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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校园安全接送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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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安全接送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需要及时发现不明身份人员混入校园等隐患，而市场上大多数的校园人脸

识别系统，基本上都需要专用的硬件设备，且只支持单人逐个检测，这无疑提高了推广的成本。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使

用普通摄像头的支持多人的人脸识别系统。 首先采用 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训练人脸数据集，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改进先验框中心

位置的预测，提高边界框的准确性，得到人脸检测器，对视频中的行人进行人脸检测；之后利用本文的人脸图像质量评价

ＦＩＱＵＥ 算法对人脸进行筛选，增加高质量的人脸图像占比；最后使用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模型提取人脸特征，进行识别。 本

文方法利用学校现有的摄像头设备，提高了系统的普及率。 实验证明了本文多人识别系统的实时性和鲁棒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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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一直以来，校园安全都是一个吸引各界关注的

社会热点问题，而中小学上下学的接送问题就是校

园安全中的重要一环，并与每位师生、家长都有着密

切的关系。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校园安全”入选 ２０１７ 年

民生热词榜［１］。 为此，国务院教育委紧急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学校和相关部门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同时，公安部也提出准确把握校园安全管理的规律

性，建立防控体系，构建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２］。
为方便学生家长和学校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出

校情况，本文开发一套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校园安

全接送系统，能够准确进行校园接送人员身份识别。

相较于传统的核验技术，本文的人脸识别技术［３］ 能

够在无需接触出行者的前提下使用普通摄像头逐帧

拍摄人脸照片，结合人脸识别算法，通过人脸数据库

进行身份比对，从而对进出校门的人员进行精准识

别。
本文是在经典的 ＹＯＬＯｖ３［４］ 目标检测算法的基

础上，结合深度神经网络 ＤＮＮ［５］ 模块，针对原始

ＹＯＬＯｖ３ 的 Ｋ－Ｍｅａｎｓ［６］算法对初始聚类中心的选择

不同所产生的聚类结果偏差大的不足，本文采用 Ｋ－
Ｍｅａｎｓ＋＋［７］聚类算法改进先验框中心位置的预测，
利用改进之后的算法训练人脸检测模型。 为了提高

人脸识别的准确率，本文主要采用了下列技术：人脸

检测定位后，利用图像质量评价 ＦＩＱＵＥ 算法，计算

人脸图像质量的评估数值，挑选质量好的人脸照片



送入预训练的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模型进行特征提

取，该模型是将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８］ 和 ＲｅｓＮｅｔ［９］ 两者融合。
该方法缩短了人脸识别核验的平均耗时，同时提升

了人脸识别的感受成功率，人脸识别准确率超过

９７％。

１　 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方法

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校园安全接

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视频帧中出现的人脸对象较

多，而且受到外界天气、光线以及移动中的行人脸部

姿态变化等影响，这都会给人脸识别带来挑战。
本文的研究突破传统的基于专用硬件设备的人

脸识别方法，采用普通摄像头拍摄的图像质量往往

不如专用的设备，因此本文基于视频的技术对人脸

检测的要求较高。 图 １ 为本文人脸识别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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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文人脸识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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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低质量的人脸图像识别的准确性，本
文研究了基于 ＹＯＬＯｖ３ 人脸检测聚类先验框的预测

方法，提出使用 Ｋ－Ｍｅａｎｓ ＋ ＋算法替换原始的 Ｋ－
Ｍｅａｎｓ 进行改进，很好地解决了初始聚类中心选择

的敏感性问题。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使初

始聚类点中心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远，并在每一个维

度的输出都是使用 ３ 个先验框进行预测，因此总共

得到 ９ 种尺度的先验框。 同时，基于视频的人脸检

测，属于运动物体的检测，存在的问题是对于每一帧

获得的一个或多个人脸，无法预知其人脸姿势、人脸

质量，因此本文基于 ＯｐｅｎＣＶ 模块提出了人脸图像

质量评估算法：利用支持向量和 ＬＩＢＳＶＭ［１０－１１］ 预测

质量得分，从多帧图像中选取符合门限阈值的人脸

图像，提升了检测效率和人脸识别的鲁棒性。
基于上述研究的技术路线，本文提出了一套低

成本的易于中小学校园推广的基于视频的较高准确

率的人脸识别系统，该系统不需要专门的人脸识别

硬件设备，可减轻学校的经济压力。

２　 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关键技术

２．１　 人脸检测算法

如何判断一幅图像或者一帧视频中存在人脸？
首次成功地将深度学习应用到目标检测领域的算法

是 Ｒ－ＣＮＮ 算法［１２］，其结构有 ２ 级网络：首先通过外

部区域选择性搜索算法提出可能包含对象的候选边

界框，然后将这些区域传递到 ＣＮＮ［１３］ 进行分类。
Ｆａｓｔ Ｒ－ＣＮＮ［１４］ 算法对原始 Ｒ－ＣＮＮ 进行了相当大

的改进，但该模型仍然依赖于外部区域搜索算法。
上述算法属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检测算法，这类算法需要先

产生候选区域，再对 ＲＯ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做分类

和位置预测。
由于校园接送系统对人脸检测的检测速度要求

较高，本文采用的是基于 ＹＯＬＯｖ３ 的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目标

检测方法，用来检测视频帧中出现的人脸。
ＹＯＬＯｖ３ 只需要一个网络就可同时产生 ＲＯＩ 并

预测出物体的类别和位置坐标，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端到端的目标检测算法。 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对输

入的图像进行卷积和一系列残差操作提取特征网

络，产生 ３ 个尺寸像素为 ｓｈａｐｅ∗ｓｈａｐｅ 的特征层的

输出，将其放入 ＹＯＬＯｖ３ 进行解码，接着对提取的 ３
个 特 征 层 分 别 进 行 处 理， 输 入 图 像 分 成

ｓｈａｐｅ∗ｓｈａｐｅ 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单元负责预测

其右下角区域的物体，若物体的中心点落在这个区

域，这个物体的位置就由该网格点来确定，同时每个

网格单元预测生成 ３ 个先验框，通过非极大值抑制

算法排除冗余的候选框。 由于 ＹＯＬＯｖ３ 中的 Ｋ －
Ｍｅａｎｓ 聚类对初始聚类点的选择存在缺陷，通过随

机选择 Ｋ 个点作为聚类中心，就导致假如初始点的

位置选择不当，则最终的聚类结果会很糟糕或者需

要进行多次随机初始化聚类中心才能得到良好的聚

类结果。 而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对聚类中心的选择遵

循距离聚类中心越远的点有更高的概率被选为下一

个聚类中心的原则，因此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能显著地

减小分类结果的误差，对聚类中心的选取更加有效。
本文使用 Ｋ －Ｍｅａｎｓ ＋ ＋算法替换原始的 Ｋ －

Ｍｅａｎｓ，对先验框聚类中心的位置选取进行改进，逐
个中心点输入进行计算，大大降低了初始聚类点选

取的影响。 ＹＯＬＯｖ３ 网络架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ＹＯＬＯｖ３ 主干网络采用了 ＲｅｓＮｅｔ 思想的 Ｄａｒｋｎｅｔ
－５３ 网络结构，包含了 ５２ 个卷积层和一个全连接

层，借鉴了 ＦＰＮ［１５］ 架构，采用多个不同尺度的特征

图来进行对象检测。 从主干网络获得相对输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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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８ 倍、１６ 倍以及 ３２ 倍下采样的特征图，进行 ３ 个

尺度的预测。 在第 ７９ 层特征图做上采样与第 ６１ 层

特征图融合，经过几个卷积层后得到 １６ 倍下采样特

征图，适合检测中等尺度的对象。 第 ９１ 层特征图再

次上采样与第 ３６ 层特征图融合，得到 ８ 倍下采样的

特征图，适合检测小尺寸的对象，同时改用 ｓｉｇｍｏｉｄ
和交叉熵函数对 ｓｏｆｔｍａｘ 损失函数进行改进，能够支

持多标签对象的预测。

Inputimage
Convolutionlayer
Routelayer
Up-samplelayer
Detectionlayer
Furtherlayer
Addition
Concatenation

91

106
94

82

79
6136

CNN

图 ２　 ＹＯＬＯｖ３ 网络架构图

Ｆｉｇ． ２　 ＹＯＬＯｖ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由于本文的检测目标是人脸，因此选用香港中

文大学发起的 ＷＩＤＥＲ ＦＡＣＥ 人脸检测基准数据集

训练人脸检测器，其图像是从可公开获得的 ＷＩＤＥＲ
（Ｗｅｂ 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数据集中

选择。 本文选取了 ３２ ２０３ 张图像，并且还标记了

３９３ ７０３张人脸，从中随机选择 ７０％、１０％和 ２０％分

别作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本文将 ＷＩＤＥＲ
ＦＡＣＥ 数据集标注好的人脸边框转成 ＶＯＣ 格式，再
进一步转换为 ＹＯＬＯ 标签，将检测类别修改为 ｆａｃｅ，
同时修改配置文件使其使用于小目标检测，因为人

脸基本都比较小。 为了适应多尺度的目标检测，本
文在训练开始前，首先进行实时数据增强的随机预

处理：对训练数据进行数据增强，其本质是对图片进

行平移缩放以及色域变换，使原始图片更加丰富多

彩，训练的模型更具有鲁棒性。 训练过程 ｂａｔｃｈ 设置

为 ３２，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设置为 ８，最大迭代次数约为

１１ ５９２ 次，共 ５０ 个 Ｅｐｏｃｈ。 在精确度相当的情况

下，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检测速度更快，并在 ＷＩＤＥＲ ＦＡＣＥ
数据集上评估本文模型的检测性能，对比结果见

表 １。由表 １ 分析可知，本文 ＹＯＬＯｖ３ － ４１６ 模型的

ｍＡＰ 比原论文稍高。
　 　 本文利用训练好的 ＹＯＬＯｖ３ 人脸检测模型

ｙｏｌｏｖ３＿１６０００．ｗｅｉｇｈｔｓ，对多目标跟踪 ＭＯＴ１６ 基准数

据集［１６］进行测试。 ＭＯＴ１６ 是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多目标

跟踪 ＭＯ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系列的一个衡量多目标检测跟

踪方法标准的数据集，包含训练集和测试集，本文选

取了测试集中的 ＭＯＴ１６－１１－ｒａｗ．ｗｅｂｍ 和 ＭＯＴ１６－
１２－ｒａｗ．ｗｅｂｍ 进行测试，显示每一帧检测的人脸数

量，实验结果如图 ３ 所示。
表 １　 本文与原论文 ＹＯＬＯｖ３ 模型的 ｍＡＰ 对比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ＹＯＬＯｖ３ ｍｏｄ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Ｐ － ５０

ＹＯＬＯｖ３－４１６（原论文） ５５．３

ＹＯＬＯｖ３－４１６（本文） ５５．５

图 ３　 ＭＯＴ１６ 测试结果

Ｆｉｇ． ３　 ＭＯＴ１６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同时，本文使用本地摄像头进行了测试，均能准

确检测到人脸，测试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本地摄像头人脸检测测试结果

Ｆｉｇ． ４　 Ｌｏｃ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 ｆａｃ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２　 人脸图像质量评价算法 ＦＩＱＵＥ
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同一个人脸很可能会多

次出现在视频中，而在重复出现的过程会呈现不同

的人脸图像质量，那么选取合适的人脸进行识别是

非常关键的。 因此，本文使用评价算法 ＦＩＱＵＥ 评估

从多个人脸中筛选质量更好的人脸，从而避免了每

拍摄到一个人脸就进行识别，能够提高系统的识别

效率。
由于普通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帧往往面临一些复

杂的现实环境，例如：人脸遮挡、光线不充足、人脸

多、人脸姿态不正以及人脸尺寸过小等，这都会降低

人脸图像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人脸识别算法的精度。
因此，在人脸检测完成之后，本文提出一种在无参考

图像的情况下，来预测图像质量分数的算法，将设定

的阈值分数之外的人脸图像进行过滤，筛选掉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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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脸，从而确保了输入到人脸识别环节中的人

脸图像质量不会存在问题。
图像质量好坏是一个主观问题，针对如何为人

脸图像给定质量得分，本文基于图像评估算法［１７］ 的

思想提出了一种人脸图像质量评价算法 （ Ｆａ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 ＦＩＱＵＥ），该算法的原理是

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后，从图像中提取均值减去对比

度归一化系数，将该系数拟合成非对称广义高斯分

布 ＡＧＧＤ［１ ８ ］的结构，把提取到的拟合的高斯分布特

征输入到支持向量机 ＳＶＭ［１ ９ ］ 中进行回归，进而得

到图像质量的评估结果。 下面给出人脸图像评价算

法相关的系数和计算公式。
归一化系数 Ｉ（ｘ，ｙ） 的定义如下：

Ｉ^（ ｉ，ｊ） ＝ Ｉ（ ｉ，ｊ） － μ（ ｉ，ｊ）
σ（ ｉ，ｊ） ＋ Ｃ

（１）

μ（ ｉ，ｊ） ＝ ∑
Ｋ

ｋ ＝ －Ｋ
∑

Ｌ

ｌ ＝ －Ｌ
ｗｋ，ｌＩｋ，ｌ（ ｉ，ｊ） （２）

σ（ ｉ，ｊ） ＝ ∑
Ｋ

ｋ ＝ －Ｋ
∑

Ｌ

ｌ ＝ －Ｌ
ｗｋ，ｌ （ Ｉｋ，ｌ（ ｉ，ｊ） － μ（ ｉ，ｊ）） ２

（３）
　 　 上述公式中， μ（ ｉ，ｊ） 表示高斯滤波得到的结

果， σ（ ｉ，ｊ） 表示标准差，该系数的优点在于对图像

纹理等特征的依赖性较弱，这样提取出来的特征更

具有普适性。 广义高斯分布 ＧＧＤ［２０］ 的定义见式

（４）：

ｆ ｘ；α，σ２( ) ＝ α
２βΓ １ ／ α( )

ｅｘｐ － ｘ
β

æ

è
ç

ö

ø
÷

α
æ

è
ç

ö

ø
÷ （４）

广义高斯分布共有 ２ 个参数。 其中，参数 α 代

表分布的“形状”，也就是衰减的速率；参数 σ 代表

方差。 利用公式（４）可以方便地拟合归一化后人脸

图像的分布，在广义高斯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

了非对称广义高斯分布的参数估计拟合人脸图像四

个参数方向的归一化内积［１８］，其定义见式（５）：
ｆ ｘ；α，βｌ，βｒ( ) ＝

　

α
βｌ ＋ βｒ( ) Γ １ ／ α( )

ｅｘｐ － － ｘ
βｌ

æ

è
ç

ö

ø
÷

α
æ

è
ç

ö

ø
÷ ，ｘ ＜ ０

α
βｌ ＋ βｒ( ) Γ １ ／ α( )

ｅｘｐ － ｘ
βｌ

æ

è
ç

ö

ø
÷

α
æ

è
ç

ö

ø
÷ ，ｘ ⩾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５）

非对称广义高斯分布一共有 ３ 个参数。 其中，
α 参数的含义同上， σｌ、σｒ 分别代表两侧的扩展速

度，利用查找和匹配的方式，本文选择距离最小的值

即为所求参数 α 的值。 相比广义高斯分布，非对称

广义高斯分布可以更好地拟合低质量图像产生的左

右非对称现象。 另外，本文将上述产生的这些特征

向量输入到 ＳＶＭ 算法中进行回归即可得到图像的

质量得分。
本文选用 ＴＩＤ２００８ 图像质量评价数据集，其规

定图像质量得分范围为 ０～１００，得分越小，主观图像

质量越好。 为了区分失真图像与自然图像，本文利

用归一化系数对图像像素进行归一化，进而达到对

人脸图像规范化的目的，使其特征向量被缩放至－１
～１ 之间，接着将特征向量输入到 ＳＶＭ 和 ＬＩＢＳＶＭ
预测最终的质量分数。 本文分别从表情、噪声、角
度、模糊、遮挡维度，对人脸图像进行评估实验，各个

维度对应的质量分数见表 ２，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图

像质量得分阈值。
表 ２　 各个人脸维度以及对应的质量分数

Ｔａｂ． ２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正向维度 表情维度 模糊维度

角度维度 噪声维度 遮挡维度

30.0084 42.0389 37.0002

58.5144 52.9051 48.2792

２．３　 人脸识别算法

基于手工特征和传统机器学习技术的人脸识别

方法存在部分人脸无法识别以及识别侧脸时精确度

较低等问题，被深度神经网络技术所取代［２１］。 本文

将 ２． １ 节 中 ＹＯＬＯｖ３ 检 测 到 的 人 脸 图 像 送 入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２２］ 模型，该模型会对输入的人

脸图像进行特征提取，最终通过比较特征向量进行

人脸识别。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网络是在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模块中

引入 ＲｅｓＮｅｔ 的残差结构，如图 ５ 所示，两者组合成

为一个更优的网络，与原始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模块对比，增
加了 ｓｈｏｒｔｃｕｔ 结构，并且在 ａｄｄ 操作前使用了线性的

１∗１ 卷积操作。 ＲｅｓＮｅｔ 残差网络的模型能够通过

增加相当的网络深度来提高训练准确率，其内部的

残差块使用了捷径（ ｓｈｏｒｔｃｕ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由于网络

层数较深，因此使用跨越 ３ 个卷积层网络的残差

块［８］，同时采用了恒等映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保证

了反向传播更新参数时不会导致梯度消失，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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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解决了当今深度神经网络的网络退化问题，使
得越深的网络对于抽象特征的提取和网络性能更

优。

1*1Conv
(256Linear)

1*1Conv
(32)

3*3Conv
(32)

3*3Conv
(32)

1*1Conv
(32)

3*3Conv
(32)

1*1Conv
(32)

Reluactivation

Reluactivation

图 ５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Ａ 模块

Ｆｉｇ． ５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Ａ ｍｏｄｕｌｅ

　 　 为 了 提 升 人 脸 识 别 的 速 度， 本 文 使 用 的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网络进行了卷积分解，将 ５∗５ 卷积分解为

２ 个 ３∗３ 的卷积网络［８］，使得网络参数减少进而提

升网络特征提取的能力，并且使用 ＲｅＬＵ 激活函数，
使得人脸识别准确率更高。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与环境

本 文 的 实 验 平 台 采 用 Ｌｉｎｕｘ 操 作 系 统

Ｕｂｕｎｔｕ１６．０４，ＧＴＸ１０６０Ｔｉ 显卡，３． ２ ＧＨｚ，１６ ＧＢ 内

存，２５６Ｇ 固态硬盘，ＣＵＤＡ 版本为 １０．２，集成开发环

境 ＩＤＥ 使用 ＰｙＣｈａｒｍ，集成包使用的是 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３，
Ｐｙｔｈｏｎ 版本为 ３．７．０，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版本为 １．１４．０。 为了

测试本文的人脸识别模型的精确度，选用了下列人

脸数据集进行测试。 对此拟展开分述如下。
（１）ＬＦＷ（Ｌａｂｌｅｄ Ｆ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人脸数据库

进行测试，主要用来研究非受限情况下的人脸识别

问题，是测评人脸识别算法性能的重要指标。 ＬＦＷ
数据集提供的人脸图片均来源于生活中的自然场

景，尤其由于对姿态、光照、表情等因素影响导致即

使同一人的照片差异也很大，其共有１３ ２３３张人脸

图像，每张图像均给出对应的人名，共有５ ７４９个人。
本文从中随机选择了６ ０００对人脸组成了人脸

验证 ｌｆｗ＿ｐａｉｒｓ． ｔｘｔ 文件，其中３ ０００对是属于同一标

签的 ２ 张人脸图像，另外３ ０００对属于不同标签的人

脸图像。 本文使用了１３ １７５张人脸图像，每次测试

选用正负样本各 ３００ 对，重复 １０ 组测试，即通过记

录６ ０００次人脸测试结果的系统答案与真实答案的

比值计算人脸识别的准确率。
（２）ＣＦＰ（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３ ］ 数据

集，主要是用来检测野外环境下的人脸识别。 该数

据集包括了 ５００ 个类别 ＩＤ 的人脸图像，每个 ＩＤ 均

有 １０ 张正面人脸照片和 ４ 张侧面人脸照片。 ＣＦＰ
数据集分为 ２ 个部分，分别是 ｆｒｏｎｔａｌ － ｆｒｏｎｔａｌ 和

ｆｒ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其中，前者是从正脸图像中选取的，
后者的验证对象则是正面、侧面人脸各一张组成。
本文测试集包含来自同一类别和不同类别的各 ３５０
张人脸图像。
３．２　 实验结果分析

为评估本文算法模型的精度，与经典的 Ｄｌｉｂ 人

脸识别库进行比较，两者在 ＬＦＷ 数据集的识别准确

率对比见表 ３。 由表 ３ 分析可知，本文算法的识别

率稍好于 Ｄｌｉｂ。
表 ３　 本文算法与 Ｄｌｉｂ 的识别准确率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Ｄｌｉｂ

算法 骨干网络 识别率 ／ ％

Ｄｌｉｂ ＲｅｓＮｅｔ３４ ９８．４０［２４］

Ｏｕｒｓ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９８．５７

　 　 实验还利用本文算法在 ＡｇｅＤＢ３０ 和 ＣＦＰ 数据

集进行测试，最终识别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本文算法在不同数据集识别准确率

Ｔａｂ． 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数据集 骨干网络 识别率 ／ ％

ＡｇｅＤＢ－３０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９７．１８

ＣＦＰ－ＦＰ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９６．０１

ＣＦＰ－ＦＦ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ｅｔ－ｖ１ ９８．５２

４　 结束语

本文研究的是基于视频的人脸识别的应用，在
不需要增加额外硬件设备的前提下，利用校园普遍

具备的摄像头，很好地解决了现阶段低年级学生上

下学接送环节的安全隐患。
针对接送过程中人流量大、人脸重复出现以及

运动中人脸姿态变化等问题，为了对视频帧中出现

的所有正向完整人脸进行有效的检测，本文选用基

于 ＹＯＬＯｖ３ 的人脸检测算法，实验结果也表明了本

文的人脸检测模型具有可靠效果。 接着对检测到的

人脸使用 ＦＩＱＵＥ 算法进行人脸图像质量评价，筛选

质量分数合格的人脸图像，保证人脸识别环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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