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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大众对于形象的关注程度显著提高，如何正确塑造整体的形象，同时达到追求个性化、符合大众审美的形象设计

效果，已成为当下热门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设计此款形象定制仪，应用移动互联技术与手机 ＡＰＰ 连接，实现用户在手机端可

以操作处理。 仪器采用深度摄像头拍摄用户图像，应用三维重建技术形成人体三维模型并设置肤质检测、脂肪含量检测、智
能语音等功能，运用大数据分析高效的处理技术和模式，将检测到的多种数据传输至大数据平台，经系统分析处理后，推介适

宜的私人形象管理方法，达到依据个人需求进行系统理论私人定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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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由于生活环境和方式的不同，人们审美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据调查可知每个人对于形象的管理要

求各不相同。 当今社会形象设计正处于启蒙阶段，
大部分人无法正确认知个人形象的现象逐渐形成，
这就迫切的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 因此，专注

于形象设计的产品得到了广泛关注。 但此类产品稀

少，又大多处于不成熟阶段，无法满足用户需求。 基

于此问题的考虑，本文提出了形象定制仪的研究与

应用。 形象定制仪项目的开发，旨在满足用户个人

需求，实现用户私人订制。 利用基于图像的三维重

建技术，获得人体三维模型，结合 ３Ｄ 智能扫描装置

检测得到用户五官、身材、脂肪含量和皮肤状态等数

据传输至大数据平台，经大数据处理技术对数据进

行分析对比，实现提供最佳穿搭方式、塑身方式和护

肤方法等功能，为用户进行系统理论的私人形象定

制。 仪器与手机终端 ＡＰＰ 结合，最大程度保证用户

的方便性。
１　 研究背景

信息时代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接触更加密切，
自我形象的塑造成为体现身份价值的标准之一。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形象设计领域的研究人员



越来越多，一般是由美容、美发、化妆、服装 （饰品）
设计等职业中分流出来，逐渐从业余到专业，从擅长

一门到开始注重整体［１］。 受年龄阶段、国家地域、
工作环境和审美观点不同的影响，大众对形象需求

更加多元化。 在进行专业的个人形象设计时，更加

要求形象设计不能只是简单研究结果，需要系统

的设计理论基础，在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私人形象订

制。
随着大数据、三维重建迅速发展，手机 ＡＰＰ 作

为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入口，更多的人选择足不出户，
通过手机端设计个人形象。 近年来，国内很多企业

开始注重形象定制这一领域产品的研发。 目前，维
护较好的形象定制产品并不多见。 它们大多只提供

单一方向的设计，无法满足大多数整体需求，实现针

对用户个人的形象设计。 形象定制仪利用基于图像

的三维重建、大数据处理与分析、生物电阻抗测量脂

肪含量等技术与手机终端 ＡＰＰ 结合，打造出为用户

直接系统私人定制的服务平台。 在建立人体三维模

型方面，形象定制仪应用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
通过拍摄物体的多张二维数字图像进行处理，通过

计算相关数据，得到人体二维图像的参数信息和相

关的拓扑信息［２］，从而建立与人体同比例的三维模

型。 目前，对于三维重建数字化、虚拟现实的应用，
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ｖｉｒｔｏｏｌｓ，２００８ 年发布

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版本的 ｕｎｉｔｙ 等软件，为形象定制模型重

塑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大推动了“形象定制”
的专业发展。
２　 研究内容

形象定制仪的设计是由仪器与终端 ＡＰＰ 共同

组成。 仪器应用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通过深

度摄像头对人体进行拍照，将拍摄的二维图像进行

处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与手机 ＡＰＰ 连接传输数

据，形成用户同比例的三维立体模型。 应用当下高

速发展的大数据分析及处理功能，依据用户身材、五
官特征和风格喜好，精确分析用户个体差异，提供详

细的分析报告，设计最适合的服装搭配、妆容，并提

供指导方案和后期改善。 此外，仪器还通过白光拍

摄、ＵＶ 紫外线、ＲＢＸ 等技术检测肤质，根据符合用

户的皮肤情况需求推荐适宜的化妆护肤产品，依据

年龄层和性别的不同给予护肤流程。 仪器也将用生

物电阻抗法根据人体不同组织生物电阻抗不同的原

理，来测量人体脂肪含量，给用户指定科学的膳食，
合理的睡眠时间，以及最佳的塑身方法。 本文研究

的形象定制仪还将带有在线虚拟试衣换妆［３］、捏

脸、太阳能充电以及智能语音等功能，保证用户的方

便性、效率性。
３　 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的优势及方法

３．１　 优势

三维重建技术是物体通过计算机的处理、操作

和分析，建立出三维立体数字模型，是当今计算机实

现虚拟现实的重要技术和方向。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三维重建技术可分为两种：（１）应用红外设备对物

体进行测距进行三维重建；（２）通过两张或两张以

上模型物体的二维图片进行三维重建。 第一种方法

应用红外设备，往往价格高昂且难于操作，维护也较

为困难。 所以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被大多数研

究人员使用，并且该技术是如今计算机视觉知识领

域研究的关键内容。 Ｍａｒｒ 视觉理论框架在计算机

视觉知识理论中尤为重要，其中研究的热点方向就

是基于图像的建模。 它的优势在于：
（１） 数据量小，资源需求低，实用性强。
（２）计算机内部存储图片或外部拍摄的照片都

可采用。
（３）重建程度不受场景的复杂程度影响。
（４） 建模效果好，真实感强 。
（５） 此方法可对不可测量的物体进行建模。
由于基于图像形成三维数字立体模型的方式适

用性强，实用性高，因此人们对三维重建的需求越来

越高，这种方法也正被逐渐应用，引入实际生活中。
形象定制仪应用三维重建技术，采用 Ｍａｒｒ 视觉理论

框架，将用户的人体图像进行三维重建，依据三维数

字化模型呈现出的身材、五官等特点推荐适合的衣

着、配饰及妆容。
３．２　 传感器

如今，深度摄像头作为深度视觉产品，正在

广泛应用于 ＡＲ ／ ＶＲ、自动驾驶以及无人机和机器人

等人工智能领域［４］。 形象定制仪应用深度摄像头

的图像采集设备为前端。 摄像头应用 ＴＯＦ 技术，获
取的图像不仅可以得到场景物体的二维信息，
还能获取相应的深度， 传感器发出经调试的近

红外光［５］。 计算其近红外光从放射到遇到人体反

射后所需要的时间间隔，从而得到相关距离。 恢

复图像中的场景，对用户进行拍照并予以分析、处
理。
３．３　 重建流程

仪器通过深度摄像头对人体进行拍摄，再通过

图像预处理、特征点检测等相关技术对人体进行三

维重建。 三维重建整体步骤，如图 １ 所示。

６４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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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检测
与匹配 相机标定 计算机基础矩

阵与木矩阵
稠密点云的
网络化

图 １　 三维重建整体流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３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对拍摄图像进行预处理。 通过预处理过

程，能够过滤图像中无用的信息。 把拍摄不清晰、无
法使用的图像删除掉，选择出可后续处理的图像。

（２）对有应用价值的图像进行特征点的检测与

匹配从而得到相同的特征点。
（３）标定己知坐标和像素的坐标关系模型，计

算人体模型的三维几何位置与图像中对应点之间的

关系。 获取成像系统的几何模型和光学参数，从而

完成相机标定。
（４）依据多视图间的几何约束关系计算出本质

矩阵。 通过分解矩阵得到表述不同特征的旋转矩阵

与平移向量，得到特征点的三维空间位置。
（５）应用三角剖分技术将重建物体分成网格，

建立能量函数，并根据相似度代价和平滑代价等为

网格赋值，使之成为网络流。 对点云进行网格化，完
善表面信息，从而可将三维场景可视化地展现给用

户，结合其匹配结果得到空间点坐标。
（６）对模型进行纹理映射进一步优化三维立体

模型，从而使效果更加逼真，达到对用户三维重建的

研究目的。
在三维重建流程中，特征点检测与匹配为重要

步骤。 形象定制仪采用密集视差算法，这种算法可

以对相近点的相似度进行判断，采用的匹配单元具

有全局特征。 形象定制仪在获取可应用图像后，需
要进一步进行特征点匹配与提取，从而找到场景中

相同的物体进行后续的计算。 通常说的特征点主要

指图像中邻域变化较大的点。 进行特征点检测与匹

配的关键，是在有畸变存在的情况下，正确的提取和

匹配图像中的特征点。 仪器采用密集视差法中的图

割方法，在垂直于极线方向上，保持视差的平滑。 通

过固有与设定的各种约束条件来建立两幅图像中所

有对应像素点的一一对应关系［６］，完成特征点检测

与匹配。
４　 基本功能实现

４．１　 设置大数据分析功能

大数据分析及处理的基本理念是，用全体代替

抽样，用效率代替绝对精确，用相关代替因果［７］。
形象定制仪采用大数据分析，经抓取后对数据管理

和处理与已有的数据库进行比对，根据不同人的不

同需求给予最适合的方案进行参考。 也可以应用大

数据预测未来流行发展趋势，将云计算作为平台和

基础，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可视化，使人们看到最直观

的分析结果，为产品或发展方向提供有力证据和推

动作用。
４．２　 设置肤质检测功能

通过 ３ 种技术可对皮肤色斑、毛孔、水分、肌肤

年龄和日光损伤等方面进行全面体评估。
（１）白光拍摄。 可以检测人皮肤表面可见的色

素沉淀。 如，痣、痘痘、痘印等。
（２）ＵＶ 紫外线。 ＵＶ（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是德

国科学家发现的一种日光光谱在紫端外侧的特殊辐

射光。 它是电磁波长为 １００ ｎｍ－４００ ｎｍ 的不可见

光，但其中有部分紫外线可透过表皮进入皮肤内部，
可用来检测皮下黑色素、斑点在脸部的分布情况。

（３ ） ＲＢＸ 技 术。 它 是 美 国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开发的 ＲＢＸ 分色影像法。 可以通过检

测分析等方法，了解皮下色素和血管情况。 依据黑

色素与血红蛋白的散射光谱，把原始全彩影像分解

为棕色、红色、分别代表黑色素散射光谱和血红蛋白

散射光谱，以及未定义的 Ｘ３ 种颜色的向量空间。
４．３　 设置脂肪检测功能

人体脂肪检测有近红外线测量法、生物电阻抗

法等。 目前二元件模型是应用较广泛的人体成分模

型，它可将人体分为 ＦＭ 和 ＦＦＭ［８］。 ＦＭ 是指脂肪物

质，ＦＦＭ 是指人体除脂肪组织以外的所有物质，称
为非脂肪物质。 Ｌｕｋａｓｋｉ 提出生物电阻抗法就是根

据人体脂肪组织和非脂肪组织不同的电阻导抗性测

量体脂率。 经金晶、叶姝等学者研究表明，这种方法

准确率较好安全易行［９－１０］。 通过传感器与人体接

触，利用人体脂肪是绝缘体、瘦组织是良导体的特

性，用激励电极向人体发放 ５０ ｋＨｚ 的微弱恒流信

号，测出人体各部位电压信号，再将电压信号转换为

直流信号进行 Ａ ／ Ｄ 处理。 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判断

脂肪率。 依据脂肪含量和 ＢＭＩ 指数［１１］比较，给出科

学的膳食，睡眠时间，以及最佳的塑身方法指导。
４．４　 设置智能语音功能

智能语音技术［１２］（信息载体主要为语音），实现

人类与机器语音之间，类似人类互相之间的自然交

互过程［１３］。 识别的性能结果主要与未知语音特征

提取以及语音模板选择的准确性有关。 智能语音交

互系统，如图 ２ 所示。 系统由云端知识库、语音输入

及采集、云端语音合成、本地语音识别、云端语音识

别 ５ 个模块。 （下转第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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