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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
析关键技术与验证系统”项目进展汇报会议记录 

时间：2018 年 1 月 30 日 9:00-18:00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南洋大酒店 

参加人员：特邀专家李波教授和薛向阳教授、首席科学家王亮教授、各课题负

责人及其学术骨干等 

会议内容： 
一、 课题一项目进展汇报（9:10-10:00 主持人：周杰） 
1. 鲁继文代表清华大学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在特征学习及相似度度量方面的进展。包括非监督、深
度二值特征的建模和学习，以及深度度量学习。目前已完成两年的任
务指标。未来规划继续研究面向透彻感知的多粒度信息交互理论和跨
粒度信息融合方法，以及多模态信息协同方法。在提问环节，专家进
一步强调了文章标注的规范性，希望相关工作能紧密围绕项目需求展
开。 

2. 英向华代表北京大学团队汇报项目进展 
汇报了在图像畸形矫正方面的研究进展，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畸

变参数进行预测能够有效的复原畸变图像。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与项目
结合不够紧密，需要在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专家提议要与其他
课题组多合作，扩展研究方向，加快研究进度。 

3. 赫然代表自动化所汇报项目研究进展 
主要汇报了在大范围复杂场景下特征学习的研究进展。成果包括：

复杂视角下人脸姿态矫正技术；复杂视角人脸的 3D 全视角图像恢复
技术；不同分辨率人脸数据的超像素图像生成；基于隐含正则化模型
的不同粒度数据的学习理论；不同粒度数据之间表达迁移学习方法。
目前存在的问题有，缺少大量带标注的跨粒度数据集，缺乏全局性分
析决策技术。未来就现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专家在提问环节就生成
数据在机器学习的实际效果提出疑问，希望团队能在相关问题上给出
更加严谨的研究方案。 

4. 舒祥波代表南京理工大学团队汇报项目进展 
汇报了团队在过去一年的研究进展，主要成果包括：针对多标签

问题的硬件友好的引导滤波方法及其在立体匹配和光流估计中的应
用；带有离群点图像去模糊方法；长短时共现网络的交互动作分析技
术。现有问题主要是目前研究内容仍主要集中在低层次视觉线索的建
模和表征，需要结合项目目标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提问环节，专家
认为目前研究方向还比较分散，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围绕项目需
求进一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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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泽剑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汇报研究进展 
代表团队汇报了团队在过去一年的研究进展，旨在探索大场景下

多层次特征学习方法，以及视觉目标的时空关联模型。主要成果包括：
高效的行人特征学习和检测方法；针对行人重识别提出显示多项式核
特征影射方法与范例指导的自适应相似性学习模型；利用时间多尺度
信息实现目标协同跟踪；构建了交通场景数据库并联合开发前视辅助
驾驶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大规模数据的获取和关键技术的大
数据验证。专家在提问环节就驾驶辅助系统要求做进一步介绍，认为
数据问题可以通过课题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共享。 

二、 课题二项目进展汇报（10:00-11:20 主持人：赖剑煌） 
1. 王威代表自动化所团队汇报课题进展 

主要汇报了团队在远距离步态识别和行为识别技术研究中的主要
进展，目前相关技术指标已完成任务，成果包括：提出融合侧向抑制
的反馈卷机网络，模拟自上而下任务驱动的视觉注意机制；提出紧致
二值神经网络，在目标识别任务上大幅提升速度和精度；基于选择式
多模态循环网络的视觉语义匹配技术；基于时空循环网络的视频行人
在识别技术。并公开了大型户外场景步态识别数据集和任务驱动的眼
动数据集。目前存在问题是如何寻找步态识别的应用场景。提问环节
专家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希望能在今后研究工作中找准步态识别技术
的落地应用，最大发挥研究工作的价值和优势。 

2. 王蕴红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队汇报进展 
汇报了在复杂场景下个体属性透彻感知的相关工作进展，主要包

括：基于语义保持的哈希高效行人再识别技术；基于深度特征映射池
化的跨视角步态识别方法；结合人体检测和语义分割的行人服饰属性
识别技术；基于多尺度对抗网络的人脸年龄估计。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如何将各关键技术进行有效整合，专家也就系统集成提出建议，认为
应当及早部署相关工作，突出亮点。 

3. 赖剑煌代表中山大学团队汇报工作进展 
主要汇报了团队在开放环境中行人重识别方面的研究进展。成果

包括：发展了非对称度量学习理论，提出基于非对称度量学习的跨视
域模式分类模型；着重解决行人重识别中角度、模态等变化以及低分
辨率问题。未来规划针对一般意义的行人重识别任务深入研究，进一
步提升识别精度和效率。专家指出，需要针对现有技术挖掘更具有实
际意义的应用场景，并在多个课题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交流合作。 

4. 何智翔代表海鑫科金公司汇报工作进展 
主要汇报了团队在人脸相关技术中的相关工作，详细介绍了当前

人脸识别技术算法当前的识别能力和水平，并介绍了在实际系统中的
部署情况，计划未来继续推进在多个城市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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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落地。专家在提问环节就人脸识别中的数据规模进行交流，认为数
据规模需要进一步进行扩充，以进一步提升识别精度，并考虑最新技
术的落地情况。 

5. 刘京代表中科虹霸汇报工作进展 
主要汇报了机遇虹膜识别的个体身份认证技术及其示范应用方面

的工作进展，具体包括：研发了适于移动终端的虹膜成像装置，建立
了层次化的虹膜图像特征表达和识别模型；搭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虹膜身份认证云服务平台，并于各互联网公司合作推进应用落地。未
来会在网络安全和标准协议的制定上进一步推进。提问环节，专家认
为要进一步提升虹膜识别的有效范围，并就其在手机上的应用成熟度
进行了讨论。 

三、 课题三项目进展汇报（11:20-12:00 主持人：杨小康） 
1. 杨小康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汇报年度进展 

汇报了其在群体流量、密度估计与群体行为理解等方面的进展。
核心成果包括：多层次、跨粒度深度递归群体行为识别技术；尺度自
适应人群密度估计神经网络。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人群密度图生成，
实现跨尺度、高精度的人群密度估计。提出基于相对注意力模型对交
互动作建模预测。未来，负责单位计划扩充已有数据标注规模，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提问环节专家指出，针对群体行为事
件分析任务，不同关注点下群体行为定义有待明确，从海量数据中找
出有价值应用案例的数据也相对困难。 

2. 赖剑煌代表中山大学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了集群行为态势感知与预测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成果

包括：建立了一个群体状态变化的数据库；研究集群行为态势感知与
预测问题关键技术；基于鉴别度量学习的跨视图聚类方法实现多视图
群体聚类。在跨摄像机群体行为分析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在
提问环节，报告人与专家评委共同探讨了数据库标注问题，包括标注
形式及标注方法；针对课题多个承担单位具有相同的数据需求，是否
能够共建、共享数据集。 

3. 王伟代表中科院汇报年度进展 
针对任务书中群体行为分析需求，负责单位构建了 CASIA 群体行

为数据集，并具有详细的轨迹标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基于轨迹段
相似性度量的群体行为分析方法，学习密集群体运动路径并检测异常；
基于双向注意力机制的群体属性预测方法，有效描述人群属性的时空
上下文关系；单目三维光照信息恢复、成像几何信息估计等技术。报
告人指出，在第一标注的论文成果方面还需加强；另外，子课题对跨
场景还未进行深入探索，这也是未来的主要工作方向。专家对群体异
常行为的定义提出疑问，报告人解释为有异于通常群体轨迹模式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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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轨迹模式，特定环境和任务下具体行为定义还不够完善。 
4. 李琦代表中科院汇报年度进展 

中科院定位为课题三群体视觉大数据的总集成单位，在多个实际
应用场景具有群体视频采集、存储、可视化的示范应用平台管理系统，
能够为其他单位提供数据支持与实际场景测试平台。该平台目前已具
有视频数据采集、储存、分析和报警等功能，包含人脸识别、步态识
别、车牌识别跟踪、火灾及烟雾报警等具体功能，并在陕西韩城、宁
波港、背景养老职院等地展开应用。该子课题还给出了机器学习、图
像检索等方向等多篇期刊论文、专利成果。目前该子课题具备较完善
的系统平台，还未与该课题其他单位进行相关对接工作。专家建议加
强子课题单位之间的沟通合作，至少达到演示系统的集成目标。另外
专家评委们探讨了视频中群体事件的定义，在搜集视频数据过程中需
注意特定事件的包含，以满足其他单位的研究需求。 

四、 课题四项目进展汇报（13:10-14:20 主持人：薛建儒） 
1. 薛建儒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在视觉对象的时空定位与搜索及复杂事件的演化分析方
面的进展，对于前者从 3 点出发做了一些研究：1.基于上下文关系约束
的目标定位与检索，2.基于时空动态分类技术的自动视频摘要，3.基于
科学表达与距离测度联合优化的学习方法。对于后者，从两个角度出
发：1.基于事件优化模型的中低层次事件的建模、学习、推理，2.基于
事件本体描述的高层次事件检测。在提问环节，专家认为在交通方面
应该对交通场景中，对异常事件，比如车辆、行人过斑马线出现的情
况做研究。并进一步构建大规模的交通场景数据。 

2. 冯建江代表清华大学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在场景视觉感知中的相机网络标定及多目标跟踪方面的

进展。这是一个偏向工程的子课题，技术指标较多。在前者，已经完
成了场景三维重构、固定相机位姿估计、PTZ 相机位姿估计的任务指
标，在后者，已经完成了小规模固定相机网络下的多目标跟踪。在提
问环节，专家对此系统具体的演示方式提出了疑问，汇报人指出在系
统还原的三维场景是静态的，根据相机网络给出的多路视频，可以将
视频中的运动主体嵌入到三维场景中去，实现场景的全方位观察，而
不是现在的监控屏幕墙方式。 

3. 林倞代表中山大学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在大范围场景视觉数据的语义分析方面的进展。工作规

划为 4 个方面：场景的多标签分类、场景的语义分割、场景的实例化
个体分割、场景的层次化语义解析。目前正在研究大范围场景的实现
和三维环境下的场景理解，在应用场景中落地。在提问环节，专家认
为现在的分割场景都比较简单，复杂的二维场景能做出什么效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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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表示像素级别的理解主要依托大数据，现在已有很多好的实现；
层次化的理解，类人认知的方式还在探讨中，落地还有困难。 

4. 张俊格代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在场景元素的时空演化分析与高层次事件检测方面的进

展。主要从场景元素分析和时空演化分析两方面推进工作。其中，场
景元素分析从个体、群益、场景三方面展开，时空演化分析从时空建
模、态势推演与认知两方面展开。在提问环节，专家指出从虚拟到现
实场景还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先从场景元素具体化出发，逐层分析，
简化现实场景。 

5. 王璐代表中科唯实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场景视觉大数据的透彻感知验证平台的研发及示范应用

方面的进展。主要分为 4 点：1.完成智慧城市和园区智能化安防解决方
案，特别是大范围场景下多相机协同的运动目标跟踪方案；2.在多地
采集数据，建成公安视频监控场景下的百万级行人特征数据库；3.在
多地搭建演示环境，推进项目落地，实现产值 800 万。在提问环节，
专家询问采集的数据能否提供给课题组内其他单位进行相关研究，汇
报人表示由于项目属保密，不能公开。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方案。

五、 课题五项目进展汇报（14:20-15:00 主持人：薛建儒） 
1. 陈晓棠代表自动化研究所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了需求分析、应用推广、移动平台建设、验证平台搭建
和数据库建立等方面的工作。在提问环节，专家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
验证工作的可视化展示，并且优化检索方法。并希望企业能引用其他
课题的成果。 

2. 赵刚代表佳都新太团队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了应用搭建，视频库联网，终端建设方面的工作进展。

在提问环节，专家就摄像头终端数目是否可以满足项目要求提出疑问，
希望切实满足项目百万终端建设的需求。 

3. 高燕代表中兴通讯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了 10 个城市的需求分析的工作进展。在提问环节，专家

就商业模式和信息分享方面提问，希望课题五内部可以消息共享以及
各个课题间的信息共享。 

4. 王列代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汇报年度进展 
主要汇报了百万级别的人员视觉信息数据库建设和应用场所示范

需求分析方面的工作进展，专家就研究所是否可以为其他课题单位的
算法验证提供平台进行提问，希望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能提供算
法检测的平台。 

六、 集中讨论及总结（15:30-17:50） 
在自由讨论阶段，两位责任专家首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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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薛向阳教授表示，根据大家的汇报，学术成果类型的任
务对大家都不是问题，后两年要认真对待学术成果之外的课题任务。
各个单位之间要紧密交流，公司从数据方面、科研单位从成果方面加
强合作，做出有更有内涵的工作来。同时，除了高水平论文，后期可
能添加各种报告、中文期刊等新要求，各单位要留意。 

特邀专家李波教授首先同意了薛向阳的观点，并做了一些补充：
各单位应当相互探讨、相互支持。每个课题最终要整合出一两个亮点
工作，不能是一堆子课题单位各自的技术点拼凑。 

接下来全场自由发言，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讨论氛围热
烈。大家主要就数据集和项目成果集成方式进行了讨论。认为项目需
要统筹相关关键技术，及早部署系统集成方面的工作安排，并一定要
突出重点和亮点。针对数据集，构建满足所有研究内容需求的大规模
数据集短期内并不现实，各课题组需要加强合作交流力度，实现各课
题数据集的协同和共享。各参与公司也表示会进一步加强和课题单位
的合作，尽早实现最新相关技术的落地和验证系统的构建。 

最后由首席科学家王亮教授总结发言，根据讨论的问题，给各单
位提出了四点要求：1.各单位实际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定位务必要严格
匹配。2. 加强数据的建设和贡献，这是历来大课题的通病，急需改进。
3. 课题内部要规范管理，加强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召开专题
讨论会。4. 系统集成和验证方面要尽早落实，每个验证都要梳理出一
些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