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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脸识别一直是生物识别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计算机、（应用）数学、电子、自动化、可视化、
虚拟现实、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等学科都有较广泛的研究，同时也在航空航天、气象、刑事侦察、出
入境关口管理、机场检查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全书内容分为14章，其中正文根据内容可结合成为依次递进的三部分：人脸识别的基础知识（第1
－3章）、人脸识别的基本方法（第4－9章），以及人脸识别的高级方法（第10－14章）。
　　第1章简要介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常见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进而引入人脸识别
，重点讨论了人脸识别的研究内容、研究现状及将来的发展趋势。
第2章介绍了人脸识别系统的评价标准，并列举了常用的三种测试标准，此外简要论述了国内外常用
的人脸数据库。
第3章主要阐述人脸识别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
　　第4章人脸图像的获取是人脸识别的首要步骤，分别介绍了二维和三维人脸图像的获取原理，并
重点介绍了一种双目成像系统。
第5章主要介绍了一些常见的人脸图像预处理方法。
第6章主要分析了二维人脸和三维人脸的表示方法。
第7章介绍了基于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的人脸检测方法，并进一步对检测方法的评价标准进行阐述，
最后提出人脸检测存在的难点。
第8章通过分析图像分割的基本原理，引入了一些常见的人脸图像分割方法。
第9章主要介绍了几种典型的人脸判定方法。
　　光照是影响人脸识别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第10章分析了光照变化对人脸识别的影响，并且介绍了
两种常用的光照补偿方法。
表情是人类情绪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人脸有表情的情况下如何识别人脸也是一个难题，第11章主要概
括了表情识别的主要框架，人脸表情图像的预处理工作以及人脸表情识别方法。
近年来三维人脸识别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研究话题，三维人脸的建模工作就显得日益重要，第12章主要
介绍了人脸建模的研究动态，列举出几种常见的三维人脸模型，并对标准人脸模型进行了分析。
早期的人脸识别研究都是基于正面人脸图像而言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脸往往会存在姿态的变化，
第13章从姿态变化对人脸的影响出发，分别介绍了二维、三维人脸姿态识别方法以及多姿态人脸识别
方法。
第14章分析了人体运动的原理，并从目标跟踪的原理出发介绍了典型的人脸跟踪方法。
进一步阐述了人脸跟踪快速算法以及人脸跟踪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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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人脸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探讨相应的
发展趋势。
书中给出了人脸识别的基本过程框架，该框架包括人脸图像获取、人脸图像预处理、人脸表征、人脸
检测、人脸分割和人脸的判定，并对其中的具体实现技术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
随后，对影响人脸识别的三大关键因素：光照、表情和姿态进行了论述，并贯穿了相关的最新研究成
果和处理方法。
最后，针对视频图像，对动态人脸跟踪进行了探讨，并对人脸识别的现状和研究趋势进行了说明。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性强，适应读者面广，可作为高校教师、研究生、科技工作者，以及相关部门
的应用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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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预处理的目的主要是去除噪声，加强有用的信息，并对测量仪器或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退化
现象进行复原。
在一些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中，一般从生物特征获取装置采集得到的原始信号不仅包括生物特征本身，
还包括背景信息等，所以必须从原始信号中分割出感兴趣的内容。
定位和分割算法一般都是基于生物特征在图像结构和信号分布方面的先验知识。
例如人脸检测就是要从图像中找到并定位人脸区域，这一直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3）所谓特征提取过程，就是机器通过学习获取生物特征信号中能够凸显个性化差异的本质特
征，从而实现身份的识别。
特征提取是生物特征识别领域最基本的、原理性的问题，是生物识别领域最活跃的一个研究方向。
生物特征技术的进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寻找能够凸显个性化差异本质特征的过程，由于生物特征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目前这个问题只在个别的生物特征识别领域得到了共识，例如指纹识别，大家都公认细
节点（如末梢点和分叉点）是描述指纹特征的最佳表达方式。
但是在其他生物特征识别领域，例如人脸、虹膜、掌纹等领域，研究人员还在不断探索最佳的特征表
达模型。
　　（4）特征匹配是计算两个生物特征样本的特征模板之间的相似度，实际上就是将采集到的生物
特征模板与机器中已经登录的特征模板进行比对，并找出最佳的匹配对象。
在特征匹配方面，除了传统的基于距离的匹配方法外，基于神经网络和基于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 machine，SVM）的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图匹配算法在指纹细节点模式、人脸模式、虹膜模式的相似性度量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1.1.2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分类　　生物识别技术按照特征形成原因可分为基于生理特征的识别和基
于行为特征的识别。
生理特征是与生俱来的，多为先天性，这些特征不随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而改变；行为特征则是由习
惯形成，多为后天形成的，并且在每次测试的时候不一定相同，和用户当时的状态（如情绪、疾病等
外界因素）有关。
基于生理特征的识别包括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视网膜识别、掌形识别等。
基于行为特征的识别包括签名识别、语音识别、步态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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