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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專題計畫摘要 

    傳統的搜尋引擎功能，主要都是以圖片的文件名稱來實現查詢的功能，但這

種方式並不適合用來搜尋相似或相同之人臉影像，較好的機制是基於圖像內容來

檢索，例如查詢端輸入內容就是一個圖像，或者是對於圖像內容的描述，透過擷

取每張影像之特徵，經由計算比較這些特徵和查詢條件之間的差異度，來決定兩

張圖片的相似程度。 

    本研究計畫提出一個以 MPEG-7 之 ART 特徵為基礎的人臉影像資料庫檢索

系統(Face Image Database Retrieval System)，以找尋出相似的人臉影像。本檢索

系統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做人臉切割，將人臉的部位切割出來並加以分析

以找出眼、鼻、口的位置。第二部分做特徵擷取，以 MPEG-7 之 ART 轉換來擷

取全域(整張臉)及部分五官特徵(嘴巴、鼻子以及眼睛)。第三部分做特徵比對，

將擷取出來的特徵與資料庫儲存之影像特徵做比較，找出相似度較高的人臉影

像。以下為本專題所提出之演算法及未來研究方向： 

演算法： 

1. 偵測膚色像素：YCbCr 膚色偵測公式及改良。 

2. 膚色區塊偵測：統計區塊內膚色點百分比，並由 Chebyshev 理論過濾區塊。 

3. 擷取人臉範圍：膚色累計投影法、標記法、膚色擴散法。 

4. 擷取人臉：改良 OpenCV 偵測人臉、人臉分類器。 

5. 特徵擷取：MPEG-7 之 ART 改良及實作。 

未來研究方向： 

1. 研究如何正確偵測臉部五官位置。 

2. 定義人臉特徵在 MPEG-7 之 ART 轉換內的特徵向量範圍。 

3. 影像的旋轉及放大是否會影響到 MPEG-7 之 ART 轉換所取得的特徵向量。 

4. 觀察人臉影像，使 MPEG-7 之 ART 轉換更適合運用在人臉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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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及目的 

現在社會上失蹤兒童或老年人很多，要讓每個人每天都注意路上有沒有失蹤

的人，相當費時費力且不切實際，如果能將各街道上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加以分

析，配合臉部擷取的技術找出畫面上人的臉孔與人臉資料庫自動加以比對，可以

減少人力與時間的花費，將會對尋找失蹤人口的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此系統還

可以延伸應用於罪犯人臉合成系統，可以將罪犯的畫像比對人臉資料庫，搜尋出

與畫像相似度高的人臉影像，幫助證人或警察從影像找尋嫌疑犯曾經出沒的地點

及時間，減少人力搜索的時間增加破案的機會。 

利用電腦來做人臉檢索在過去一直是一件困難的工作，雖然現今電腦已進步

到相當高的計算速度，但如何找到一個有效的人臉特徵擷取方法卻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本研究目標是希望能用MPEG-7之ART轉換來擷取人臉影像之特徵，再將擷

取之特徵與人臉特徵資料庫作比對，進而找出相似之影像。 

第三章、 專題內容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是要以 MPEG-7 之 ART 特徵做為人臉影像資料庫檢索的比

對判斷，找出較相似的人臉影像。本檢索系統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做人臉

切割，將人臉的部位切割出來並加以分析以找出眼、鼻、口的位置，目前的研究

結果已能將人臉的部位從影像中切割出來並且加以擺正以提高特徵檢索的正確

率。第二部分做特徵擷取，以 MPEG-7 之 ART 轉換來擷取全域(整張臉)及組成人

臉之五官特徵(嘴巴、鼻子以及眼睛)，MPEG-7 之 ART 特徵共有 12×12 共 144 個

特徵向量(m＜12, n＜12)，隨著 m，n 愈大，MPEG-7 之 ART 所取得的特徵範圍就

愈細，目前研究結果是將 MPEG-7 之 ART 特徵的特徵模型由原本的圓形改進為橢

圓形，原因是由於圓形模型容易擷取到非人臉部分之背景特徵，而橢圓模型則不

會擷取到背景特徵。第三部分做特徵比對，將擷取出來的特徵與資料庫儲存之影

像特徵做比較，找出相似度較高的人臉影像。<圖 1>為本計畫擬採用之人臉影像

檢索系統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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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臉影像特徵資料庫之建立及特徵比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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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一)人臉切割 : 輸入一張人臉影像後，首先將背景等不必要的資訊去除，<圖 2>

為人臉切割系統流程圖，詳細步驟如下。 

               

   讀入原圖            YCbCr 膚色偵測   Chebyshev 理論膚色區塊偵測 

               

                    標記法取得人臉範圍      人臉範圍影像偵測 

…… ……  

對人臉範圍圖正負旋轉 19 個角度 

…… ……  

以 OpenCV 偵測影像旋轉後的人臉 

           

人臉分類器選出最端正的人臉影像                     結果 

<圖 2> 人臉切割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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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偵測膚色像素：由於判斷是否為人臉最直覺的方法就是膚色，所以使用膚

色偵測方法[1]來找到膚色的範圍，由於膚色會受到光源所影響，所以本研究使用

能從影像中分離出亮度的 YCbCr 色彩空間來做判斷，在 YCbCr 色彩空間中，Y

代表亮度 Cb 和 Cr 代表色度，因此我們先將每一像素之色彩值由 RGB 空間轉為

YCbCr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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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膚色偵測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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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圖 3>為膚色偵測之結果。 

  

( a )            ( b ) 

  

( c )              ( d ) 

<圖 3> ( a )( c )原圖 ( b )( d )膚色偵測結果，膚色(白色表示) 非膚色(黑色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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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膚色區塊偵測及過濾，由於膚色像素偵測的範圍會將影像內接近膚色的點

判斷成膚色，可能產生許多分離的白點，因此我們進一步以 8×8 區塊為單位以判

別其是否為膚色區塊，這邊將要利用統計的方式，首先將影像切割成 8×8 大小的

區塊，並分別計算每個區塊內是膚色點的百分比，最後統計出所有區塊內膚色百

分比的平均值及標準差，由 Chebyshev 理論可以知道至少有 %75
2

1
1

2
 資料都

會落在平均值正負兩倍標準差之內，利用這個方法，將膚色百分比低於兩倍標準

差的區塊過濾掉(塗黑)，符合兩倍標準差的區塊就留下(塗白)，但是這樣的做法也

有可能將人臉的邊緣過濾掉，造成人臉資訊的流失，所以這邊將 8×8 大小的區塊

以重疊的方式來計算區塊內膚色點的百分比，在做過濾的時候，加上判斷周圍區

塊是否也符合過濾條件成立的才過濾掉，這樣可以確保人臉的完整性，以下為

8×8 大小區塊過濾說明。 

 Q 

P O 
當 O 不在兩倍標準差內，可是 P 或 Q 在兩倍標準差內，則保留(塗白)。 

當 O 不在兩倍標準差內，可是 P 且 Q 不在兩倍標準差內，則去除(塗黑)。 

  

( a )                         ( b ) 

<圖 4> ( a )區塊無重疊之過濾圖 ( b ) 區塊有重疊之過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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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擷取人臉範圍，先嘗詴使用投影的方式來切割人臉可能分佈的區塊，對膚

色區塊偵測後的二值化影像，分別對水平及垂直方向兩次膚色累計投影[2]，我們

可以觀察到累計投影的分布會隨著膚色位置的不同而有所改變，進而將臉部的位

置找出來<圖 5>，其做法先對影像做垂直投影，然後找到人臉可能出現的範圍，

之後再分別對每個範圍做平行投影，但這樣的做法只適合運用在人臉與人臉間之

間沒有雜質的影像，所以實作上並沒有想像中來的好，所以接下來改用標記法來

偵測出人臉影像。 

  

            

<圖 5> : YCbCr 膚色偵測區塊化之水平投影及垂直投影  

標記法是將影像中有相連的 pixel 視為同一物件，並且計算每個物件區域的寬度和

高度，最後對這些寬和高做一個統計，同樣以 Chebyshev 方程式來過濾掉小於標

準差的標籤區塊，以下為標記法詳細說明： 

  R      Q 

P P R P R P 
    (1)   (2)      (3)       (4) 

P 為要標記的座標。 

Q 和 R 為已標記過的點。 

標記法為給定影像上同一物件的物體同一個標籤號碼，先對影像由上往下由左至

右掃描，判斷為新的物件就給他一個新的標籤，判斷是否為新的物件之方法如上

表(1) ~ (4)。 

(1)只有一個點且周圍沒有任何標記，P 就視為新的點，並給定新標籤。(2)(3)當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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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邊或上面有已標記過的點，P 的標籤就等於 R 的標籤。(4) 當為此狀態時，P

的標籤會先等於 R，之後再把 P 和 R 的標籤等於 Q。最後可以利用這些標籤來判

定物體的最大寬和最大高下圖為標記法圈出物件之結果。 

 

( a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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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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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f ) 

<圖 6> ( a )( c )( e )對膚色區塊做標記法的結果 ( b )( d )( f )過濾後的結果 

    經過多次測詴發現，如果人臉上有遮蔽物(如眼鏡)，這些東西會造成人臉破碎

的狀況發生，所以這邊要使用擴散法將人臉資訊補齊。由於有些膚色點可能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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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色模型的周圍，所以這邊要針對每個區塊向外擴散，以填滿可能是膚色的點，

首先，先取得區塊內原本膚色點 Y、Cb、Cr 的平均及標準差，然後定義新的膚色

偵測範圍 















CrCrCrCr

CbCbCbCb

yyyy

meanCrmean

meanmean

meanmean







22

2Cb2

2Y2

 

ymean , Cbmean , Crmean 為區塊內被判定是膚色點的 Y,Cb,Cr 的平均值。
 

 y , Cb , Cr 為區塊內被判定是膚色點的 Y, Cb, Cr 的標準差。 

利用這個新的膚色偵測公式，對區塊的上下左右各擴展 8 個 pixel 做膚色偵測，偵

測的方法如下： 

 T  

L O R 

 B  
O 為原區塊，T,B,L,R 為新長出來的區塊。 

1. 對區塊往上下個長 8 個像素，對左右長 8 個像素。 

2. 對每個新長出來的區塊個別做 8×8 切割區塊的切割。 

3. 以放寬後的膚色偵測公式偵測新長出來區塊(T,B,L,R)內的切割區塊。 

4. 以 Chebyshev 統計第 3 步切割區塊內新偵測出來膚色的百分比的平均及標準

差。 

5. 當沒有任何切割區塊落在第 4 步的兩倍標準差內即停止擴散，否則將新的區塊

設為新長出來的區塊的寬高並回到第一步。 

Step 4.擷取人臉，這邊利用 OpenCV(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Object Detection 

Module)內建的 HaarClassifier 函式庫來偵測人臉，OpenCV 是一套由 Intel 所開發

的影像函式庫，裡面有提供多種影像相關的函式，而 HaarClassifier 就是其中一個

用來偵測人臉的函式庫。在偵測人臉的過程中發現 HaarClassifier 函式只能偵測到

正面及向左向右各斜 30 度以內的人臉，所以這邊將標記法切割下來的圖像從-90

度到 90 度轉 19 個角度，每個角度的影像都讓 HaarClassifier 函式去偵測一次人

臉，這樣雖然可以提高 HaarClassifier 偵測臉的正確率，但這樣的做法就有一定的

機會偵測到相同的人臉，所以還要加入一個人臉分類器來分類相同的臉，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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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中取出最正面的臉，這樣有助於之後臉部特徵比對的正確率，<圖 7>為影像

旋轉偵測人臉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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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f ) 

<圖 7> (a)(b)(c)旋轉偵測人臉圖(0°為切割後出來之原圖) (d)將原圖直接套用

OpenCV HaarClassifier 函式的結果 (e)影像切割結果 (f)切割影像旋轉後偵測

人臉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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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7>(a)(b)(c)可以看到，由於原圖影像中人臉不夠端正，所以 HaarClassifier 函

式無法偵測到人臉，當把影像從-90°轉到 90°之間，發現當人臉已經擺到端正的位

置後，就可以從這些擺正後的臉從圖內切割出人臉來，並由<圖 7>(d)(e)(f)可以看

到原本 OpenCV 的 HaarClassifier 函式庫偵測不到的人臉，經過旋轉後就可以偵測

到大部分的臉。由於上述方法會重複偵測到相同人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下面

題出人臉分類器演算法來判斷偵測出來的人臉是不是為同一個人，其演算法如

下。 

1. 要如何判斷是否為同一張臉，這邊以 HaarClassifier 函式偵測出來的人臉

影像的中心作為判斷依據，由於人臉是從原圖旋轉後偵測所得的結果，

所以並不能直接將找到的中心點作比對，要將中心點用座標旋轉的方法

統一轉回 0 度座標來做比較。 

2. 比對中心點的(Xn, Yn)座標，將新座標跟群組內已分類好的座標做比對，

當新座標(Xn, Yn)範圍如果介在(X-15≦Xn≦X+15, Y-15≦Yn≦Y+15)，

即視為相同的中心座標，並將此人臉座標放入群組內。 

3. 分類完後，以每個類別內最中間角度的影像為群組的代表。 

(二)特徵擷取 : 以 MPEG-7 之 ART 轉換，分別對全域(整張臉)及各臉部組成部分

(嘴巴、鼻子以及眼睛)計算其 ART 轉換系數。在 MPEG-7 之標準中，ART 的係數

是用來描述物體之內部形狀(Region Shape Descriptor)，而 ART 係數 nmf 之定義如

下： 

        
 

 



















2 

0

1 

0

2 

0

1 

0

  ),()()(      

  ),(),(      

)),(,),((

ddfRA

ddfV

fVf

nm

nm

nmnm

 

其中  ,f 為影像以極座標之灰階值， ),(V nm 為 ART 之基底函數，而且  可

分離為角度(angular)及徑度(radial)變化之函數，

 

),(V nm = )(mA )(nR  

 mA 和  nR 可分別以指數函數及餘弦函數來表示： 

)(exp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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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值分別代表 ART 的角度係數和半徑係數。<圖 8>顯示 ART 基底函數實部與

虛部值，我們可以發現當角度係數 m 值增大時，ART 基底實(虛)部圖形的黑白扇

形區域之圓心角角度變化頻率隨 m 值增大而遞增；當半徑係數 n 值增大時，ART

基底實(虛)部圖形的黑白同心圓數目隨 n 值增大而增加(漣漪現象)。為了不受形狀

縮放之影響，我們將每個 ART 係數正規化，將每個 ART 係數除以(m=0, n=0)的

ART 係數，即為 ART 描述子： 

        00

][
f

f
iART nm ， i=12×n+m-1。 

m

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0 
 

           

1 
            

2 
            

( a ) 

m

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0 
 

           

1 
            

2 
            

( b ) 

<圖 8> ART 基底函數實虛部變化情形(m＜12, n＜3) (a)實部 (b)虛部。 

在 MPEG-7 標準中採用 35 個 ART 係數(m＜12, n＜3)來表示物體區域的特徵，但

實際上 MPEG-7 之 ART 特徵共有 12×12 共 144 個特徵向量(m＜12, n＜12)，隨著

(m, n)愈大，MPEG-7 之 ART 所取得的特徵範圍就愈細。 

兩個物體 q 及 s 之 ART 特徵的差異值 ARTd 可定義為： 





34

0

2)][][()(
i

sqART iARTiARTq,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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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我們將 OpenCV 切割出來的人臉影像轉為灰階值，透過灰階影像擷取 ART

特徵值，經過反覆的測詴發現，由於 OpenCV 切割出來的影像包含了人臉及背

景，所以 ART 特徵擷取的結果會被背景所影響，降低比對的成功率，之後觀察

ART 基底函數變化情形後，後來研究發現，ART 基底函數模型為圓型，在做特徵

擷取時，圓的周圍部分會擷取到背景的值，所以這邊要針對 ART 基底函數作改

良。由於人臉為橢圓形的，所以在做 ART 特徵擷取時只要針對橢圓的部分做擷取

就好了，人臉研究結果發現人臉的長短軸比例為 1.2 比 1，所以就以此比例對

ART 基底函數做改良。 

 

<圖 9> 人臉長寬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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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b )

 
<圖 10>  (a)原 ART 實部基底(m=11 , n=2)變化 (b) ART 基底變化改良後 

由於人臉影像在圖片中的位置不一，因此不同的位置，ART 特徵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在這邊，我們將影像中心座標上下左右平移高度及寬度的二十分之一倍，並

以新的中心座標用 ART 取得特徵，這樣的做法對於原本的中心座標及上下左右四

個座標合起來一共會取得五組特徵，在做特徵比對時就是以這些特徵進行比對。 

(三)人臉比對：這邊準備了 50 個明星，每個明星有 20 張人臉影像共 1000 張圖的

資料庫，並對每張人臉影像的特徵值與資料庫內特徵值做比對，找出 ART 特徵差

異最小的前 20 名，並從中計算檢索成功率： 

Star

NFindFrom )(
%100S 

，S 為檢索成功率，N 為取得的名次，FindFrom(N)為特

徵差異值最小的前 N 名中找到為同一個人的個數，Star 為該明星在 Database 內所

占的個數。 

由公式可之當 N 愈大，偵測到同一個明星的百分比就愈高，所以我們可以利

用此特性將 N 的值提高，當提高到一定的值後，S 就會收斂為 1，所以這邊可以

利用 S 會收斂的特性，收斂的愈快代表檢索系統愈精確，整體之統計結果如下圖<

圖 15>，未來將對 MPEG-7 之 ART 的特徵係數做進一步的分析，以提升人臉檢索

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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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一) 膚色區塊擷取人臉範圍及OpenCV擷取人臉 

本部份針對第四章(1)步驟進行人臉範圍擷取及對擷取範圍做旋轉並用OpenCV擷

取人臉。 

Part 1 原始影像 

 

<圖11>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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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臉部範圍擷取 

 

<圖12> 人臉範圍擷取 

 

Part 3 臉部範圍旋轉並對旋轉影像做OpenCV臉部偵測 



第 25 頁 

 

 

 

<圖13> OpenCV人臉偵測 

 

Part 4 人臉分類器選出擺最正著人臉 

 

 

( a ) 

  

( b ) 

<圖14>( a )待分類之人臉 ( b )人臉分類器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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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PEG-7之ART臉部特徵擷取及檢索結果 

本部份針對第四章(2)(3)步驟進行MPEG-7之ART臉部特徵檢索，這邊實驗了三種

結果(a)ART基底改良前(m＜12, n＜3) (b)ART基底橢圓改良後(m＜12, n＜3) 

(c)ART ART基底橢圓改良後(m＜12, n＜12)。 

檢索資料：  

(a)ART基底改良前(m＜12, n＜3)，資料庫特徵向量比對最接近的前十名(由左而

右)。 

 

 

(b)ART基底橢圓改良後(m＜12, n＜3)，資料庫特徵向量比對最接近的前十名(由左

而右)。 

 

 

(c)ART基底橢圓改良後(m＜12, n＜12)，資料庫特徵向量比對最接近的前十名(由

左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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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      前二十名 

平均檢索正確率：12.82% 
 

平均檢索正確率：16.68% 
 

王力宏 10.50% 劉真 10.25% 
 
王力宏 14.75% 劉真 13.25% 

 
王心凌 14.25% 唐林 18.50% 

 
王心凌 17% 唐林 23.25% 

 
王怡仁 41.75% 徐若瑄 13.25% 

 
王怡仁 63.50% 徐若瑄 17.50% 

 
王祖賢 13.25% 徐熙娣 10.50% 

 
王祖賢 16% 徐熙娣 12% 

 
古巨基 10.50% 徐懷鈺 10.25% 

 
古巨基 14% 徐懷鈺 12.25% 

 
白歆惠 20% 張信哲 13.50% 

 
白歆惠 24.50% 張信哲 19.50% 

田麗 9.50% 張柏芝 13.25% 
 
田麗 11% 張柏芝 19.75% 

伊能靜 23.75% 張曼玉 8.75% 
 
伊能靜 30.50% 張曼玉 11.75% 

趙薇 6.75% 張惠妹 8% 
 
趙薇 7.75% 張惠妹 9.25% 

艾薇兒 12.75% 張韶涵 9.25% 
 
艾薇兒 18.25% 張韶涵 12.75% 

 
宋新妮 14.75% 張學友 8.50% 

 
宋新妮 19.75% 張學友 9.75% 

 
李心潔 7.25% 梁詠琪 8.50% 

 
李心潔 8.25% 梁詠琪 10.50% 

 
李孝莉 6.50% 湯唯 18% 

 
李孝莉 7.25% 湯唯 25.25% 

李妍瑾 8.50% 舒淇 10.50% 
 
李妍瑾 11% 舒淇 13.25% 

 
李連杰 11% 隋棠 9.75% 

 
李連杰 14% 隋棠 12.75% 

 
卓文萱 18% 馮媛甄 14.25% 

 
卓文萱 24% 馮媛甄 16.50% 

 
周杰倫 20.75% 楊丞琳 12.25% 

 
周杰倫 29.75% 楊丞琳 15.75% 

 
周星馳 10% 賈靜雯 8% 

 
周星馳 12.50% 賈靜雯 10.75% 

 
周曉涵 11% 潘慧如 10.25% 

 
周曉涵 13.25% 潘慧如 13.25% 

 
林志玲 8.25% 蔡依林 6.50% 

 
林志玲 10% 蔡依林 7.75% 

林俊傑 15% 蔡淑臻 13% 
 
林俊傑 19.25% 蔡淑臻 14.75% 

 
林葦茹 9% 蕭亞軒 7.75% 

 
林葦茹 12.50% 蕭亞軒 10.50% 

 
金城武 13.50% 賴雅妍 24% 

 
金城武 16% 賴雅妍 31.75% 

 
侯佩岑 11.25% 濱崎步 14.25% 

 
侯佩岑 13.75% 濱崎步 17% 

 
相馬茜 21.25% 寶兒 10.75% 

 
相馬茜 29.50% 寶兒 15.25%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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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 
 

前二十名 

平均檢索正確率：12.65% 
 

平均檢索正確率：16.54% 

王力宏 9.75% 劉真 9.25% 
 
王力宏 11.50% 劉真 12.50% 

王心凌 11.75% 唐林 17.50% 
 
王心凌 16.50% 唐林 23.50% 

王怡仁 41.50% 徐若瑄 14.75% 
 
王怡仁 57.75% 徐若瑄 18% 

王祖賢 12.25% 徐熙娣 10.50% 
 
王祖賢 15.25% 徐熙娣 13% 

 
古巨基 11.75% 徐懷鈺 9% 

 
古巨基 14.25% 徐懷鈺 11.50% 

 
白歆惠 18.75% 張信哲 11.25% 

 
白歆惠 21.50% 張信哲 15.50% 

 
田麗 9.25% 張柏芝 14.50% 

 
田麗 11% 張柏芝 21.50% 

 
伊能靜 22.50% 張曼玉 10% 

 
伊能靜 31.50% 張曼玉 13.50% 

 
趙薇 7.25% 張惠妹 8% 

 
趙薇 9% 張惠妹 8.75% 

艾薇兒 13.25% 張韶涵 10% 
 
艾薇兒 19.25% 張韶涵 11.50% 

 
宋新妮 16.75% 張學友 10.25% 

 
宋新妮 22% 張學友 11.25% 

 
李心潔 7% 梁詠琪 9.50% 

 
李心潔 9% 梁詠琪 11.50% 

 
李孝莉 5.50% 湯唯 19% 

 
李孝莉 6% 湯唯 25.75% 

李妍瑾 8.50% 舒淇 10% 
 
李妍瑾 12% 舒淇 12.75% 

 
李連杰 11.25% 隋棠 11.50% 

 
李連杰 14.75% 隋棠 13% 

 
卓文萱 13.25% 馮媛甄 13% 

 
卓文萱 16% 馮媛甄 15.75% 

 
周杰倫 19.50% 楊丞琳 13.75% 

 
周杰倫 27.75% 楊丞琳 17.50% 

 
周星馳 9.75% 賈靜雯 8.50% 

 
周星馳 12.50% 賈靜雯 9% 

 
周曉涵 11.50% 潘慧如 10.75% 

 
周曉涵 15% 潘慧如 13.75% 

 
林志玲 8% 蔡依林 6.75% 

 
林志玲 9.75% 蔡依林 8.75% 

林俊傑 14% 蔡淑臻 13.25% 
 
林俊傑 17.50% 蔡淑臻 15.75% 

 
林葦茹 9% 蕭亞軒 8.25% 

 
林葦茹 11.50% 蕭亞軒 12% 

 
金城武 11.50% 賴雅妍 22.75% 

 
金城武 15.50% 賴雅妍 34.75% 

 
侯佩岑 10.75% 濱崎步 14% 

 
侯佩岑 14.50% 濱崎步 18.75% 

 
相馬茜 21% 寶兒 11% 

 
相馬茜 30% 寶兒 16% 

 
( b ) 

<圖15> (a)直接套ART(m＜12, n＜12) (b)ART人臉中心座標移動後(m＜12, n＜12)  

陸、評估與展望 

    本研究計畫目前研究結果，由於正確率還有待加強，未來將針對人臉做進一

步特徵的切割，將人臉分割為左眼、右眼、鼻子、嘴巴，分別對這些臉部特徵作

MPEG-7之ART 轉換，將擷取出來的特徵值與整張臉的特徵值，分類融合後再做

比對，期望能提高檢索系統的正確率。 

    未來此系統如果能應用到罪犯及失蹤人口搜尋系統上，將街道上拍攝到的影

像加以分析，配合臉部擷取技術將人臉分割出來，自動與資料庫內人臉做比對，

如果應用MPEG-7之ART轉換於人臉檢索這項研究能提升檢索的正確率，將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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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失蹤人口的家屬，甚至是醫療界有相當的貢獻。 

柒、結語 

    本研究計畫需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如減少前置作業的時間，增加檢索正

確率等等，這些問題希望能在之後的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人臉辨識廣泛運用到生活上，其運用的程度僅次於指紋辨識，但是要取得人

臉的影像比取得指紋要容易多了，人臉只要透過攝影機或相機就可以取得影像而

指紋就沒這麼簡單，所以在將來的身分辨識上，我認為臉部辨識的發展是非常值

得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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