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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提出了一种两阶段检测方法，即基于稳健哈希签名的流级检测和基于子图局

部特征的文件级检测。第一阶段利用签名快速发现与查询图像相似度较高的关键帧，第二阶段采用人脸子图的

局部特征搜索与查询图像相似度次高的关键帧，它主要包括人脸检测、提取人脸子图的局部特征和相似计算三

部分。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既可以快速检测到特定人物，也可以提升人物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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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视频流人物检测主要是对视频流进行不间断

的检测，实时发现与查询人物相似的关键帧，并定

位关键帧所在的镜头。人物检测在安检、视频监

控、视频检索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人物检测

算法主要可以分为基于子窗口的方法和基于部分

人体的方法［１］。基于子窗口的方法使用的特征有

方向梯度直方图［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ｒａｄｉ

ｅｎｔｓ，ＨＯＧ），协方差矩阵
［３］等。基于部分人体的

方法把人体分为几部分分别进行检测，最后将结果

进行整合，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等
［４］把人体分为７个部分，

对每部分分别进行检测，Ｓｈｅｔ等
［５］把逻辑推理应

用于研究低级检测器输出信息的内容扩充。Ｃｈｅｎ

等［６］为了在新闻视频中找到特定人，综合利用文本

搜索、节目主持人信息和人脸识别等方法。Ｓｃｈｗ

ａｒｔｚ等
［１］将人脸检测和个人检测器综合起来用于

人物检测。

人物检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脸的检测。

人脸检测、跟踪与识别是３个相互独立而又统一的

问题［７］。人脸检测方法主有基于特征的方法、模板

匹配法、基于表象的方法。人脸跟踪等价于在连续

帧间建立基于位置、颜色、形状、纹理、色彩等特征

的对应匹配问题［８］。人脸识别的方法包括特征脸

识别方法、弹性图匹配法、小波分析法等。

人脸特征提取所使用的经典方法之一是

ＰＣＡ，但它是基于一维的，在处理图像时，需要将二



维图像矩阵转换成一维向量，当图像较多时运算量

大。Ｙａｎｇ等人
［９］提出了基于图像矩阵的二维

ＰＣＡ方法。文献［１０］将Ｌ１范式结合２ＤＰＣＡ用

于人脸识别。非负矩阵分解［１１］（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ＭＦ）在矩阵中所有元素非

负的条件下对矩阵进行分解，由于它具有可解释性

和明确的物理意义在人脸识别上有较多应用。文

献［１２］利用２ＤＰＣＡ和 ＮＭＦ的基本思想，提出非

负二维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人脸识别。在变换

域方法中，Ｈａｆｅｄ等
［１３］首先提出基于离散余弦变

换器（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ｏｓｃ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ＣＴ）的人脸识

别方法，Ｃｈｅｎ等
［１４］在ＤＣＴ域和空域上利用主成

分分析和线性判别分析进行人脸识别，文献［１５］将

ＤＣＴ与线性判别分析结合的方法进行改进用于人

脸识别。

为了从视频流检测特定人物，提出了两阶段的

检测方法，即基于稳健哈希签名的视频流上的检测

和基于人脸子图局部特征的文件级的检测。该方

法首先在视频流上进行检测，主要是采用稳健哈希

签名的方法检索与查询人物所在图像相似度较高

的关键帧，然后在图像数据库上进行基于子图的检

测，也就是提取查询图像包含人脸的子图，并与图

像集中各图像经人脸检测提取出的子图进行局部

特征匹配，检测与查询图像相似度次高的关键帧，

从而实现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其中基于稳健哈

希签名的视频流特定人物实时检测方法。该方法

先计算目标图像的签名特征，主要包括ＤＣＴ变换

和哈希运算两部分，然后，在实时接收的视频流上

计算镜头分割所得关键帧图像的签名特征；最后，

计算这两个签名特征之间的汉明距离，若距离小于

给定的阈值，则认为检测到目标人物出现，并提取

关键帧图像所在的镜头。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用

于实时视频流人物检测可以达到较高的查全率。

基于人脸子图局部特征的文件级的检测方法，首先

提取查询图像人脸子图并计算其局部特征，然后对

各关键帧图像进行人脸检测，得出包含人脸的子

图。再计算这些子图的局部特征，最后计算它们与

查询子图的相似性得出检测结果。

１　基于稳健哈希签名的流级检测

　　图像二维ＤＣＴ变换已经将图像的主要信息集

中于矩阵左上角，只需要取出左上角固定大小的子

阵就可以代表图像主要信息［１６］。利用合适的哈希

函数对图像ＤＣＴ结果进行哈希就可以生成签名。

将一幅图像的二维ＤＣＴ变换矩阵记为犆（狌，

狏），由于ＤＣＴ已经把图像的能量集中于矩阵的左

上角，因此，可以提取犆（狌，狏）矩阵的子矩阵犛（犿，

狀）用来生成图像签名。

犛（犿，狀）＝Ｔｒｕｃ（犆（狌，狏））＝犆（犿，狀）

犿，狀＝０，１，…，犕 （１）

式中：犕 为子矩阵犛的行数。

１１　稳健哈希

　　稳健哈希将一个信号映射到一个较短的二进

制字符串，它的稳健性是指即使对信号进行小的处

理，该信号的哈希输出保持不变，只有当信号内容

发生变化时输出才有变化。

设输入图像用犐代表，哈希函数用 犎（）表

示，输出向量为犺，那么犺＝犎（犐），犺来自于集合

｛０，１｝犖，该集合的势为２犖。犎（）可以用来描述

感知相等的图像，感知相等的两幅图像输出应该相

同，感知不等的图像应产生不相关的值。而感知相

等的图像不一定有同样的数字特征，所以 犎（）

是一个多对一映射［１７］。它有随机化、两两独立和

稳健性三个性质。

在图像处理中，稳健图像哈希将一幅图像用一

个短二进制向量表示，对于内容相同的图像哈希结

果保持不变，对于内容明显不同的图像哈希结果变

化较大。它可以用于图像鉴定、图像检索和模式识

别等。稳健哈希多被用来检测对图像的篡改和非

法操作。在人物检测中，稳健哈希可以用来在不同

的位置、条件和背景等拍摄情况下检测到同一个

人。

１２　图像签名的生成

　　哈希运算对ＤＣＴ变换后的子矩阵犛（犿，狀）进

行。犎（）表示哈希函数，Ｓｉｇ（犐）表示生成的签

名。采用的稳健哈希函数定义如下

Ｓｉｇ（犐）＝犎（犐）＝犺（０）犺（１）…犺（犕
２） （２）

犺（犻）＝
１ 犛

１

犕
，犻－

犻（ ）犕
≥犿犲

０

烅

烄

烆 其他

犻＝０，１，…，犕
２ （３）

式中：犿犲＝
１

犕２∑犿，狀＜犕
犛（犿，狀）表示子矩阵的均值。

该哈希函数先将子矩阵犛（犿，狀）进行量化，然

后将量化结果串成二进制向量，最后得到图像签

名。该哈希实际上就是取子矩阵量化后的值，这样

每个哈希值犺（犻）的产生是随机的，而且两幅图像

的哈希结果相互独立，同时也满足稳健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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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ＤＣＴ变换本身的量化过程就对干扰有一定

的容忍能力。

图像签名生成的过程如下：

（１）对图像进行２维ＤＣＴ变换得矩阵犆（狌，狏）；

（２）取犆（狌，狏）子矩阵得矩阵犛（犿，狀）；

（３）对子矩阵犛（犿，狀）进行哈希，得到图像全

局签名Ｓｉｇ（犐）。

这样，每幅图像就可以得到一串６４Ｂｙｔｅ的二

进制序列。图１显示了一幅图像及其对应的全局

签名。由于基于块匹配的方法常用于图像匹配，也

计算该图像的分块签名。分块签名由各图像块的

签名组合而成。

图１　一幅图像及其对应的全局签名

１３　图像相似度度量

　　得出签名后，各图像之间的相似度计算就成了

它们对应的签名之间的相似度计算，这里采用汉明

距离来表示签名的相似度。这两个等长字符串之

间的汉明距离是他们对应位置的不同字符的个数。

也就是将一个字符串变换成另外一个字符串所需

要替换的字符个数。即

犱（Ｓｉｇ（犐１），Ｓｉｇ（犐２））＝Ｓｉｇ（犐１）Ｓｉｇ（犐２）（４）

　　它表示两个签名的汉明距离。为验证签名特

征进行相似计算的效果，以图１作为基准图像，并

选取了与它相似的８幅图像作为测试图像，如图２

所示。它们以基准图像为标准像按相似度依次排

列。这些测试图像与基准图像全局签名和分块签

名的汉明距离在图３中显示。可见分块签名距离

区分性更强，全局签名距离相同的图像对应的分块

签名距离就可能不相同。

图２　测试图像

图３　不同签名的图像距离

２　基于人脸子图局部特征的文件级

检测

　　在近似重复检测中，使用子图的方法
［１８］可以

充分利用查询目标主要信息，减小背景噪声的影

响。人脸是人物最有区别性的一部分，人脸检测的

技术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完全可以通

过图像的人脸子图进行特定人物检测。另外，从语

义概念的角度讲，人物是图像中的语义概念之一，

因此常用的用于语义搜索的局部特征 ＰＣＡ

ＳＩＦＴ
［１９］，尺度不变特征转换（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

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
［２０］等对于特定人物检测也

适用。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初步解决出现背景、姿势

等不同时人物检测准确率较低的问题。近年来，已

有学者将ＳＩＦＴ特征应用于人脸识别
［２１］和人物检

测［２２］。

２１　人脸子图提取

　　人脸是人体最明显的生物特征，利用人脸的识

别进行特定人物检测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如果

不对图像区域加以限制，局部特征在提取时针对整

幅图像进行，这样不仅特征点多，增加了图像相似

度衡量的计算代价，同时由于背景的影响也会降低

检测的准确度。显然，只对查询图像和待检测图像

的人脸部分进行特征提取和相似度衡量，可以同时

提高检索的效率和准确率。

人脸检测方法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基于统计的

方法和基于知识的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基于

统计的方法，它将人脸检测问题转换为模式识别问

题，将人脸区域看作一类模式，对人脸和非人脸进

行训练，构造分类器。主要包括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的方法、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基于 Ｈａａｒ特征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方法等。基于知识的方法利用人的先

验知识建立规则进行人脸检测，如人脸的形状、五

官分布和人眼特征，这类方法检测效果依赖于特征

９０３第３期 高毫林，等：一种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



提取和预先定义的规则。当图像质量较差特征不

容易检测或者采用的规则不全面不准确时都会影

响检测效果。

基于Ｈａａｒ特征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方法可以实时、

准确地检测到人脸，它采用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从多

个弱分类器构造强分类器。Ｈａａｒ可以通过积分图

像快速计算得出，从而保证了检测的实时性。图４

是该方法对Ｃａｌｔｅｃｈ２５６部分图像检测结果。

图４　人物图像及其对应的人脸子图

２２　犛犐犉犜局部特征

　　ＳＩＦＴ特征对旋转、平移、亮度变化、尺度缩放

和噪声具有较好的不变性，对视角变化、仿射变换

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它很好地符合评价局部

特征性能的两个指标：稳定性和独特性，其匹配性

能优于同类型其他局部特征，在目标识别、图像检

索、图像拼接和场景分类等领域已经得到了成功的

应用。人脸虽然表情多样，但不同人的人脸具有较

强的独特性，同一个人的人脸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

性。所以，可以用ＳＩＦＴ特征描述人脸。图５给出

了人物图像及其对用的人脸图像的ＳＩＦＴ特征检

测结果。

图５　人物图像及其对应的人脸子图的ＳＩＦＴ特征点

２３　检测流程

　　基于子图局部特征的文件级检测主要流程如

下：

（１）用基于 Ｈａａｒ特征的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方法对查

询图像和待检测图像进行人脸区域检测，得出人脸

子图；

（２）对查询图像人脸子图进行ＳＩＦＴ特征提

取；

（３）对待检测图像提取出的各人脸子图进行

ＳＩＦＴ特征提取；

（４）计算查询子图与待检测子图的相似程度，

如果有某一子图相似度大于给定阈值，就返回该子

图所在的图像，并认为检测到了查询人物出现。

（５）重复（３），（４），直到完成所有图像的检测。

图６给出了对查询子图进行检测的结果。可

见，当背景变化时该方法仍能检测到包含查询人物

的图像。

图６　人物图像及检测结果

３　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及实验

结果

３１　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

　　本文将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分为流级粗

过滤和文件级细筛选两阶段。第１阶段采用基于

稳健哈希签名的方法对实时视频流进行检测，特征

提取和相似度计算的速度较快，适合在线检测，主

要发现与查询图像相似度较高的关键帧。第２阶

段采用基于人脸子图局部特征的方法对图像库进

行检测，先提取人脸子图，再提取ＳＩＦＴ特征进行

相似计算，主要发现与查询图像不同场景的关键

帧。

３２　流级检测实验结果

　　使用两种签名在不同相似门限下进行检测的

准确率是不同的，图７给出了检测结果。分块签名

的准确率要高于全局签名，而且在选取合适的门限

时，准确率可以达到８０％以上。当然，这里用来计

算准确率的图像需要进行人工标定。

在查询人物设定时，选取视频节目中经常出现

的国家领导人或重要人物进行检测。该实验在视

频流数据采集的平台上进行，该平台对常用卫星频

段进行扫描，发现并获取视频数据，进一步对视频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视频关键帧图像。本实验选取

已获取人物图像，对该图像进行在线检测，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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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３种签名在不同门限下的查准率

图８　视频流人物检测性能指标

图９　单幅图像匹配时间

选取５副特定人物图像，对ＰｒｅｓｓＴＶ进行了１２ｈ

的在线检测，检测结果如图８所示。检测中，单幅

图像匹配时间如图９所示，匹配时间包括特征提取

和相似计算两部分，大约在０．２４～０．２７ｍｓ之间，

而这样的关键帧所在的镜头长度远远大于这个范

围，所以完全可以达到实时的效果。

３３　文件级检测实验结果

　　文件级检测采用ＳＩＦＴ和人脸子图相结合的

方法，检测数据采用的是Ｃａｌｔｅｃｈ２５６库中的的人

脸图像，结果如图１０所示。该方法要高于直接采

用ＳＩＦＴ特征对全图进行检测的方法。对不同人

物进行检测期检出率是不同的，这与图像数据本身

有关。如果人脸表情变化较大，检出率就会降低。

图１０　文件级检测结果

４　结束语

　　人脸识别和人物检测近年来已经有很多研究，

但在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面仍有待提高。本文

将人物检测方法分为基于稳健哈希签名的实时的

流级粗过滤和基于人脸子图局部特征的非实时的

文件级细筛选两阶段。流级检测采用快速特征提

取和快速相似计算的方法，适用于在线检测，主要

发现与查询图像相似度较高的人物图像。文件级

检测先提取人脸子图再计算子图ＳＩＦＴ特征，可以

达到较高的准确率，主要发现相似度次高的不同场

景人物图像。

实际上，即使采用了人脸提取和性能较好的局

部特征ＳＩＦＴ进行人物检测，仍然不能做到对所有

人保持较高的检出率。这是因为目前使用ＳＩＦＴ

特征并没有利用各特征点之间的关系，这样，人脸

各器官的相对位置等信息被抛弃了，而这对人脸识

别是很重要的。其实，ＳＩＦＴ特征更适合于刚性物

体的检索，因为刚性物体在不同图像中虽然有角

度、背景、旋转等变化，但其特征点相对位置的变化

并不明显。而人脸等人体组成部分或动物组成部

分等非刚性物体的局部特征点的相对位置变化较

大，所以仅仅用ＳＩＦＴ特征是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

效果的。可行的改进方法之一是将ＳＩＦＴ特征与

人脸器官相对位置、人脸轮廓等信息结合进行检

测，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采用非刚性物体匹配的

方法［２３］进行检索。

参考文献：

［１］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ＷＲ，ＧｏｐａｌａｎＲ．Ｒｏｂｕｓｔｈｕｍ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ｄｅｔｅｃ

ｔｏｒｓ［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９７０９７９．

１１３第３期 高毫林，等：一种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



［２］　ＤａｌａｌＮ，ＴｒｉｇｇｓＢ．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ｌ．］：

ＩＥＥＥ，２００５：８８６８９３．

［３］　ＴｕｚｅｌＯ，ＰｏｒｉｋｌｉＦ，ＭｅｅｒＰ．Ｈｕｍ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ｉｅｍａｎｎｉａｎ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ｓ［Ｃ］／／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１８．

［４］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Ｋ，ＳｃｈｍｉｄＣ，ＺｉｓｓｅｒｍａＡ．Ｈｕｍａｎ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ｒｏｂｕｓｔ

ｐａｒ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Ｃ］／／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ｚｅｃ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６９８２．

［５］　ＳｈｅｔＶ，ＮｅｕｍａｎｎＪ，ＲａｍｅｓｈＶ，ｅｔａｌ．Ｂｉ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ｒａｚｉｌ：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２４３２５０．

［６］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ｙｕ，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Ａ．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ｆ

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ｎｅｗｓｖｉｄｅｏ［Ｃ］／／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Ｓｉｇ

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４：

１０３６１０３９．

［７］　夏思宇．彩色图像序列的人脸检测、跟踪与识别研究

［Ｄ］．南京：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２００６．

ＸｉａＳｉｙ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ａ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８］　夏思宇，潘泓，金立左，等．基于特征组合的人脸跟踪

方法［Ｊ］．数据采集与处理，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５１９．

ＸｉａＳｉｙｕ，ＰａｎＨｏｎｇ，ＪｉｎＬｉｚｕｏ，ｅｔａｌ．Ｆａｃ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ｔａＡｃ

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５１９．

［９］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Ｄ，ＦｒａｎｇｉＡ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ＣＡ：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ｔ

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６（１）：

１３１１３７．

［１０］郑豪．基于 Ｌ１范式的分块２ＤＰＣＡ 人脸识别方法

［Ｊ］．数据采集与处理，２０１１，２６（６）：６６６６７０．

ＺｈｅｎｇＨａ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１

ｎｏｒｍ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１，

２６（６）：６６６６７０．

［１１］ＬｅｅＤＤ，ＳｅｕｎｇＨ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ａｔｒ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９，４０１：７８８７９１．

［１２］严慧，金忠，杨静宇．非负二维主成分分析及在人脸识

别中的应用［Ｊ］．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２００９，２２（６）：

８０９８１４．

Ｙａｎ Ｈｕｉ，Ｊｉｎ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２（６）：８０９８１４．

［１３］ＨａｆｅｄＺＭ，ＬｅｖｉｎｅＭＤ．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ｏｓ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４３（３）：１６７１８８．

［１４］ＣｈｅｎＷ，ＭｅｎｇＪＥ，ＷｕＳ．ＰＣＡａｎｄＬＤＡｉｎＤ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５，２６

（１５）：２４７４２４８２．

［１５］伊洪涛，付平，沙学军．基于ＤＣＴ和线性判别分析的

人脸识别［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７（１０）：２２１１２２１４．

Ｙｉ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ＦｕＰｉｎｇ，ＳｈａＸｕｅｊｕｎ．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ＣＴａｎｄＰＣＡ［Ｊ］．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７（１０）：２２１１２２１４．

［１６］Ｘａｖｉｅｒ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Ｇ．Ａｆａｓｔｓｈｏ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 ａ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ｅ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ＵＳＡ：ＡＣＭ，

２００５：１２１１２８．

［１７］ＫａｍｉｌＳｅｎｅｌ．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ｏｂｕｓｔｈａｓ

ｈｉｎｇｏｆｆ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Ｄ］．Ｔｕｒｋｅ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ｏｇａｚｉｃ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０１０．

［１８］ＫｅＹ，ＳｕｋｔｈａｎｋａｒＲ，ＨｕｓｔｏｎＬ．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ｂａｓｅｄｎｅａｒ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ａｎｄｓｕｂ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ＣＭ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ＳＡ：ＡＣＭ，

２００４：８６９８７６．

［１９］ＫｅＹ，ＳｕｋｔｈａｎｋａｒＲ．ＰＣＡｓｉｆｔ：ａｍｏ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Ｃ］／／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４：５０６５１３．

［２０］ＬｏｗｅＤＧ．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ｓｃａｌｅｉ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４，６０（２）：９１１１０．

［２１］ＢｉｃｅｇｏＭ，ＬａｇｏｒｉｏＡ，ＧｒｉｃｏＥ，ｅ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ＳＩＦ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ｆａｃ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６：３５３９．

［２２］ＬｕｏＪｕｎ，ＭａＹｏｎｇ，ＴａｋｉｋａｗａＥ，ｅｔａｌ．Ｐｅｒｓ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７：

５９３５９６．

［２３］ＳｈｅｋｈｏｖｔｓｏｖＡ，ＫｏｖｔｕｎＩ，ＨｌａｖａｃＶ．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ＲＦ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ｏｎｒｉｇｉｄ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０８，

１１２（１）：９１９９．

作者简介：高毫林（１９７９），男，博士生，研究方向：图像检

索，Ｅｍａｉｌ：ｈｏｌｙｇａｏ＠１２６．ｃｏｍ；陈刚（１９７９），男，讲师，研究

方向：模式分析与网络信息处理；罗宁（１９７５），女，高级工

程师，研究方向：图像处理；李弼程（１９７０），男，教授，研究

方向：智能信息处理。

２１３ 数 据 采 集 与 处 理 第２８卷



３１３第３期 高毫林，等：一种视频流特定人物检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