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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脸识别（或更广泛地说，人脸图像分析）是近年信息科学领域里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人脸识别技
术在社会发展与建设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方法是一类主流的方法。
本书结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图像工程研究室近年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对这类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介绍，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在编写方针上，本书从科研的角度出发，结合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本书既参考了许多有关文献，也结合了作者近年在该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有较系统全面的原理介绍
，还有结合科研工作和成果给出的一些实例；不仅选取了比较典型和成熟的技术方法，还注意吸取了
近年来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
在内容选取上，本书围绕基于子空间人脸识别的技术展开，覆盖了人脸检测／跟踪、特征提取和特征
降维以及匹配分类／识别等相关的方面，希望对正在进行和准备进行研究和应用的读者有所帮助。
另外，本书也可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从篇幅上看，本书包括10章正文和4个附录共56节，约30多万字，书中有插图74幅，表格17个，公
式509个。
在结构上看，本书可分为4部分。
第1部分（包含第1～4章）介绍人脸识别的预备内容（发展概述，人脸检测、跟踪、描述）；第2部分
（包含第5～8章）介绍人脸识别中的各种典型子空间方法（既有基本的线性方法，也有特殊的非线性
方法）；第3部分（包含第9、10章）介绍人脸识别的分类器设计和一些实验的结果；第4部分（包含4
个附录）介绍人脸识别的相关基础和扩展。
另外，书中列出了500多篇有代表性的参考文献，希望对读者进一步深入学习有关内容、了解技术细节
和开展科研工作有所帮助。
本书是多位作者分工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参加的人员包括（按姓氏拼音排列）：程正东、贾彗星、李乐、沈斌、谭华春、严严、章毓晋、朱云
峰。
在面对面充分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第1章由章毓晋执笔，第2章由贾彗星执笔，第3章由贾彗星和沈斌
执笔，第4章由朱云峰执笔，第5章由严严执笔，第6章由谭华春执笔，第7章由程正东执笔，第8章由李
乐执笔，第9章由沈斌执笔，第10章由严严执笔，附录A由谭华春执笔，附录B由严严和朱云峰执笔，
附录C由谭华春执笔，附录D由李乐执笔，全书由章毓晋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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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结合作者自身的相关研究工作，回顾该领域的发展过程，介绍基本的
原理和关键技术，总结已有的丰富成果，探索深入研究的方向。
全面系统地介绍人脸识别的主要概念、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国际上有关研究的新成
果和新动向。
全书可分为4部分：第1部分（包含第1～4章）介绍人脸识别的预备内容（发展概述，人脸检测、跟踪
、描述）；第2部分（包含第5～8章）介绍人脸识别的各种典型的子空间方法（既有基本的线性方法，
也有特殊的非线性方法）；第3部分（包含第9、10章）介绍人脸识别分类器设计和一些实验结果；第4
部分（包含4个附录）介绍人脸识别的相关基础和扩展。
考虑到人脸识别涉及的学科多、范围广，《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选取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技术方
法进行介绍，并结合科研成果给出形象的实例，以使该书既能较好地反映该领域的全貌，也有一定的
层次，方便读者学习和使用。
人脸识别是近年信息科学领域里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方法是一类主流的方法
。
　　《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可作为信号和信息处理、通信与电子系统、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
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专业课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信息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库管理、媒体制作和生产、远程教育和医疗、公安、遥感和军事侦察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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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绪论人脸识别（face recognition，FR）也称自动人脸识别（automated face recognition，AFR
），是一个近年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其相关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
本章对人脸识别，特别是人脸识别技术（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FRT），包括它的历史、发展、
研究、应用进行回顾和概述，对全书的覆盖范围、重点内容和安排顺序也给予概括的介绍。
1．1 人脸识别概，兄通过观察人脸来判定人的身份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同时这种能力也与
每个人的经验有关。
一般意义上的人脸识别指的就是这种能力，是人类观察、分析、判断等能力的综合。
近年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对人脸识别的工作也多借助图像技术来完成。
对利用图像技术的人脸识别有许多相近但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和描述，如：（1）给定场景的静止或视
频图像，利用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人脸来鉴别场景中的一个或多个人脸。
这里可利用一些间接信息，如人种、年龄、性别等来帮．助缩小搜索范围EChellappa19951①。
 （2）人脸识别属于一个更一般／通用的图像分类问题，它的特性限制了它的生成空间[Riaz 2004]。
（3）人脸识别的目的是从图像或视频中根据人的脸部外貌来验证人的身份ERomdha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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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结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图像工程研究室近年相关研究工作，对人脸识别
中的主流方法（基于子空间的方法）的原理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结合科研成果给出一些
形象的实例，期望对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学习有关内容、了解技术细节和开展科研工作有所帮助。
人脸识别是近年来信息科学领域里一个受人关注的热点，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特点：写作人员均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具体参与了相关研究工作。
从科研的角度出发，具有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和实时性。
选取内容覆盖了人脸检测、跟踪，特征提取和特征降维，以及匹配分类、识别等相关的方面，较好地
反映该领域的全貌。
组织结构有层次，读者借助《基于子空间的人脸识别》能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基本理论、实用技术、
应用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而投身到有关研究和应用工作中来。
既考虑了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者，又考虑了准备进行研究和应用的入门者，既可用于科研参考，又可作
为研究生专业课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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