴互动特征的研究，要求父母像

在家里一样与婴儿自由地玩耍，并分别对母婴和父

婴的互动进行录像。也有的研究需要多种状态下的

视频采集，例如 de Souza等[10] 在产前诊断对母婴影

响的研究中采集了自由互动、玩具互动、歌曲互动

3种不同状态下的视频。 

2　婴儿行为分析中的编码方法

行为编码主要用于视频采集后，根据研究目的

对视频信息有目的地进行分类和编码，将视频信息

转换成数据形式。常用方法包括根据量表或评定手

册进行编码、采用开发/改进其他的编码方案进行编

码等。 

2.1　根据量表或评定手册进行编码

对于婴儿的行为分析，可以依据已有或整理的

量表或评定手册进行编码。现有研究采用儿童-养育者

关系指数（Caregiver-Child Relationship Index，CARE-
Index）量表[9] 进行父母和婴儿视频维度和分类的评

估，采用心智编码手册[11] 转录和编码母亲的口语单

词或句子，采用交互行为编码（coding interactive beha-
vior，CIB）手册进行母婴互动行为的编码 [12]，采用

改良行为疼痛量表（Modified Behavioral Pain Scale，
MBPS）[8] 评估观察到的婴儿疼痛相关痛苦程度。

Liu等[13] 在母亲窘迫对婴儿行为认知影响的研究中

采用评价婴儿行为的频率和强度信息的 5分量表进

行婴儿行为编码。利用量表或评定手册进行视频编

码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和灵活性，可以根据研究目的

对量表进行补充、修改和调整，包括在编码过程中保

留更多细节、与其他编码方法结合使用等，从而使视

频的编码进一步精确化。 

2.2　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编码方案

很多婴儿行为观察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开发编码

方案，并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自动化识别和编码。例

如有研究者开发进餐时间编码方案，包括二元交互

命名法和进餐交互编码方案[14]；也有研究采用母婴

喂养编码方案用于从录像喂养互动中编码婴儿和母

亲的行为[15]。这些方案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可以

突破现有的限制，带来新的技术，以达到更好的编码

效果。但在开发过程中需要确保编码方案与现有设

备、软件的兼容性，在使用中要充分考虑编码方案的

可靠性。可以让 2名接受过应用培训的编码员参加

编码工作，1名编码员对所有视频进行编码，另外

1名编码员对随机选择的其中一部分视频进行编码，

利用 Kappa值来衡量其可靠性[16]。根据不同研究目

的开发的编码方案需要足够强的可靠性来支撑。 

2.3　将不同编码方案有效结合

在一些较为复杂的研究中，1种编码方案不足以

达到研究目的，也有研究将不同的编码方案结合起

来使用。例如，在 Warnock等[17] 关于产前母亲抑郁

和婴儿自我调节的关系研究中，分别采用母亲行为

编码系统 （Mother  Behavior  Coding  System，MBCS）
和婴儿创伤行为编码系统（Neonatal Distress Behavior
Coding System，ND-BCS）对母亲和婴儿行为进行编

码[18]。MBCS是一种基于病理学，用来进行微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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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的编码工具，曾用于编码母亲抑郁/焦虑对婴

儿创伤经历的影响[19]。ND-BCS是一种基于行为学

的行为编码工具，可以连续、同时地编码婴儿的运

动、姿势、哭泣和呼吸反应。该研究将这 2个编码方

案结合起来，以更清晰地呈现母亲和婴儿的行为特点。

将不同编码方案加以结合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可以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多种

编码方案间也可以进行交叉验证和多重比较，以提

高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但这种方法可能会提高

视频采集的要求和数据处理难度，且进行交叉验证

或比较时，不同编码方案的匹配程度可能对数据的

一致性产生影响。 

3　视频编码的工具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类行为观察记录分

析系统（The Observer XT）、语言学家标注器（EUDICO
linguistic annotato，Elan）等编码软件或 CIB系统、非

典型母亲行为评估和分类工具（atypical maternal beha-
vior instrument for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AMB-
IANCE）等编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婴儿行为观察视

频编码。 

3.1　The Observer XT
The Observer XT是行为观察领域使用非常广泛

的一种工具。该工具可用于收集数据、回放视频、集

成数据模式，以及精确编码行为，具有功能强且简单

易用、易于与其他数据集成、简化数据同步过程、有

效避免误差、可视化数据等优点。Brown等[15] 对婴

儿调节和失调行为的研究中，采用了 The Observer
XT 10对母亲和婴儿的行为进行了实时和持续时间

的编码，具体过程包括：①母亲和婴儿喂养的录像带

被数字化；②重播已数字化的视频记录并在识别后

将观察代码输入计算机来进行编码分析；③对照录

像带检查编码并进行更正。此外，The Observer XT
还被用于喂养过程中亲子行为的研究[20]，以及儿童

进餐和食物的探索[14]。 

3.2　Elan 软件

Elan软件是母婴互动观察研究中独具优势的一

款工具。该软件可对视频和音频数据的标识进行创

建、编辑、可视化和搜索，旨在为标识提供声音技术，

对多媒体剪辑进行开发利用，用来分析语言、手语、

姿势，以及对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数据进行标识、分

析和建档[21]。该软件可用于编码多式联运不同行为

和交互的情况，因此可支持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

等多方面研究，特别适用于母婴的互动中多种行为

或沟通同时出现的情况。Dozio等[22] 在母体创伤后

母婴互动的影响研究中采用了 Elan软件，对母婴多

式联运交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进行了编码，同时，通

过定义沟通重叠列表自动生成沟通重叠，将母婴互

动中多个行为或沟通同时发生的情况更加准确生动

地记录下来。但 Elan软件目前也存在界面布局和快

捷键功能有待改进、缺乏语言翻译功能等缺点，使用

时需综合考虑。 

3.3　CIB 系统

CIB系统是母婴互动分析中一款应用较多的测

量工具。CIB具有测量母婴的互动质量、测量婴儿

与多人同时互动的功能。CIB构建了父母与子女之

间或 2个/多个伙伴之间互动的全球分类系统，其中

包括微观代码和全球评级量表。每个代码的评级从

1到 5，共有 45种不同的代码被分组到各种互动功

能中[10]。de Souza等[10] 在产前诊断对母婴影响的研

究中采用了 CIB的新生儿版本，用于成人和 0 ~ 3个

月婴儿相互作用的微量分析编码。该新生儿版本的

编码量表是基于 Brazelton[23] 的新生儿行为评估量

表-新生儿早期神经行为评估量表（Neonatal  Beha-
vioral Assessment Scale - Early Neonatal Neurobehavi-
oral Assessment Scale，NBAS-ENAC）编制的，包括母

亲注视的方向、母亲的触摸、婴儿在母亲腿上的位

置、婴儿和母亲的发声等母婴互动信息，并可测量母

婴互动的质量。 

3.4　AMBIANCE
由于婴儿语言能力尚未发展，父母往往觉得与

其交流困难很多，但父母能否及时恰当地了解婴儿

的需求十分重要，因为这很可能对婴儿的心理健康

造成严重影响。Lyons-Ruth等[24] 开发的AMBIANCE
是一个用于评估和分类孕产妇或母亲行为对婴儿影

响的广泛行为归类系统。在一项婴儿期母亲行为与

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编码人员使用 AMBIANCE
编码系统对 5类母亲沟通中断的行为和频率进行编

码，再通过 SPSS和 SA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5]。

Goldberg等[26] 在对孕产妇的非典型行为表征与婴儿

依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通过使用 AMBIANCE
对孕产妇的情感沟通错误、角色/边界混乱、恐惧等

行为的频率以及沟通中断等情况进行评分，进而得

出三者关系紧密的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视频编码的婴儿行为观察分析

是婴儿心理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需根据研究目

的在视频采集、编码等步骤加以设计和恰当实施，目

前已有多款软件工具可用于视频编码，为本领域研

究提供了客观、便捷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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