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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行人重识别在农村的应用前景

林曼曼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万州 404000

摘 要： 近年来，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伴随着视频采集技术的大力发展, 大量的监控摄像头部署在

农村各地，帮助公安等执法部门解决问题。如何在大量的监控视频中找到目标行人，仍是一个挑战。行人重识别是判断

不同监控摄像头下出现的行人图像是否属于同一行人的技术。在现实的农村场景中，传统的行人重识别方法难以满足复

杂的识别要求。而跨模态行人重识别，即给定行人的可见光（或红外）图片，从数据库匹配出该行人的红外（或可见光）

图片。本文浅谈基于深度学习的跨模态行人重识别技术的发展，对其现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对其在农村的应

用前景和意义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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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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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video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 large number of surveillance cameras have been used in rural areas to help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solve problems. How to find the target pedestrian in a large number of
surveillance videos remains a challenge.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is a techniqu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edestrian images
appearing under different surveillance cameras belong to the same pedestrian. However, in the real rural scene, the traditional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method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complex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Cross-model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that is, the visible light (or infrared) picture of a given pedestrian, matches the infrared (or visible light) picture of the pedestrian
from the datab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modal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alyz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mmarizes and prospects its application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Cross-model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Deep learning

引言

近年，随着农村大批的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农村出

现“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给农村

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虽然农村技防建设不断加快，农

村治安防范水平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仍然存在许

多问题。比如：违法乱纪，小偷小摸现象接二连三；农村

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难以控制；黄赌毒盗拐骗屡禁不绝；

弱势群体走失事件频频发生等。农村本来就是社会治安的

薄弱地区。农村面积广，乡镇派出所管辖范围大，加上派

出所警力少，警力部署远不能满足农村社会治安的需求，

靠“汗水警务”和传统治安手段已经很难适应当代农村的

治安需求。因此，掌控农村治安局势，适应新形势下“平

安农村”建设需求，有效提升农村社区治安水平，必须借

助网络、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

传统的监控方式是通过人力监控检测追踪。这种方式

虽然灵活，但是效率低下，容易出错，人力成本高。因此，

出现摄像头监控检测追踪技术。在数字化日益加深的时代，

农村利用监控技术进行社会监督与控制的现象已普遍存

在，尤其是近些年开展的“平安农村”建设，“雪亮工程”

建设等不断推动监控摄像头在农村“落户”。现有的监控

摄像头能捕获很多帧的监控图像，包括可见光（RGB）图

像和红外（IR）图像，并且监控无死角，这节省了大量人

力成本。但是，由于监控摄像头布置的区域十分广阔，所

以当目标人物在一个区域的监控摄像网络中移动时，公安

人员要在一定时间内，靠人力一帧帧翻阅图像，工作量大，

效率低下，出错率高，十分不便。因此，需要一种方便、

快捷的方式来代替人工对监控视频中的行人进行搜寻，即

多目标跨摄像头监测追踪。

基于此，出现了行人重识别技术。前期针对行人重识

别的方法主要集中于可见光模式下 RGB-RGB图像的单模

态识别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多在夜间活动，也应考虑到

在夜间或者光线昏暗时红外相机采集到行人的 IR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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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农村背景下的 RGB-IR跨模态行人重

识别的应用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人重识别

行人重识别是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图像或者

视频序列中是否存在特定行人的技术，极大地提高检索的

准确性和效率。

1.早期的行人重识别方法

行人重识别任务主要包括两个阶段：行人特征提取和

行人特征向量之间的相似度度量。传统的方法是手工提取

行人图像特征，费时而且费力。而且传统的手工特征描述

能力有限，难以解决由现实场景下的拍摄视角、光照、遮

挡、姿态等因素造成的行人图像类内差异大于类间差异的

问题，很难适应复杂场景下的大数据量任务。

2.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人重识别方法

近年来，深度学习的崛起使得卷积神经网络在计算机

视觉领域优势明显。在行人重识别任务中，先用深度学习

的优势提取某个行人图像的特征向量，然后将得到的向量

利用距离公式进行距离度量。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已

经在性能上大幅度超越了早期手工提取行人图像特征的

方法，主要分为以下方向：

第一种是基于表征学习的方法，该类方法可分为分类

任务和验证任务。分类任务针对的是单域行人重识别，在

测试前已经知道行人类别的个数，所以训练时可以把其看

作简单的分类任务，将分类层神经元的个数改为行人类别

数进行训练；验证任务即输入一对行人图像，使用度量方

法计算行人间距离，判断该对图像是否属于同一行人。

第二种是基于度量学习的方法，是通过网络学习出两

张行人图像的特征表示，然后根据度量公式计算行人图像

间相似度。其中心思想是通过损失函数让同一行人图片特

征之间的相似度尽可能大，不同行人图片特征之间的相似

度尽可能小。目前比较流行的度量学习损失函数主要包括

交叉熵损失函数、三元组损失函数、四元组损失函数等。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将该类损失函数与分类损失

联合进行网络模型训练。

第三种是基于局部特征的方法，在深度学习发展初期，

行人重识别研究内容主要是利用整幅行人图的全局特征。

但随着数据集变多，学者们逐渐发现基于全局特征的方法

性能很难进一步提高，于是开始着手行人图像的局部特征。

根据人体结构将行人图像分为几个部分（头部、上身躯干、

下身躯干等），然后将分好的行人图像依次输入到循环神

经网络中，融合所有的局部行人图像特征，最后将融合后

的特征用于行人相似度判断。

第四种是基于视频数据的方法，目前开源的行人数据

集基本都是行人图像数据集，但相比视频数据来说，它只

考虑了某一时刻的行人形态，而在该形态可能和时间段内

的其他行人形态有关。因此，学者们试图更好的利用视频

序列来进行行人重识别方法的研究，以此获得某一时间段

内更丰富的行人特征信息用于提高模型性能，比如在行人

重识别任务中引入循环神经网络来处理时序信息，得到行

人的序列级特征。由于序列数据存在遮挡、主体信息不对

齐等问题。基于此，研究者们开始在注意力方向进行研究。

视频序列中包含丰富的行人时空信息，通过专有的技术捕

获时空信息，可以增强行人特征的表达能力。

第五种是基于对抗生成网络的方法，该方法主要用来

生成图片。目前行人重识别数据集不像人脸检测数据集一

样，它的规模还比较小。而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性能的优

劣往往和数据集的规模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利用对抗生成

网络来生成图片以扩大训练数据规模是目前的主流趋势。

研究者们提出了双层次的判别性学习方法以及使用一个

双向的循环生成对抗网络去减小不同模态之间的特征差

异。

二、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广泛应用，行人重识别的研

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识别性能实现了质的飞越。

但该技术在实际中推广应用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一般的行人重识别面临的挑战包括摄像机的低分辨

率、行人姿态变化、光照变化、行人检测误差、拍摄角度

不同、遮挡等。而跨模态行人重识别还存在类间差异大的

问题，使得相同行人外貌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行人可

能具有较高相似性。

2.不能够满足跨模态行人重识别技术发展需求的数据

集。目前，跨模态行人重识别只有两个标准数据集，源域

(开源数据集)与目标域（即实际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域间

差异，且图像大多来源于相似型号以及角度的机位，场景

单一。由于这种差异，把在源域数据集训练好的模型直接

应用于目标域场景下时，模型性能下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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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间存在较大的模态差异，这

种差异不仅带来颜色等外观线索不可靠的问题，还加剧了

类内变化，使不同模态间的相同身份特征更难对齐。

三、应用前景和意义

在农村社区采用行人重识别技术，在安防监控领域，

能助力跟踪公共场合下的可疑行人，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当公共安全遭到威胁，刑事犯罪事件发生时，行人重识别

技术能为公安机关提供走失人口、可疑分子的活动轨迹等

关键线索，进行一个行人识别，对小偷、罪犯或走失的弱

势群体等进行及时的检测追踪。对农村的安防、智能视频

监控、走失人员追踪，刑事侦查等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前

景，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不断发展以及计

算机算力的提升，行人重识别问题已经成为计算机视觉领

域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同时也是一个研究难点。目前在

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出现了许多经典的行人重识别

模型，行人重识别的准确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

行人的特殊性、外界实际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模态之间巨大

的差异，跨模态行人重识别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在方法

和实际应用方面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此外，行人重识

别在农村区域进行检测与追踪方面应用较少，更应该应用

和推广，这有利于加快建设信息化、智能化农村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提高农民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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