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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环境下人脸表情智能识别改进技术研究

谢文达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江门　５２９０９０）

摘要：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开发，对于如何提高人脸表情智能识别改进技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何提高人脸识别的准确度和完整

度是当前发展的主要需要，而计算机云计算功能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问题；通过改进细菌觅食算法，再将其应用

到主要成分分析算法对图像基本特征进行提取分析；通过以上的算法输入计算机网络云储存当中，实现云计算技术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

文章将通过对于算法部署函数的办法进行图片解析工作，并且利用智能人脸识别软件对图像进行抽丝、分类、匹配等工作进行功能状态

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云计算技术通过连接网络云计算系统可以对目前的人脸识别以及分类做到更高的准确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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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配合人脸识

别技术的应用，推出在云计算环境下，如何进行人脸表情实现

智能识别功能，并且进行改进是十分必要的［１］。而且在发展

中，云计算算法对于视觉发展尚有开发空间，这也为人脸识别

的发展和改进提供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对于人脸识别的工作主

要是先进行图像的基本特征提取和分析，接着将所得到的特征

数据进行求解程序解答，完成对于目标函数的分析和研究，通

过以上的大体操作来达到对于图像识别效果的完成和工作［２］。

在以往的人脸识别技术当中，只能对图像色彩单一和背景

色较为突出的情况实现，而如今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已经

不能满足现在图像中的人脸识别功能。为此通过利用细菌觅食

算法的相关成分的分析办法，对特征函数进行分解，做到目前

多种色彩环境下或者是３Ｄ图像模型中实现更将强大的图像识

别功能和人脸识别能力［３］。而这仅仅是人脸识别功能发展中一

个阶段性的进展，随着计算机云计算算法的不断应用各个领

域，在人脸识别技术当中也有所表现。利用新的算法不仅仅可

以满足图像色彩差的影响因素，还可以对于不同形态和状态下

的人脸进行识别，做到全方位全景别下识别，加强了目前的人

脸识别功能。而云计算算法尚处在开发和改进的过程当中，在

进行人脸识别的时候很难达到满意的稳定度，在精度上还有待

加强［４］。本文通过对目前云计算算法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研

究可以利用迹线追踪和 ＨＡＤＯＯＰ云计算平台对现今技术进行

改进。加强对于人脸周围轮廓和色彩的重新刻画和背景色复杂

或者是颜色较低的情况。最后利用细菌觅食算法进行优化，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Ｃｌｏｕｄ云计算数据库的支持下，完成对于人

脸图像的抠图、分类、匹配工作［５］。通过实验验证，这种方法

在于提高对于人脸表情智能识别度和准确度有很大的提高。

１　改进应用算法

在进行人脸识别技术功能中，主要的技术还是在于人脸图

像特征和提取部分。人脸图像中会存在很多的细节特征，而每

一个特征的准确提取和分析都是现今人脸识别技术所需要的要

求［６］。而在进行特征分析中也会发现，这些特征中都会存在一

定的规律和相似关联性，而由于人脸特征数量较多和关联性较

为密集，每一项都进行算法分析会使得产生巨大的数据量，导

致函数计算上出现失误和升维。而采用主要成分分析法可以将

人脸图像中的特征进行自动的分析和解算，使得进行函数计算

的特征数量有所减少，使得不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干扰。

１１　主要形成成分算法

在进行主要形成成分分析算法中有７个步骤。一下为步骤

的分步解读［７８］。

第一步，对数据进行采集，形成一个集合狓，而该集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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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为犘，样品集合为犡犻：

狓＝ （犡１，犡２，犡３，…，犡犘）
犜 （１）

犡犻 ＝ （犡１犻，犡２犻，…，犡狆犻）
犜犻＝１，２，３，…，狀 （２）

　　而面对样本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以进行标准化转变将通

过以下的公式，并且设犣为标准化阵：

犣犻犼 ＝
狓犻犼－狓犼
狊犼

犻＝１，２，３，…，狀 （３）

狊２犼 ＝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犼－狓犼）
２ （４）

狓犼 ＝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犼 （５）

　　第二步，分析在主要成分分析中所设的标准化矩阵的相关

矩阵系数值，并且利用以下公式来进行数值的计算和分析：

狉犻犼 ＝
１

狀－１
（∑犣犽犼·犣犽犼）犻，犼＝１，２，３，…，犘 （６）

犚＝狘狉犻犼狘狆狓犘 ＝
犣犜犣
狀－１

（７）

　　第三步，通过上述公式引出数值变量犚，接着引用一下公

式方程来进行数值的特征数据解释和算法：

狘犚－λ犐狆狘狆＝０ （８）

　　并且通过另一个公式来进行 ｍ值的确定，保证在上式中

出现的λ犼 可以得到准确的特征向量数值犫犼，而且做到单项对

应以求分析：

∑
犿

犼＝１
λ犼

∑
狆

犼＝１
λ犼
≥０．８ （９）

　　第四步，将以上公式得到的数据和分析的变量指标转化为

可以用于主要成分分析算法中的可以进行的数据变量。并且分

为将公式中的犝 分为从１到５进行编号分类，分成五个部分，

而将犝犘 设为主要成分。公式如下：

犝犻犼 ＝狕
犜
犻犫

０
犼犼＝１，２，３，…，犿 （１０）

　　第五步，将样本图像进行人脸图像处理，利用几何原理，

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图像中现实的像素看成像素点，以一点像

素作为基本单位，并且将每一点的像素单位储存在列向量数据

库中。

第六步，为做到对上述数据统计和分析，已作系统对于图

像特征的最后结果判断，将这些经过算法得出的统计数据转化

为函数表示的空间坐标。而利用一下公式原则来转变函数式：

犝 ∈犚
犖（犕－１）

狓犻，μ狓，犠犻∈犚
犖

狔犻∈犚
犕－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１

（１１）

　　坐标函数转化方式：

狔犻 ＝犝
犜（狓犻－μ狓）＝犝

犜狑犻 （１２）

　　第七步，最后利用以上数据和综合，统合到主要成分分析

算法当中，利用算法公式来对得到的人脸数据进行计算，得出

主要特征分析，以求得人脸识别［９］：

狑犻 ＝狓犻－μ狓 （１３）

犮＝
１

犕∑
犿

犻＝１

（犡犻－μ狓）（犡犻－μ狓）
犜 （１４）

μ狓＝
１

犕∑
犿

犻＝１

犡犻 （１５）

１２　细菌觅食算法对其优化

以上的主要成分形成算法为当前的人脸识别系统操作应用

到的基本算法，通过对其研究，本文提出利用细菌觅食算法在

这里的应用，以做到对其优化，实现人脸识别数据最优。首先

要利用细菌觅食算法对以上的公式进行解析工作，其中将利用

到公式：

犆犻 ＝犔犮犱
犖狊－犻

犖狊
（１６）

　　在进行细菌觅食算法中，每一次步长的增长数值都会小于

第一次增长的数值。而且第一次增长时所需要进行的步长需要

进行很大的数值输入，使得整个系统对其进行运算的速度加

快，为后期的分解和解析工作提供更为精确的数据和收敛速

度。而且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动态跟踪机制，使得细菌的增长速

度处于稳定的情况下，而且排列顺序始终是从小到大的规律进

行，不会出现乱序的现象。通过以上的操作可以加强细菌群落

的整体觅食现象和状态，加强图像各个点位的特征提取。而为

保证增长的稳定和细菌的合理化运作需要进行较为完善的菌落

繁殖变异，利用克隆复制以及发送的方式来实现。并且通过一

下的公式来进行算法。其中将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细菌群落设为

犡，而进行克隆繁殖的细菌群落设为犢，并且对适应度数值Ｆ

进行标准作业，使其在现行图像分解中更加适用。进行以下

公式：

犡（犻）＝∑
狊

犻＝１

犚狅狌狀犱
狓犛
犻

（１７）

犉＝
犉
ｍａｘ犉

（１８）

　　变异需要进行的公式，将克隆得来的细菌群落进行变异为

群落犣，变异公式如下：

犢（犻）＝犢（犻）＋βｒａｎｄｏｍｎ（犣） （１９）

式中，ｒａｎｄｏｍ是随机函数，而对于β这个产生于变异的概率

数值则需要进行以下公式来进行计算，并且得出在个体适应度

越高的情况下，变量β的出现概率则会大大加强：

β＝犲
－犉（狀－犻＋１） （２０）

　　在以往的细菌觅食算法中，都存在着一个概率，为迁移

率，而为了进行细菌的迁移工作，一般都是会将迁移率调整到

大于随机数数目的数值之上。而这种方式的解析和迁移也存在

着很难实现细菌适应性的提高和对算法的优化，甚至在有些情

况下，细菌无法工作完成对各个像素点的收集和解析［１０１２］。

而在本文的优化中实现了个体迁移率被驱散的概率达到０的成

就，而这样的数据现状可以将细菌在图像中搜索像素点的速度

加快和提高稳定性。为此，本着优化结构的摄像提出这种细菌

觅食算法的整体结构模型，将其制成图表以显示，如图１、

图２。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以上算法的分析和解释，设计出一种人脸表情

识别系统，通过对几组不同的人物图像在软件中进行实际操

作，观察识别情况和现象，求得最后应用的效果和完成度［１３］。

其中进行３种不同类型的实验，为面部普通识别，带有条件的

面部识别，人物图像匹配程度识别。

２１　面部普通识别实验

实验过程为将准备好的图像输入到计算机软件当中，设计

的系统会自动对图像中的像素点进行扫面，并将具有显著特征

的部分进行像素矩阵排列，运用以上的算法进行显著和重要特

征进行提取。效果图为图３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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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细菌觅食算法流程结构图

图２　细菌最优个体选拔流程 （辅助流程图）

图３　提取图像的基本特征进行像素点标示

通过像素的标示，可以看出有些像素点为背景特征，在进

行人脸识别过程中可以将这些出现的背景像素予以提出，以实

现抠图效果。而根据的是在云计算库中所储存的人物特征数

据，以此来进行自动的分辨。并且最后做出人脸识别工作［１４］。

其效果展示可以很好的将人脸从色彩繁杂的图像中识别出来，

其准确度极高。用图４来表示通过抠图处理后的图像和进行人

脸识别后的图像。

２２　带有条件的面部识别实验

实验流程依然选取以上的办法进行，但是在实验样本图像

选择上，依照本次实验的选取目的，带有性别分别的人物图像

样本。本次实验分析在进行３种图像识别实验，其根据条件

为，人像识别，性别识别中的男性和女性识别［１５１７］。而特征

汲取源地也为云计算数据库中所储存的男女性别特征。通过原

图４　提取图像基本特征的抠图和人脸识别显示

图、人像识别图、男性识别图、女性识别图进行样本实验结果

展示，从实验图像分析来看，设计出来的人像识别系统可以做

到对性别的最大优化分析，并且标注出来。实验样本图像为

图５。

图５　带有条件的图像识别程度显示图

２３　人像匹配程度实验

本次实验所选取的是张学友先生在不同的环境下和装扮下

的图片，根据系统中的储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样本图像

中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特征和数据库中的特征进行比对，发现具

有很明显的相似度。尽管在实验中没有输入此图片是张学友先

生，但是系统根据相似度的判定，根据数据内部储存的资料，

最后得出结论此图片为张学友先生。并且对各个图片的相似度

进行了数据表格的分析，制成表格表１。

图６　人脸匹配程度显示图

（下转第１６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