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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笔迹鉴别与验证的理论和方法(精)/清华大学学术专著》编著者丁晓青。

《计算机笔迹鉴别与验证的理论和方法(精)/清华大学学术专著》内容提要：笔迹鉴别是生物特征识别
的一个重要分支，计算机笔迹鉴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书首先介绍了现有的各种笔迹识别方法，分析了计算机笔迹识别中的关键问题，然后重点介绍了作
者研究团队在计算机笔迹识别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最后对笔迹识别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

本书可供自动化、模式识别、计算机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自动化、
计算机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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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首先，使用签名作为个人身份标志这种形式已广为接受，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一
种非常普遍的身份认证方式；其次，签名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种为法律所接受的身份认证手段；最后
，签名的使用非常方便，不存在丢失或者遗忘的问题。
 但是，由于受条件的制约，在实际生活中对签名进行真伪校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利用经过训练的笔迹专家对签名进行人工的真伪校验，仅在某些重要或专业领域才有可能，例如在刑
事侦察等方面；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没有进行对签名的真伪认证，因此就给犯罪份子以
可乘之机。
据统计，由于支票和信用卡中伪造签名的存在，每年会给银行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因此，利用计算机进行签字的自动认证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社会需求。
进行手写签字的计算机自动认证研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计算机签名认证有时也称为计算机签名校验，它是一个利用计算机对手写签名进行真或伪的认证，确
认是否是真实主人所写签名的过程。
这里的手写签名，指的是个人所书写的用于表征其身份的一种特定符号，这种符号在通常情况下与人
的姓名有一定的关联。
 根据采集签名所能得到的信息的不同，可以把签名分为脱机手写签名与联机手写签名。
脱机手写签名只有各个签名轨迹点的形状信息，即签名作为一幅图像而存在。
而联机手写签名所得到的签名不但有各个签名点的位置信息，同时还有各个签名点的书写时间信息。
本书研究处理的对象是联机手写签名。
 从签名的书写者的真伪角度来看，可以把签名分为真签名与伪签名两类。
真签名指的是书写者是签名的真实主人的签名；伪签名指的是书写者不是签名的真实主人的伪造签名
。
按照模仿程度的差异，伪签名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随机伪签名——指的是异于真实主人的其他
书写者的签名，书写时不知道待模仿签名的任何信息； （2）简单模仿伪签名——指的是模仿过程中
，只知道待模仿签名的书写者的名字，而不知道具体签名写法所得到的伪签名： （3）熟练模仿伪签
名——指的是模仿过程中，知道待模仿签名的所有信息，并可以进行充分的模仿练习而得到的伪签名
。
 对不同类型的伪签名进行认证时的难度各不相同，对随机伪签名的认证最容易，对熟练模仿伪签名的
认证最难。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真签名与熟练模仿伪签名之间的真伪认证。
 联机手写签名认证的性能可以用下面的两个量化指标来表征：误拒绝率FRR（false reject rate），表示
错误拒绝本人真签名的概率；误接受率FAR（false accept rate），表示错误接受伪造签名的概率。
也可以使用等错误率值EER（equal error rate）来进行性能的一般描述，它反映的是在FAR值与FRR值相
等（或近似相等）时的平均错误率值。
 对于联机签名认证而言，可供利用的信息主要有签名的各个签名轨迹点的位置、书写时间的对应变化
关系。
如果采用一些特殊设备进行签名轨迹的采集，则还可能得到其他信息，例如压力信息、书写时笔的倾
斜角和方位角等信息。
从设备的通用性角度考虑，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只利用了签名的位置和时间信息，而没有考虑其他
信息，目的是为了使认证过程尽可能摆脱硬件设施的限制。
 进行计算机联机签名认证的难点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真签名本身不稳定的变化性； （2）
真伪签名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 （3）能够用于进行训练的样本很少，难以对签名的各种变化的
统计特性进行准确估计； （4）缺少公共的签名数据库，性能测试的标准也多种多样，导致很难进行
本领域各种算法的性能比较，不得不增加一些盲目和重复的工作量。
 计算机联机签名认证系统可以广泛地用于各种需要确认身份的领域，例如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防止伪
造签名犯罪，在电子商务过程保证交易的有效性，在考勤签到系统中作为确认身份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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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签名，首先会从其基本结构（由哪些字组成）判断它应该是谁的签名，这
是第一个层次上的认知过程，然后，会对签名的细节（对人而言，经常是形状上）进行研究，通过与
真实主人签名的比较，确认它是否是本人书写的签名，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认知过程。
因此，对于利用计算机自动进行签字认证而言，就是在模式基本结构相同的情况下，对模式微小差别
的鉴别研究。
一方面，要允许属于同一模式类的不同模式存在差别；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模式的微小差别对模式所
属类别是真还是伪进行判断。
这是面对极小的类间差异（当仿造者的签名出现时）和较大的类内变化（签名者本人签字不稳定的变
化）的十分困难的模式鉴别问题，其中最难之处在于仅利用极少的训练样本如何保证认证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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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大学学术专著:计算机笔迹鉴别与验证的理论和方法》讲述了计算机的运用方法和一些理论，通
过这些理论和方法让读者对计算机的知识又进一步。
《清华大学学术专著:计算机笔迹鉴别与验证的理论和方法》可供自动化、模式识别、计算机等领域的
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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