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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有限^群提岛一种采用分形特征和遗传聚类的识别方法：特圈像舟成很多小区域，舟别计算各个区域的 

舟形特征，世充舟利用图像二雏信息；同一个模式有多个样车．通过遗传算法进行聚类毗得到最优解实现不壹性识 

别．最后采用ORL^胜圈像库的一组匿像对比了新方法、本征胜法南 自联想神经阿络方法，结果表明谤方法的识 

别蛊，与本征胜法相似，比自联想神经网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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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ne,v face recognition approach based on fracta]and genetic a Lgorithms for limited 

population．A face image was divided into many small regions to keep 2D information and then fractal features of 

each region were calculated．The$~tme mode has multiple samples and the best cluster so]ution got by using 

genetic algorithm．Thus an invariant recognition was reached．Finally a face recognition experiment using ORL 

face database was presented．Eigenface，auto aSSOC tire neural network and the new method were compared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new method is close tO that of eigenfaee an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uto—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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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脸识别 在模式识别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方面 

都有着重要意义，但至今为止，太部分相关研究工作 

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离实用相距甚远．人脸识别困难 

较多 ，主要有 ：(1)人脸不是一个 刚体，而有着复杂 

丰富的表情，严格的特征 匹配并不一定能奏救 ；(2) 

人脸图像的数据量一般都较大，使输入成为高维向 

量 ，且传统算法 中图像通过被一维化而丢失一维空 

间信息；(3)人脸模式如不加限制，就是庞大的人 

口数． 

传 统人脸识别采用匹配几何参数(如嘴的太 

小)，识别率较低 ，近年来研究了一种模板匹配的变 

形——弹性匹配法0]，这种方法适应性强，但速度较 

慢；本征脸图口。 把图像看作矩 阵，用矩 阵的本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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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的本征向量作为特征进行识别 ，该方法简单 

且识别率较好而得到广泛研究 ；人工神经网络E 由 

于学习和容错功能也得到 了重视和研究． 

本文针对有限人群，提出了一种采用分形特征和 

遗传聚类的识别方法．为减小处理的数据量，图像被归 

一 化到一个较小尺寸．选择分形特征是基于这样一个 

认识：人脸中包含丰富的纹理，如头发和皮肤，且它们 

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而分形能较好地描述自然纹理} 

另一方面，在人脸图像被看作函数 ，( ，Y)时，其表现 

出参差不齐和凹凸不平的不规则形状，显示出一定的 

自相似性，这些都说明人脸图像中存在着分形特征．将 

图像分成很多的小区域，分别计算各个区域的分形特 

征，以充分利用图像的局部二维信息．同一个模式有多 

个样本，通过遗传算法进行聚类，得到最优解实现不变 

性识别．文章首先结合人脸图像识别对分形和遗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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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有醒人群提出一种来用兮币4寺证和遗 1情景是的 f 别市浩 z 持围 it廿且很多小 E 域.廿别计算各个 E 域的

企形特怔. rl 1:.企利用图盟二量信.í;. ，同一个博式有多个持本，通过遗传算法进行果要以得到最忧解事现不变性但

别最后来用 ORL 人脸围惶库的一组1:1 11且对比丁新方娃、丰 iU量居句自联想神经网络方洼，结果表明古方茸的识

别皇.与本征挂捷捆恤，比自联想动经同培高 t

;lI;幢词 :it 形.遗传算击，人挂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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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d This aIticTe proposed a new face recogmtion approa['h based on fractaJ and genetic algorithms for limited 

populatlon. A face image was di ,,-ided imo many sma lT regions to keep 2D information and tben fractaT features ol 

each region were caTculated. Tbe same mode has multlpTe sampTes and the best cTuster soJution was got by using 

genetic aTgorithm. Thus an in \lariant recognition was n:ached. FinaTly a face recognition experiment using O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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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shows that tbe reC'ognit lOn rate oJ the new metbod lS cTose to tbat ol eigenface and is better tMn that of 

auto-assonatÎve ßeura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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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脸识别))在模式识别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方面

都有着重要意义.但至今为止‘大部分相关研究工作

还仅仅是一个开端，离实用相距甚远.人脸识别困难

较多，主要有(1)人脸不是一个刚体，而有着复杂

丰富的表情，严格的特征匹配并不一定能奏敷 (2)

人脸图像的数据量一般都较大，使输入成为高维向

量，且传统算法中图像通过被一维化而丢失一维空

间信息 (3) 人脸模式如不加限制，就是庞大的人

口数.

传统人脸识别采用匹配几何参数〈如嘴的大

小) .识别率较低.近年来研究了一种模桓匹配的变

形 弹性匹配法时，这种方法适应性强，但速度较

慢:本征脸图 [2.3J把图像看作矩阵，用矩阵的本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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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的本征向量作为特征进行识别，该方法简单

且识别率较好而得到广泛研究导人工神经网络[2.4) 由

于学习和容错功能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本文针对有限人群，提出了一种采用分形恃征和

遗传聚类的识别方法.为减小处理的数据量，图像被归

一化到一个较小尺寸.选择分形特征是基于这样一个

认识:人脸中包含丰富的纹理，如头发和皮肤，且官们

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而分形能较好地描述自然纹理事

另一方面，在人脸图像被看作函数 f( :r .y)时，其表现

出参差不齐和凹凸不平的不规则形状，显示出一定的

自相似性，这些都说明人脸图像中存在着分形特征.将

图像分成很多的小区域，分别计算各个区域的分形特

征，以充分利用图像的局部二维信息.同一个模式有多

个样本，通过遗传算法进行聚类，得到最优解实现不变

性识别.文章首先结合人脸图像识别对分形和遗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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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了简单介绍，最后给出了采用ORL人脸图像库中 

一 组图像的实验结果和讨论． 

1 分形特征 

自从 2O世纪 70年代法国数学家 Mandelbrot 

引人分形概念来研究自然现象，分形理论已经广泛 

应用到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图像压缩等方面． 

分形维数 常用来描述和测量分形的特性，对于图 

像来说，分形维数是图像物体表面不规则度的度量， 

即表面纹理粗糙度．分形维数越太，对应的图像表面 

越粗糙，因而分形维数常被用于作为纹理的一个重 

要特征． 

分数布朗运动B (z)是一个非平稳的零均值高 

斯随机函数，定义为 

f目 (O)一 0， 

IBn(t)一 ‘J一 [0一s) 一(1) 

l(一 ) ]dB0)+I( 一 ) dB(s))， 

其中O<H<1．设 x、△x∈尺。，F( )是零均值高斯 

随机函数，Pr(．)表示概率测度， 表示范数，若 

随机场 BH(X)满足 

P，l Bn(X q-

¨

,fiX)

ll

--  

BH(X)< l—F(y)， 。l 
,fiX 、 J ” 

(2) 

则B (x)为图像的分数布朗随机场，x代表空间坐 

标，B (X)为象素灰度值，具体定义可参见文献 

[6]．其中的H 参数反映了分形图像表面的粗糙度． 

由 H 参数可得图像 表面分形维数 D 一D +1 

一 日，式 中 D 为图像表面的拓扑维数．图像 的分数 

布朗随机场 B (X)具有如下性质： 

ElBH(X△+x)一巩 (x)I 一EfBH(X +1) 

～  (x)l ll,fix 一 ,fixl} ． (3) 

由此，可以得到图像的特征参数H和灰度正态分布方 

差o 的提取方法：(1)计算空间距离为 AX 的所有象 

素的亮度差期望值El且 (X+,fiX)一目 (X)』 ；(2) 

在大尺度时，确定尺度 AX的极限；(3)由公式(3)， 

用最小二乘法解方程计算特征参数 H 和 ． 

人脸中包含着丰富的纹理，如头发和皮肤，而分 

形能较好地描述自然纹理，故选用分形特征 H 和 

描述人睑图像．为充分利用 图像的二维信息 ，将 人睑 

图像分成 Ⅳ 个小区域 ，分别计算反映各个区域二维 

信息的分形特征 H 和 ( 一1⋯2 ．．Ⅳ)，得到整 幅 

图像的特征矢量为 

F= (H】， ；，H ， ．．．HⅣ， )． 

用分形特征 H 和 描述图像的方法优于采用 

均值和 的方法 ，这一点可由以下对简单纹理图像 

的分析看到．图 1(a)、(b)和(c)象素大小为 24*28． 

均 只由两种灰度构成 ，(a)和(b)属同类纹理．图 1 

(a)中灰度值为 10和 200，1(b)中灰度值为 50和 

240，1(c)中灰度值为 1O和 200．采用 4*4窗口．分 

别计算 H 和 及均值和 ，所有 窗口的结果求和 

后取平均值作为各图的 Ⅳ 和 及均值和 。．由图 1 

(d)可见，反映 图像粗糙度的 H 值相同且 相 同， 

因此用 H 和 可将(a)和(b)归为同类纹理，但图 1 

(e)表明，两幅图的均值不同，用均值 将认为两图 

不是一类．对于图 1(a)和(c)均值与 相同，不能辨 

别是两类纹理，(如图1(g)，而H 值不同，故可正确 

区别 ，如图 1({)． 

2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口一是 J．Holland在 70年代受生物进 

行论思想启发而提出的一种基于自然选择和群体遗 

传机理搜索最优解的概率算法，对自然选择和自然 

遗传过程中发生的繁殖、杂交和变异现象进行模拟． 

在求解问题时，一个可能的解被编码成一个染色体． 

若干染色体即个体构成种群．产生初始种群后，根据 

目标函数或适应度估算公式给出染色体的适应度 

值，利用该值选择个体构成种群．产生初始种群后， 

根据目标函数或适应度估算公式给出染色体的适应 

度值，利用该值选择个体作为父代来复制子代．选择 

操作体现了适者生存原理，适应度值高的个体被选 

中的机会也大．选择出的父代再以一定的交叉概率 

和变异概率进行交叉和变异操作而产生子代．这样， 

通过复制、杂交和变异逐代进化，积累染色体的优 

势，直到某个子代中出现适应度值足够高的满意解． 

标准的遗传算法流程图如图2． 

本文中同一个模式有多个样本，设共有 个人 

脸模式 ，每个模式有 S 个样本 ，第 模式第 S 样 

本的分形特征矢量为 ( 一1，2⋯ ．， ；Ⅲ一1， 2⋯ ． )．采用遗传算法进行 聚类 ，得到最,Sin

优聚类 中 

心 ，F ⋯ ．，FM)．其步骤为：(1)染色体编码 ，对 

参数(F F， ⋯ ．， 。 )采用实数编码；(2)目标 

函数或适应度评估公式，把根据参数(F F ⋯ ．， 

。)识别人脸图像的正确数目作为该组参数的适 

应度值；(3)选择算子结合留优和转盘选择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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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了简单介绍，最后结出了采用 ORL 人脸图像库中

一组图像的实验结果和讨论.

1 分形特征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数学家 Mandelbrot

引人分形概念来研究自然现象，分形理论已经广泛

应用到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图像压缩等方面

分形维数Cs)常用来描述和测量分形的特性，对于图

像来说，分形维数是图像物体表面不规则度的度量，

即表面纹理粗糙度.分形维数越大，对应的图像表面

越粗糙，因而分形维数常被用于作为纹理的 个重

要特征.

分数布朗运动 BH (川是→个非平稳的零均值高

斯随机函数，定义为

IBH(O) = 口，

IB山)=一 1一一 (lo 「 tt-5)H GE • ,-n ,"' r(H+0.5)'J_町 L" (1) 

! 卜 S)H-" 'JdB (s) + f: (t - S)俨H-" 王吐咀咄d相拙B趴扣(Sω5υ)

其中 O<H< l. 设 X、 .óXε R' ， F(ωy)是零均值高斯

圄机函数 . Pr<. ) 表示概率测度. 11 .仁. 11 表示范数.若

圄机场 BH以(X)满足

pJ~H(X + .ÓX) - BH(X ) _1 \-n." "'V"H .." <y\=F(y) \\.óX \\H -J! 'V 

(2 ) 

!iI~ BH(X)为图像的分数布朗随机场咽X 代表空间坐

标 . BH (X) 为象素灰度值，具体定义可参见文献

[6]. 其中的 H 参数反映了分形图像表面的粗糙度.

由 H 参数可得图像表面分形维数 DH =n+1

-H ，式中 D， 为图像表面的拓扑维数图像的分数

布朗随机场 BH(X)具在如下性质 z

E \BH(X.ó + X) - BH(X川'= E\BH<X +]) 
- BH(X) \' \\.óX 1\ 'H = σ'11 .óX 11 211 • (3) 

由此，可以得到图像的特征参数 H 和灰度正态分布方

差 σ2 的提取方法(1)计算空间距离为.óx的所在象

素的亮度差期望值 EIBH(X+.óX )-BH(X) 1'; (2) 

在大尺度时，确定尺度 .óX 的极限 (3) 由公式< 3) , 

用最小二乘法解方程计算特征参数H 和 σ

人脸中包含着丰富的纹理.如头发和皮肤，而分

形能较好地描述自然纹理，故边用分形特征 H 和 σ2

描述人脸图像.为充分利用图像的二维信息喳将人脸

图像分成 N个小区域喳分别计算反映各个区域二维

信息的分形特征 H， 和 σ: (i=1， 2~... N) ，得到整幅

图像的特征矢量为

F = (H"σr ， H2'~'" HN. aJ., L 

用分形特征 H 和 r 描述图像的方法优于采用

均值和 d 的方法.这→点可由以下对简单纹理图像

的分析看到.图](川、 (b)和(c)象素大小为 24 骨 28.

均只由两种灰度构成咽 (a) 和 (b) 属同类纹理-图 I

(a) 中灰度值为 10 和 20口， Hb) 中灰度值为 50 和

240 ， ](c) 中灰度值为 10 和 200. 采用 4 骨 4 窗口.分

别计算 H 和 σ2 及均值和 σZ ‘所有窗口的结果求和

后取平均值作为各图的 H 和 σZ 及均值和 σ 由图 1

(d) 可见唱反映图像粗糙度的 H 值相同且 σ2 相同.

因此用 H 和 σ2 可将 (a)和 (b)归为同类纹理.但图 1

(e)表明咽两幅图的均值不同，用均值 d 将认为两图

不是→类.对于图](川和 (c)均值与 d 相同，不能辨

别是两类纹理咽(如图 ](g) 唾而 H 值不同.故可正确

区别，如固](们

z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1二是]. Holland 在 70 年代受生物进

行论思想启发而提出的→种基于自然选择和群体遗

传机理搜索最优解的概率算法，对自然选择制自然

遗传过程中发生的繁殖、杂交和变异现象进行模拟.

在求解问题时，→个可能的解被编码成 个染色体.

若干染色体即个体构成种群.产生初始种群后，根据

目标函数或适应度估算公式结出染色体的适应度

值，利用该值选择个体构成种群产生初始种群后.

根据目标函数或适应度估算公式给出染色体的适应

度值，利用该值选择个体作为父代来复制子代.选择

操作体现了适者生存原理，适应度值高的个体被选

中的机会也大.选择出的父代再以一定的交叉概率

和变异概率进行交叉和变异操作而产生子代这样喳

通过复制、杂交和变异逐代进化，积累染色体的优

势.直到某个子代中出现适应度值足侈高的满意解.

标准的遗传算法流程图如图 2

本文中同一个模式在多个样本.设共在M 个人

脸模式，每个模式在 L 个样本.第 m 模式第 5网样

丰的分形特征矢量为 Fms (5...=1.2 咽... ,Sm ‘m=l. 

2 ,... M). 采用遗传算法进行票类，得到最优票类中

心 (Fj ,F2"" ， F川其步骤为(1)染色体编码，对

参数 (F1s 1 F ， 坷，... ， FM5J.l)采用实数编码 (2) 目标

函数或适应度评估公式，把根据参数(矶'lF ， 屿， . 

F MIJI】识别人脸图像的正确数目作为该组参数的适

应度值 (3) 选择算子结合留优和转盘选择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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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中选出父代．先进行留优，将部分优异的染色体 

即适应度值高的染色体直接保 留到子代中，再在种 

群 余染色体中通过转盘选择父代，适应度值越高， 

被选中的机会就越大；(4)交叉算子 ，采用算术交 

叉 交换父代 染色体的信息生成 子代 ；(5)变异算 

子，根据实数编码方式选用加减值方法改变子代染 

色体的信息． 

3 实验与讨论 

基于以上算法，采用分形特征和遗传聚类的识 

别方法如图 3． 

实验采用ORL人脸图像库中的 1O个标准人睑 

模式 ，每个模式 10个样本，样本有表情变化、头部转 

动和戴脱 眼镜等情况．原图为 256级灰度图大小 92 

*112(宽 *高)象素，算法用双线性插值法将其归一 

化到 24*28(宽 *高)尺寸．用于训练的人脸 图像如 

图 4所示 ，每个人脸模式各有两个样本． 

人脸图像被分 为 4*4象素点大小 的许多正方 

形小区域 ，以计算局部分形特征．遗传算法中各参数 

选择如下 ，最大繁衍代数 100，留优概率 0．01，交叉 

概率 0．9，变异概率 0．1，若繁衍代数 已到最大繁衍 

代或 已产 生满意解时停止计算．算法用 Matlab5．2 

实 现 ，计 算 得到 一 组最 优 聚类 中 心 (F ，F ⋯  

F 。)，10个人脸模式的 1O个样本共 1∞ 幅图像进行 

识别．其中一些用于测试的人睑图像见图 5． 

对人脸测试图像进行识别，平均识别率为 94 

(含训练样本 )．具体识别结果见表 1．使 用 PII 400 

在 Matlab5．2解释型执行环境下，对一幅人脸图像 

进行读取 图像文件、计算分形特征和识别所需的计 

算 机时间平 均为 2．06s，若果用编译 型程序实现算 

法则还可减小识别时间．较好的实验识别结果证实 

了选取分形特征作为人脸特征和应用遗传算法这种 

全局寻优方法在识别中解决类内聚类的最优问题的 

有效性．识别错误 的人脸图像有人脸 A 的样本 9、人 

脸 D的样本 6及 10、人脸 F的样本 9和人脸 I的样 

本 6及 7，可参见图5．人脸A、人脸 F和人脸 I识别 

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头部转动角度较大，人脸 D识 

别错误是因为未戴眼镜． 

■■ ■■ ■■ 
人脸A第1，2样本 

1he 1 ．2adsainple8 of face A 
人脸B第1，2样本 

1he 1“ ．2adsainples of face B 
人脸c第1，2样本 

The 1 ，2ridsamples of face C 

■■ 一■ ●■ 
人脸D第1，2样本 

The 1 ，2nasamples of face D 
人脸E第1，2样本 

1he 1 ．2adsainples of face E 
人脸F第1，2样本 

The 1“ ，2ndsamples of face F 

■■ ■■ ■■ 
人脸G第1，2样本 

The 1 ，2naaamples of face G 

人脸H第1，2样本 
1he 1 ．2ridsam ples of face  H 

■■ 
人脸J第1，2样本 

1he 1 ，2adsam ple8 of face J 

图 4 用于训练 的人脸 图像 

Fig．4 Face images for trainiflg 

人脸I第1，2样本 
The l“ ．2ridsam ples of fac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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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中选出父代.先进行国优，将部分优异的染色体

即适应度值高的染色体直接保留到子代中.再在种

群剩余染色体中通过转盘选择父代.适应度值越高，

被选中的机会就越大， (4) 交叉算子.采用算术交

叉交换父代染色体的信息生成子 11:， (5) 变异算

子.根据实数编码方式选用加减值方法改变子代染

色体的信息.

3 实验与讨论

基于以上算法咽采用分形特征和遗传聚类的识

别方法如图 3.

实验采用 ORL 人脸图像库中的 10 个标准人脸

模式.每个模式 10 个样本.样本有表情变化、头部转

动和戴脱眼镜等情况.原因为 256 级灰度图大小 92

特1l 2(宽特高)象素.算法用双线性描值法将其归一

化到 24 特 28(宽特高)尺寸.用于训练的人脸图像如

图 4 所示.每个人脸模式各有两个样本.

人脸图像被分为 4 特 4 象素点大小的许多正方

形小区城，以计算局部分形特征.遗传算法中各参数

选择如下.最大繁衍代数 100 ，国优慨率 o. 01 ，交叉

慨率。. 9 ，变异概率。. 1 ，若繁衍代数已到最大繁衍

代或己产生满意解时停止计算.算法用 Matlab5.2

实现. it 算得到 组最优聚类中心 (F， .F， …. , 

F1n ) 咽 10 个人脸模式的 10 个样本共 100 幅图像进行

识别.其中一些用于测试的人脸图像见图 5.

对人脸测试图像进行识另1].平均识别率为 94%

(含训练样本) ，具体识别结果见表1.使用 PII 400 

在 Matlab5.2 解辑型执行环境下.对 幅人脸图像

进行读取图像文件、计算分形特征和识别所需的汁

算机时间平均为 2. 065 ，若采用编译型程序实现算

法则还可减小识别时间较好的实验识别结果证实

了选取分形特征作为人脸特征和应用遗传算法这种

全局寻优方法在识别中解决类内粟类的最优问题的

有效性.识别错误的人脸图像有人脸 A 的样本 9、人

脸 D 的样本 6 及 10、人脸 F 的样本 9 和人脸 I 的样

本日及 7 咱可参见图 5. 人脸 A、人脸 F 和人脸 I 识别

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头部转动角度较大.人脸 D 识

别错误是因为未戴眼镜.

人脸A第1 ， 2样本 人脸B第1 ，2样本 人脸C第 1 ， 2样本
τhe 1 B1 ， 2 ncl. sa皿ples 01 face Aτhe 1 sl .2 ncl.sa皿ples of fac理 B

人脸D第1 ， 2样本 人脸E第1 ， 2样本
咀'" 1 叭， 2ndsamples of face D τhe1 叭，2Msa皿ples of fa田 E

人脸G第1 ， 2样本 人脸H第1 ， 2样本
τhe1 时，2Msa卫p1es of face G τhe 181 ， 2 nà sa皿ples of face H 

人脸 J 第1 ， 2样本
τhe1 时，2 ndsamples of face J 

图 4 用于训练的人脸图像

Fig. 4 Face images for traini :ó.g 

τhe I ,L ,2no samp1es of fa田 c

人脸F第1 ， 2样本
τbe 1 st ， 2 llà sa皿ples of face F 

人脸 I 第1.2样本
τhe 1 st ， 2 nà sa皿ples of fa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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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仍采用以上人脸图像 ，将新方法 、本征脸法 

和 自联想神经网络 方法进行 了对比，训练样本均采 

用两个，本征脸法和 自联想神经 网络方法简单地将 

同一人的不同训练样本看作不 同模式．识别结果表 

明采用分形特征和遗传聚类的方法与本征脸法有相 

近的识别率，较自联想神经网络有较高的识别率 ，具 

体数据见表 2．这是 因为神经 网络训练常常陷于局 

部最小值 ，所提取的特征并不理想． 

■一 ■■ ■■ 
人脸A第6，9样本 

The 6 ．9 saml：Iles of face A 

人脸B第7，9样本 
The 7 l】．9msam ples of face 

人脸C第4，7样本 
The 4 ．7 samples of face C 

■■ 一■ ■■ 
人脑D第6，7样本 

The 6 ．7m sam ples of face D 

人脸E第8，9样本 
The 8 ．9th sam ples of face E 

人脸F第6，9样本 
The 6 ．9thsamples of face F 

■■ ■■ ■■ 
人艟6第4．9}羊本 

The 4m ，9msamples of face G 

人脸}瞎 4，9样本 
The 4 m．9thsamples ot face H 

■■ 
人脸J第5，lO样本 

The 5 ．i0 sam ples of face J 

图 用于识别的部分人脸图像 

Fig．5 Some of the face images for recognition 

衰 1 人脸识别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the recognition 

人脸I第7，lO样本 
The 7m．10msam ples of face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明采用分形特征和遗传聚类的方法与本证脸法有相

近的j9，别卒，较自联想神经网络有较高的识别率咽具

体数据见表 2. 这是因为神经网络训练常常陷于局

部最小值，所提取的特征并不理想l.

375 基于性形租遗传算法的人脸识别方法

最后仍采用以上人脸图像，将新方法、本证脸法

和自联想神经网络方法进行了对比，世11 综样本均采

用两于.本征脸法和自联想神经网络方法简单地将

同一人的不同训练样本看作不同模式.识别结果表

刚等陈5 期

人脸C第4 ， 7样本
τbe 4 th .7 tnsamp les of face C 

人脸 B 第7 ， 9 样本
τbe 7 th ,9 th samples of face 

人脸A 第 6 ， 9 样本
τbe 6 tn ,9 tnsamples of face A 

人脸F第6 ， 9样本
τbe 6 tn ~9 ü1samples of face F 

人脸D第6 ， 7样本
τhe 6 th ,7 th samples of face D 

人脸E第8 ， 9样本
τbe 8 tb , 9'"samples of face E 

人脑跚4 ， 9样本
τbe 4 th ,9 th samples of- face H 

人脸I第7 ， 10样本
τbe 7 th ,lO th samples of face 1 

人脸G第4 ， 9样本
τhe 4 th ,9 th samples of face G 

人脸I第5 ， 10样本
τbe 5'" , 10 th samples of face J 

图 5 用于识别的部耸人脸图像

Fig.5 Some of the face images for recognition 

襄 1 λ臆识到结果

T且ble 1 Results of tbe recogn.iU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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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3种方法对比 好的解决方案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Table 2 Comlmrison of three methods 

识别率 识别 时间 

(含训练样 本)(含读取文件 

4 结论 

本文针对有限人群 ，提出了一种采 用分形特征 

和遗传聚类的识别方法．人脸具有丰富的纹理，而分 

形适于对 自然纹理 的描述 ，选取分形特征作为人脸 

特征是 自然的 ，实验证实了其有效性．文中将图像分 

成很多的小区域，分别计算局部分形特征， 充分利 

用图像二维信息 ，进一步 的研究可以探讨采用其它 

分形特征的方法．遗传算法是一种全局寻优方法，应 

用在识别中来解决类内聚类的最优问题是可行的， 

实验识别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不变性识别依靠增加 

模式的样本来实现 ，实验给出了较好的结果 ，识别错 

误原因主要在于有无戴 眼镜和头部转动角度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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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3 种方法对比

Table 2 Co回归rlson of three melbods 

分市恃怔和遗传襄费方法

本怔险峰

自联理神盟问蟠〈特征维戴 80)

4 结论

识别事 识别时间

飞含泪11 练样本Jl含读取主件 l

"口3 06~ 

96 0,;) U. 059 

74 v.~ 。.03s

本文针对有限人群，提出了-种采用分形特征

租遗传囊类的识别方法.人脸具有丰富的纹理，而分

形适于对自然纹理的描述，选取分形特征作为人脸

特征是自然的，实验证实了其有般性.文中将图像分

成很多的小区域，分别 ìt算局部分形特征.以充分利

用图像二维信息，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采用其它

分形特征的方法.遗传算法是一种全局寻优方法，应

用在识别中来麟诀类内囊类的最优问题是可行的咽

实验识别结果证实了这-点.不变性识别依靠增加

模式的样本来实现，实验给出了较好的结果，识别错

误原因主要在于有元戴眼镜租头部转动角度较大.

好的解决方案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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