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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流改进的视频虚拟试衣

胡安康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基于图像的虚拟试衣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直接将此方法应用到视频虚拟试穿

的任务时，由于缺乏时空一致性，会导致视频帧之间的不一致和不连贯，会对视频的视觉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光流改进的视频虚拟试穿模型。 首先使用正则化校正损失的薄板样条插值变换方法对服装进行

扭曲，然后使用一个 Ｕ－Ｎｅｔ 网络进行服装试穿，同时使用原视频服装区域的光流监督，合成视频服装区域的光流。 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基于光流改进的视频虚拟试衣方法能很好解决虚拟试衣视频时空一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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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线购物变得越来越普及，
人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购物网站上买到自己喜欢的服

装。 但是，由于图片的展示效果有限，网购服装因不

能试穿而导致的退换货现象降低了用户购物体验，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１］。 幸

运的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视频虚拟试衣技术得到

缓解。 视频虚拟试穿旨在通过视频和服装合成高质

量、连贯的试衣视频，用户可以通过换好服装之后的

视频，全方位的观察服装的合身性和美观性。 视频

试衣的难点在于在保持用户身材比例和特征的同

时，自然贴合地将服装扭曲到目标用户身上，同时保

留服装纹理和褶皱，在每一帧图像得到较好的试穿

效果的情况下，生成连贯、时空一致的虚拟试穿

视频。

１　 网络设计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端到端的视频

虚拟试衣模型，可以进行视频虚拟试衣。 模型由服

装扭曲模块和试衣模块组成。 首先是服装扭曲模

块，通过改进的薄板样条插值神经网络，在目标服装

和人物身上的服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根据这种对

应关系对目标服装进行扭曲；试衣模块把服装扭曲

到目标人物身上的同时，利用原视频的前后两帧的

光流信息；由于在换完服装之后和换完服装之前服

装区域和身体区域的光流场不会产生大的变化，让
原视频的每两帧之间的光流场去监督换服装之后的

光流场，使生成的视频帧之间产生时空一致，解决视

频中服装边缘剧烈抖动、视频不连贯的问题。



１．１　 服装扭曲模块

服装扭曲就是将待试穿服装根据人的体型和姿

态，扭曲成适合人物穿着的形状。 薄板样条插值经

常用于图像处理中的形变分析［２］，是通过估计一个

带有形状上下文匹配的参数来扭曲目标服装。 根据

目标服装的掩码和人的服装掩码计算带有形状上下

文的薄板样条插值参数，然后将目标服装根据薄板

样条插值参数进行扭曲。 其中，薄板样条插值的物

理意义是假定给定两张图片中一些互相对应的控制

点，薄板样条插值使其中一张图片进行特定的形变，
使得两张图片中控制点重合，如图 １ 所示。 但是，此
方法由于受有限的控制点限制，无法实现精细图案

的变形，在处理复杂图案的服装的变形时效果不佳。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预测薄板样条

转换的方式来扭曲服装。 首先，利用目标服装信息

和目标人物的外观信息之间潜在的对应关系训练网

络；然后引入正则化校正损失来对薄板样条插值变

换，缓解有限的控制点的影响；最后利用训练好的薄

板样条插值参数对目标服装进行细致扭曲变形，达
到服装扭曲自然的同时保留纹理细节。

图 １　 薄板样条插值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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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变形模块使服装与目标人物的体型、姿势

对齐，然后对服装进行自然、准确地扭曲，网络结构

如图 ２ 所示。 首先，使用两个特征提取网络，分别提

取人体特征图和目标服装的特征，且并行卷积；然
后，使用一个相关层，将特征提取网络提取的两个特

征合并为一个张量，作为回归网络的输入；最后，通
过预测空间变化参数的网络，预测出薄板样条插值

参数，通过参数对服装进行扭曲。

目标人物

目标服装 θ

扭曲的
服装

目标人物身
上的服务

L1损失

图 ２　 服装扭曲模块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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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特征提取网络与服装特征提取网络结构类

似，唯一的区别是两个特征提取网络的输入通道数

量不同，网络结构包括卷积层、下采样层和 ＲｅＬＵ 激

活函数 ３ 部分。 其中下采样层是 ４ 个步长为 ２ 的跨

步卷积层，提取得到的特征为 ｆ１、 ｆ２。 提取到的两

个特征图 ｆ１、ｆ２ 的张量形状均用 （Ｃ，Ｈ，Ｗ） 表示，其
中 Ｃ表示图像的通道数， Ｈ表示图像的高度，Ｗ代表

图像的宽度。 在匹配层将调整 ｆ１ 的形状为 （Ｃ，Ｈ ×
Ｗ）， 调整 ｆ２ 的形状为 （Ｈ × Ｗ，Ｃ）， 然后通过矩阵相

乘 ｆ１２ ＝ ｆ１ × ｆ２， 得到 ｆ１２ 的形状为 （Ｈ × Ｗ，Ｈ × Ｗ），
最后将张量形状调整为 （Ｈ，Ｗ，Ｈ × Ｗ）。 这样在得

到的张量 ｆ１２ 中，消除了服装图片与人物图片的通道

数，同时包含了服装和人的每个像素对之间的密切

对应关系。 在回归层中，从匹配层里得到的服装和

人物体型的对应关系中，预测出 １００ 个薄板样条插

值参数对目标服装进行扭曲。 回归层的结构由卷积

层、下采样层、ＲｅＬＵ 激活函数以及全连接层组成。
其中，下采样层是步长为 ２ 的跨步卷积层。
１．２　 基于正则化校正损失的薄板样条插值变换

由于薄板样条插值变换方法受有限的控制点限

制，当服装图案复杂、色彩丰富或控制点过少时，虽
然服装能按照人的体型和姿态进行扭曲，但服装的

图案会扭曲的不自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引

入了一个正则化校正损失，来对薄板样条插值变换。
在薄板样条插值变换控制点的上下左右各取一

个点，分别为 ｐ０、ｐ１、ｐ２、ｐ３， 然后利用式（１）对这 ４ 个

点进行约束，如图 ３ 所示，防止内部花纹经过薄板样

条插值变化后产生较大形变，从而丧失了内部信息。
也就是说，使薄板点变化比较均匀，防止对服装过度

扭曲。

Ｌ１ ＝ ∑
ｐ∈Ｐ

λｒ ‖ｐｐ０‖２ － ‖ｐｐ１‖２ ＋ ‖ｐｐ２‖２ －

‖ｐｐ３‖２ ＋ λｓ（ Ｓ（ｐ，ｐ０） － Ｓ（ｐ，ｐ１） ＋
Ｓ（ｐ，ｐ２） － Ｓ（ｐ，ｐ３） ） （１）

式中： Ｌ１ 表示约束的正则化校正损失函数， λｒ、λｓ 表

示权重超参数， ｐ（ｘ，ｙ） 表示一个特定的采样点，
ｐ０（ｘ０，ｙ０）、ｐ１（ｘ１，ｙ１）、ｐ２（ｘ２，ｙ２） 、 ｐ３（ｘ３，ｙ３） 分别表

示 ｐ（ｘ，ｙ） 上下左右周围 ４ 个点，‖ｐｐ０‖２ 表示两点

之间的 ２－范数，用以限制扭曲距离。 Ｓ（ｐ，ｐｉ） 表示

两点之间的斜率，用以限制扭曲的幅度，表达式如式

（２）所示：

Ｓ（ｐ，ｐｉ） ＝
ｙｉ － ｙ
ｘｉ － ｘ

， ｉ ＝ ０，１，２，３ （２）

　 　 形变损失函数表示形变后的服装与其原服装之

间的 １－范数，其公式如式（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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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２ ＝ ‖ ＣＡ － ＣＢ‖１ （３）
　 　 其中， Ｌ２ 表示服装形变的损失函数； ＣＡ 是变形

后的服装； ＣＢ 是未变形的服装。
因此，最后的损失函数如式（４）所示：

ＬＷ ＝ Ｌ１ ＋ Ｌ２ （４）
　 　 其中， ＬＷ 表示总的变形损失函数。

p0

p1

p3p2
p

图 ３　 薄板样条插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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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正则化校正损失，保持了薄板样条转换的

共线性和不变性，从扭曲距离和扭曲幅度两个方面

减少了过度扭曲的发生。 使用约束函数与未使用约

束函数的图像效果对比如图 ４ 所示，可以看到当有

较多纹理的服装扭曲时，使用正则化校正的服装扭

曲效果明显好于未使用正则化的效果。

(a)目标人物 (b)目标服装 (c)未用正则化校正 (d)用正则化校正
图 ４　 使用正则化校正与未使用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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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基于光流的视频试穿

给定一段目标人物运动的视频序列 Ｉｉ（ ｉ ＝ ０，１，
２，３…），以及目标服装 ｃ，其中 Ｉｉ 表示视频中某一帧

的图像。 其目标是让视频的每一帧图像穿上目标服

装 ｃ ，让视频图像变为 Ｉｉｃ（ ｉ ＝ ０，１，２，３…），即目标人

物穿着目标服装的视频。 在视频试穿模块，不能只

是简单考虑每一帧的图像，要使帧之间保持时空的

一致性。 通过实验发现，如果直接使用常用的穿衣

模块对视频中的每一帧图像进行服装试穿，然后将

所有的帧连接起来合成视频，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即
当人物在运动时服装边缘会在人物身上剧烈抖动，
即使人物保持静止时，这种情况也很明显，服装在人

身上的图像视觉效果比较割裂。 如图 ５ 所示，两条

线的距离代表服装抖动的幅度，这种视频效果显然

是无法被用户接受的，不能让用户沉浸式地体验到

视频虚拟试衣。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了光流，光流是指

视频中一个物体或者单个像素在相邻帧中的位

移［３］。 本文在试穿模块中加入了一个光流估计模

块，由于在服装换完前后，服装区域和身体区域的光

流场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本文将服装区域的光流场

与人物和背景区域的光流场分开，让原视频的每两

帧之间服装区域的光流场去监督换服装之后的服装

区域的光流场，使生成的视频帧之间产生时空一致，
解决视频中服装边缘抖动，视频不连贯的问题。 要

做到这一点，网络不仅要学会穿衣，还要学会解释两

个输入图像的外观。

图 ５　 视频中服装边缘抖动效果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ｅｄｇｅ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

　 　 Ｕ－Ｎｅｔ［４］ 是一个全卷积神经网络，由一个编码

器和一个解码器组成，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具有相

同空间分辨率的跳跃式连接，其网络结构可以渲染

平滑的合成图像，因此 Ｕ－Ｎｅｔ 架构非常适合视频虚

拟试戴。
视频试穿网络架构如图 ６ 所示。 Ｕ－Ｎｅｔ 输出的

是粗略渲染的人物图像 ｐ ，然后使用前一帧的图像

去更加细化渲染 ｐ， 如式（５）所示：

ｐ^ ＝ α∗ ｃ^∗ｍ ＋ （１ － α）∗ｐ∗（１ － ｍ） （５）

　 　 其中， ｐ^ 表示人物穿着服装的图像； ｐ 为 Ｕ－Ｎｅｔ
输出的粗略图像； α是权重参数，表示两个图像的贡

献； ｃ^表示按照人的形态和姿势扭曲的服装； ｍ 表示

服装位置的掩膜。
粗略渲染试衣图像 ｐ 由当前帧的图像进行试穿

得到，同时加入了光流损失，让前后两帧产生时空一

致性，将服装的光流场区域与其他地方的光流场区

域分开，重点关注服装区域的光流场，使换完服装之

后的视频两帧之间的光流场与原视频两帧之间的光

流场相似，即让生成视频的服装运动模仿原视频的

服装运动。 但是，对于原视频和换完服装之后的相

同时刻的两张图片来说，可能出现相同位置的某一

像素点，在换服装之前此像素点代表人物，换完服装

之后此像素点代表服装的情况。 此时，引入一个概

念光流区分性 ＦＶ，ＦＶ→１ 表示此像素点的光流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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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服装， ＦＶ→０ 表示此像素点的光流更接近于人物，
ＦＶ→０．５ 表示此像素点的光流取人物的光流和此区域

服装光流的平均值。 生成粗略试衣图像 ｐ 过程如式

（６）所示：

ｐ ＝ ｇ（ Ｉ０，ＦＶ） （６）
　 　 其中， Ｉ０ 表示前一帧的图像， ｇ（，） 表示根据光

流和前一帧生成图像的函数。

光流模块生成的前一帧
光流扭曲模块

U-Net模块

上一帧

当前帧

服装扭曲模块 Ĉ

p̂

光流掩膜

扭曲的服装掩膜

粗略渲染图(p)

图 ６　 视频试穿模块网络架构图

Ｆｉｇ． ６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ｔｒｙ－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在试穿任务中，本文使用较为简单的基于解析器

的方法进行试穿任务。 即在训练中，分割出用户穿着

目标服装的区域，然后遮住此区域，用模型来训练服

装和遮住服装区域的图片，合成试穿服装图像，这样

就可以计算出真实图像和合成图像之间的损失。
最后的损失函数是试穿图像的损失加上光流场

的损失，如式（７）所示：
Ｌ ＝ ＬＬ１ ＋ Ｌｍａｓｋ ＋ ＬＶＧＧ ＋ Ｌｆｌｏｗ （７）

　 　 本文使用了几种常见的损失函数 ＬＬ１、 Ｌｍａｓｋ、
ＬＶＧＧ。 如 Ｐｉｘ２Ｐｉｘ［５］所说， ＬＬ１ 损失是实现图像翻译

必不可少的，也是许多虚拟试穿常用的损失函数。
视频虚拟试穿也需要保持服装图案、设计、纹理等高

级结构； Ｌｍａｓｋ 可以保留布料的特征细节，并与目标

人物的身材保持一致， ＬＶＧＧ 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组件。 Ｌ 代表总的损失函数， Ｌｆｌｏｗ 代表光流场的损

失函数，其表达式如式 ８ 所示：

Ｌｆｌｏｗ ＝ １
Ｎ∑

Ｎ

ｉ ＝ １
‖ Ｆｏｉ

－ Ｆｃｉ‖１ （８）

　 　 其中， Ｆｏｉ 表示原视频的第 ｉ － １ 帧和第 ｉ帧之间

的光流场， Ｆｃｉ 表示合成视频的第 ｉ － １ 帧和第 ｉ帧之

间的光流场。

２　 实验评估

２．１　 实验数据及设置

本文使用 Ｄｏｎｇ［６］ 等人提供的虚拟试穿视频数

据集 ＶＶＴ 进行虚拟试穿任务，数据集包含 ７９１ 个时

装模特走秀视频。 其中，训练集包含 ６６１ 个视频，测
试集包含 １３０ 个视频。

本文首先训练服装扭曲模块，使用 β１ ＝ ０．８、
β２ ＝０．８９９ 的 Ａｄａｍ 优化器，每批次训练样本为 １６，
学习率为０．０００ ０２，共进行 １００ 轮次迭代。 当迭代至

５０ 轮时，使用学习率逐步衰减的方式进行训练。 在

训练视频试穿模块时，需要将第一阶段生成的服装

一起输入到网络中，使用 β１ ＝ ０．５， β２ ＝ ０．９９９ 的

Ａｄａｍ 优化器，每批次训练样本为 ３２，学习率为

０．０００ ０１，共进行 ４００ 轮次迭代。 当迭代至 ２００ 轮

时，使用学习率逐步衰减的方式进行训练。
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从图像和视频两方面来评估本文方法在虚

拟视频试衣上的表现。 初始分数（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ＩＳ） ［７］从图片的清晰度和多样性来衡量生成图片的质

量， Ｆｒéｃｈｅｔ 起 始 距 离 （ Ｆｒéｃｈｅｔ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ＩＤ） ［８］用来衡量生成图片和真实图片的特征相似；
结构 相 似 性 指 数 测 量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ＳＩＭ） ［８］为结构相似性评价，从图片的亮

度、对比度和结构 ３ 个关键特征来考量，更接近人眼

的直观感受；学习感知图像块相似度 （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ＬＰＩＰＳ）通过计算真

实图像和生成图像的感知图像相似度，来衡量生成图

像的质量。 视频多方法评估融合（Ｖｉｄｅｏ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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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ｕｓｉｏｎ， ＶＭＡＦ） ［９］是一种全参考的评价方

式，将视频的空间域特征和时间域特征使用机器学习

的支持向量机方法融合为一个指标，从视频的时间一

致性和空间一致性来衡量视频质量。
本文选择特征保留试穿模型（ＣＰ－ＶＴＯＮ［１０］ ）、光

流导航翘曲模型（ＦＷ－ＧＡＮ［６］ ）、实用虚拟试衣模型

（ＳｈｉｎｅＯｎ［１１］）作为基准方法进行定量对比。 其中，ＣＰ
－ＶＴＯＮ 学习薄板插值参数，然后对服装进行变形，最
后通过一个新的几何匹配模块，将目标服装变换为适

合目标人的体形。 ＦＷ－ＧＡＮ 用于学习基于人物图

像、所需服装图像和一系列目标姿势合成虚拟试穿视

频，分别对帧和服装图像进行扭曲，在全局视图和局

部视图下保留细节。 ＳｈｉｎｅＯｎ 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方式

来处理试穿任务，同时建立了一系列的科学实验来对

比虚拟视频试穿网络中的不同模型组合。
本文方法与其它模型的定量对比结果见表 １。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虚拟试穿任务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与 ＣＰ－ＶＴＯＮ 相比，本文方法

在引入了正则化校正损失，除 ＩＳ 指标外，都取得了

更好的结果；与 ＦＷ－ＧＡＮ 相比，本文方法在 ＦＩＤ 指

标和 ＳＳＩＭ 指标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表明本文

生成的虚拟试穿图片更接近人眼的直观感受；与
ＳｈｉｎｅＯｎ 相比，所有的评价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本文引入了人体关键点解析，能更好地保留人

物关键点特征，无论是在人眼视觉上，还是在图片清

晰度上，本文的图像质量更好。 且在 ＶＭＡＦ 上也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证明了本文方法能够通过光流很

好地解决视频时空一致性问题，生成连贯、清晰的视

频。
表 １　 虚拟试衣图像定量结果指标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Ｓ ↑ ＦＩＤ ↓ ＳＳＩＭ ↑ ＬＰＩＰＳ ↓ＶＭＡＦ ↑

特征保留试穿模型 ４．６８ ３７．８ ０．７８ ０．５３ ０．５６

光流导航翘曲模型 ４．０７ ３０．６ ０．６９ ０．３１ ０．８５

实用虚拟试衣模型 ３．１７ ４１．７ ０．６３ ０．４５ ０．６５

本文算法 ４．２３ ２６．２ ０．８１ ０．３６ ０．７２

　 　 总体来看，本文方法在 ＦＩＤ 和 ＳＳＩＭ 指标上都

取得了最好的分数，在 ＩＳ、ＬＰＩＰＳ 和 ＶＭＡＦ 指标上均

取得了较好的分数。 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产生

更为清晰的图片，在保留整体特征上效果更好，生成

的视频时空一致性更好。 因此，从定量方面证明了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此外，也将本文所提模型与 ＣＰ －ＶＴＯＮ、ＦＷ－

ＧＡＮ、ＳｈｉｎｅＯｎ 等进行了定性比较，其中部分帧的图

像效果对比如图 ７ 所示。

目标服装

目标人物

光流导航
翘曲模型

特征保留
试穿模型

实用虚拟
试衣模型

本文算法

图 ７　 视频中部分帧效果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ｆｒ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

　 　 本文方法在处理较为复杂的纹理的服装时，由
于加入了人体特征解析信息和人体关键点信息，服
装能够很好地按照人物的身材和姿势进行对齐。 在

试穿服装时，也能够完全保留人物的各部分特征信

息，较好地解决了 ＦＷ－ＧＡＮ 的面部区域图像模糊和

ＳｈｉｎｅＯｎ 的脖子“消失”问题。 此外，在扭曲试衣时，

８１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３ 卷　



使用正则化校正损失对薄板样条插值，也能较好地

保留服装花纹等细节信息。 定性结果验证了本文方

法在视频虚拟试衣上的有效性。
下面将从视频的连贯性方面来对虚拟试衣视频

进行定性分析。 通过实验发现，若直接将基于图像

的虚拟试衣技术运用到视频上时，服装的边缘会出

现很剧烈的抖动，即使在人物静止时，也会出现抖动

的情况。 从视觉效果上看，人物和服装具有很强的

割裂感，是不可接受的，连贯性主要从服装边缘在人

物身上的抖动进行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进行定性比较，本文使用基于蒸

馏外观流的无解析器虚拟试衣模型（ＰＦ－ＡＦＮ［１２］ ）和
基于视频的虚拟试衣方法 ＳｈｉｎｅＯｎ 两种模型作为对

比方法。 如图 ８ 所示，实验中每隔 １０ 帧取一张图片

展示，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代表衣服下摆边缘抖动

的幅度。 从中可以看出，在基于图像的虚拟试衣方法

ＰＦ－ＡＦＮ 中，当人物在视频中运动时，由于帧之间没

有时空一致性，服装的下摆会产生剧烈的抖动。

(a)PF-AFN模型

(b)ShineOn模型

(c)本文算法

图 ８　 虚拟试衣视频对比

Ｆｉｇ． ８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ｔｒｙ－ｏｎ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ｈｉｎｅＯｎ 使用光流来扭曲前一帧的图像，然后

利用前一帧的图像来改善当前帧的图像，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视频的时间一致性，改善了视频的连贯

性，但是出现了部分帧人物脖子“消失”的情况。 本

文的方法与 ＳｈｉｎｅＯｎ 相比，可以看出本文方法更好

地保留人物的特征信息，没有出现人物的脖子等位

置消失情况。 同时，本文利用光流更好地使视频具

有时空一致性，生成的视频更加连贯，服装在人物身

上更加自然，很好地解决了服装下摆及边缘在视频

中剧烈抖动的问题。
定量和定性结果说明了本文方法在视频虚拟试

衣上的有效性，可以生成连贯、时空一致的虚拟试衣

视频。

３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视频虚拟试衣模型，解决了视频虚

拟试衣中帧之间的时空一致性问题。 实验结果表

明，本文方法生成的虚拟试衣视频在图像质量和视

频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方法能

生成清晰、时空一致的虚拟试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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