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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下

衍生而出来的一种新型智慧名词，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

体现，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发展性思维。智

慧城市是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基础

上，逐步发展并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的城市形态。

我国想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世界强国、数字强国，智慧

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就是

智慧城市中非常有利的支撑，必须要被重视和应用起来。

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的概述分析

1. 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是在 20 世纪

中期的时候才出现的，它的出现，有效的促进了我国社

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在我

们日常生活中也被称之为是 AI 技术，涉及到很多应用领

域，包含的学科内容也非常多，如信息、计算机、数学、

工程等等，它是具备学习、交流以及输入、输出功能为

一体的新型技术 [1]。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也将所有机

器设备的作用和价值发挥了出来，在它引导下构建的电

子商务体系、数据和知识等都实现了网络与物理空间的

有效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带领我国社会步入人工智能的

2.0 时代。新时期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更加重视与人类生活

的联系，而且已经发展为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人工智能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变化
[2]：第一，结合机器与人类增强的混合智能系统；第二，

由机器、人类以及网络组织的新人群智能系统；第三，

更加复杂智能系统，如智能城市。

2. 机器学习技术

机 器 学 习（Machine Learning） 技 术 主 要 是 系 统 识

别，有效、科学提高机械学习能力，从而获得新知识、

新技术的一种技术。对于机器学习来说，它的学习与人

类所学习的方式是很相似的，只有通过系统学习，并掌

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才能全面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和价值。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机器

学习要满足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并要跟上人工智能的

步伐去不断的学习、发展和创新。机器学习所建立的知

识体系结构是具有实践性的，能有效的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机器学习技术是人工智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

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

着很大的影响 [3]。此外，机器学习技术还具有感知能力

和信息处理能力，将其应用智慧城市中，能发挥出非常

大的技术空间，如在图像识别、语言识别领域的应用，

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就。

3.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下的一项功能，具有直观性和

多元性的特点，而且还不需要人为参与特征选取。深度

学习所构建的图像识别、目标检测、语言处理等技术，

都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可以说它具有更宽泛的应用

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

二、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识

别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同时构建的识别系统也非常的

关键，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车牌识别、指纹识别、人脸识

别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以上识别内容当中，

人脸识别和步态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步态识别技术的应用

何谓步态识别技术，它主要是对人的心态和走路的

姿态进行远距离非控制状态下的识别和认证技术，很早

就被应用在医学研究系统中应用。但是对于我们人类的

步态来说，是有 24 种不同身份的。所以需要我们进行细

致分类。然后在结合的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对人类

步态的基本内容检测、提取个人特征，进而实现对人类

个体的识别 [4]。一般情况下，步态识别技术一般都是应

用在安防领域的，它属于一种新兴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常被应用在社会治安管理、刑侦案件侦查等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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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态识别技术能够对嫌疑人的行动有非常准确的判断，

更好保证我们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步态识别

技术也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主要是用于对病态患者或者

走路不正常人群的异常性判断，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及时

的判断出患者出现问题的位置。

2.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的，它是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中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是一

种身份鉴别的有效方法，广泛的应用于多种领域，如上

文所场说的安防领域、安保领域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支

付领域。人脸识别技术是一种新技术，它主要强调的就

是要安全性和唯一性，而人脸识别技术就能很好的满足

人们的这一需求。从专业角度来看，人脸识别技术主要

有三种应用模式，即 1：1 人脸识别、1：N 人脸识别和

M：N 人脸识别。如我们目前生活中常用的刷脸支付、检

票炎验证、登机验证等等都是会应用到人脸识别技术的。

在以上三种人脸识别应用模式中，1：N 和 M：N 主要是

指在一个或者 N 个对象中去寻找目标，要，然后进行动

态性的人脸对比，实现验证。这两种人脸识别应用模式

是非常广泛的，同时需要大数据信息作为支持。如很名

单、VIP 客户管理等都应用到这种人脸识别模式 [5]。

3. 步态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的融合实践应用

（1）技术的融合实践概述分析：在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技术应用中，想要实现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定要

将步态技术与人脸识别技术融合起来的。它可以通过应

用 DBN 深度置信网，建立多个限制玻尔兹曼（RBM）堆

叠效应体系，使其可以成为深入信念网络的重要组成元

素。一般情况下，无论是步态识别技术还是人脸识别技

术，在融合以后构成的网络空间都包含有显层和隐层的，

可以利用两层假设全概率的分布来满足和限制玻尔兹曼

模型建设要求，次实用价值非常高。步态识别技术和人

脸识别技术在融合实践应用的过程中，主要应用到模式

有以下几种：即卷积神经网络、池化层、全连接层等等，

以此来有效强调网格节点的距离。此融合实践应用由于

是在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所以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

术和步态识别技术中偏差，将人类步态特征和人脸特征

在最大程度上提取出来，以此来更有效的保证识别结果

正确性。

（2）对步态识别实验和结果的分析：第一，选择 10

个人作为实验数据和样本，对他们正常情况下的行走进

行识别。在实验的过程中需要 320*240 像素原始图像将

轮廓的图像生成，最后将尺寸缩小到 64*64 来计算周期。

第二，在实验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像素内容进行分析，

同时还要结合玻尔兹曼设备的限制来保证每一个 DBN 网

络层中都有输入、输出隐藏层，再结合时序模型对隐藏

层进行分析，要保证数据维度可以达到 15000 以上，其

中顶层数据维度要在 100 以上，其他隐藏层节点数据在

5000、10000 和 500。第三，实验结果显示，与传统的人

脸识别算法相比，会更有精准度。而在此实验过程中，

还应用了度量学习算法，提取了更为精准的人脸轮廓和

特征，虽然使用了很少的人脸关键点，但是验证效果去

高出很多 [6]。

三、步态识别技术与人脸识别技术共同使用的优势

分析

人脸识别是需要近距离的识别，才能将人体的面部

特征提取出来；而步态识别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唯

一性，即使没有获取很多的数据图像，也是可以有效的

识别出人体步态信息的。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步态识别技术

共同应用起来，不但能解决人脸识别的距离，还能在人体

步态信息的基础上，加快识别的速度和精准性，而且在两

项技术共同使用的情况下，对识别设备要求也不是很高。

步态识别技术对人体穿着、负荷等问题的影响，人脸识别

不会涉及；而人脸识别受到妆容、表情等的影响，而步态

识别不会涉及。所以将两者共同使用，可以实现互补，起

到强强联合的作用，对识别的精准度有更大的保障。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是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想要实现智慧城市的构建，是一定要将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技术应用起来的，要通过这两项技术的应用，有效

的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而

且还能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使我国的城市化建

设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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