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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oselets 的特定位置人物多姿势提取① 
王维兰, 刘秉瀚 

(福州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福州 350108) 

摘 要: 目前, 对于人物识别的研究依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结合多姿势来进行人物识别则是一个新

的课题, 因此准确提取多姿势样本是人物识别关键的一步. Poselets 算法可以检测出图像中的所有人物及其相应

的姿势, 但是无法对特定位置的人物进行定位.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poselets 的特定位置人物姿势提取的方

法: 首先根据特定位置人物头部标定框设置过滤模型, 通过过滤模型对图像中由 poselets 算法检出的人物框进行

筛选, 并对筛选结果进行排序, 然后结合排序得分利用二分图最大权值匹配算法对筛选结果进行匹配, 找到特定

位置的目标人物, 提取对应的姿势. 实验表明, 本文算法能有效精确的检测特定位置的人物, 并提取出相应的人

物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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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ose Extraction of Person in Specific Location Based on Poselets 

WANG Wei-Lan, LIU Bing-Han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udy on people recognition is still a quite challenging problem, and it is a new subject to 

combine with multi-pose for person recognition. Therefore, it is a significant step for people recognition to capture 

multi-pose samples accurately. Poselets can detect all the peopl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 in the image, but it 

cannot locate the people on a particular lo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of pose extraction which based 

on poselets for the specific location: First, we should set filtering model according to the head calibration form of the 

human in specific location, and then using the filtering model, we can screen the figure box detected by the poselets 

algorithm and sort the results of the screening. Then, we can find the target person of the specific location by combining 

the sorting score with the maximum weight bipartite graph matching algorithm. Finally, it is easy to extract the 

corresponding pos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can detect the person of the 

specific location effectively and extract the corresponding pose. 

Key words: poselets; specific location; filtering model; bipartite graph; multi-pose 

 

 

人物识别在一个缺乏明确的姿势特点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一些其他的线索, 包括人的侧脸, 手臂, 背

影等等方面特征来进行[1]. 因此, 对特定目标人物进

行检测, 分析对应人物的动作姿态, 并提取出多姿态

特征, 是人物识别的关键.  

目前, 目标检测依然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热

点, 由于不同目标的形状的不确定性, 应用场景的复 

 

 

杂性, 目标与目标之间以及目标与背景的相互遮挡都

使得其难度大大增加.  

现有的目标检测算法都是先对图像提取特征[2-5], 

再对目标进行检测. 文献[6]使用导向梯度(HOG)[7]的

直方图迭代进行快速人物检测, 但准确率不高; 文献

[8]利用导向梯度(HOG)提取特征, 采用SVM训练对人

物和车辆进行检测; 文献[9]采用二维 Gabor 小波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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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像进行特征提取, 再利用Adaboost算法训练特征, 

能够对人体目标进行检测; 文献[10]提出一种多尺度

方向特征描述子, 包含图像方块特征和 Gabor 小波变

换提取的特征, 分别用于级联 Adaboost 算法和 SVM

进行训练, 能够检测图像中相互遮挡的人体目标. 而

poselets 算法[11]是将人物姿势分别提取导向梯度(HOG)

特征, 每类姿势特征进行 SVM 训练, 结合训练好的所

有 SVM 分类器, 对人物目标进行检测, 并可以提取相

应人物的姿势.  

其他目标检测算法都只能够检测出人物目标的存

在 , 并不能对其相应目标人物的姿势进行提取 . 

Poselets算法不仅可以对人物目标进行检测, 还能够提

取出对应人物的姿势. 但是, poselets 算法是对图像中

所有目标人物进行检测, 无法对特定位置的人物进行

定位. 因此, 针对此问题, 本文在 poselets 算法的基础

上, 提出根据特定头部框位置初步筛选 poselets 算法

检测出的人物框并结合排序得分利用二分图最大权值

匹配算法[12]对人物框进行最佳匹配的方法, 精确定位

特定人物框, 提取其相应的姿势.  

 

1 Poselets算法 
  Poselets算法通过寻找姿势候选集, 对候选集提取

HOG 特征, 并对每个姿势候选集进行 SVM 分类器模

型训练, 总共训练了 156 个姿势分类器, 将其进行组

合得到最终的姿态检测器. 它能够对输入的图像进行

全面扫描, 得到整张图像的各部位姿势和检测出图像

中存在的所有人物框. 作为一个好的姿势特征, 这个

姿势无论是在二维空间或者是三维空间里面, 它都应

当是紧簇的[11]. Poselets 算法定义了在三维空间中样例

y 到样例 z 的距离: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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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j)代表样例 y 的第 j 个关键点的三维坐标 ,  

ωy(j)是权重项, 这里权值矩阵的分布是与高斯分布等

价的. θy,z(j)在这边是代表惩罚参数, 如果关键点 j 是可

见的或者是在样例 y 和样例 z 中都是不可见的, 那么

θy,z(j)=0, 否则, θy,z(j)=a, a>0. 对于要进行处理的图像

会从给定的人物注释中找出一个矩形窗口, 做一个滑

动窗口对于图片中的人物进行多尺度扫描, 并在基于

dy(z)的基础上用权重最小二乘法推导得出相似变换信

息从而得到最合适的匹配窗口, 找出最合适的姿势集

用于训练分类器. 为了提高检测的精确度, 用每个姿

势分类器去检测输入图像中的每个位置, 对于每个位

置姿势分类器都能够得出一个命中值得分, 结合所有

姿势分类器的命中值得分去确定人物对象的位置. 式

(2)即为目标对象 O 在 x 位置上的概率分值:  
( | ) ( )i i

i

P O x a xω∝            (2) 

ai(x)是一个姿势分类器对 x 位置上的得分值, ωi是

这个姿势分类器的权重值.  

 

2 基于poselets的特定位置人物多姿势提取 
Poselets 算法对每个检测到的人物框都有一个概

率分值, 而且还有相应每个人物的姿势. 但是, 它是

对图像中所有人物进行扫描, 无法检测特定位置的人

物姿势,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结合给定的特定位置的

的头部框信息, 提出了一种基于 poselets 的特定位置

人物多姿势提取方法: 首先, 利用 poselets 算法检测出

图像中的所有人物框; 其次, 利用给定的特定头部框

信息设定了一个过滤模型, 对 poselets 算法中检测出

的人物框进行初步筛选, 并建立一个得分准则对筛选

出的人物框进行排序; 最后, 融合排序得分和二分图

最大权值匹配算法[12]对筛选出的人物框进行最佳匹

配, 精确定位特定人物框, 提取其相应的姿势.  

2.1 poselets 算法检测人物框 

输入一张w*h的图像, w和 h分别为图像的宽度和

高度. 运行 poselets 姿势分类器对输入图像进行扫描, 

每个姿势分类器对输入图像的每个位置计算得分, 最

终结合所有姿势分类器的结果检测出图像中所有人物

框的位置. 设人物框表示为: O=(lx,ly,rx,ry), (lx,ly)为左

上角坐标, (rx,ry)为右上角坐标, 则通过 poselets 算法

可以检测出图像中所有的人物框.  

2.2 特定位置头部信息的人物框过滤模型 

设 给 定 需 要 寻 找 的 人 物 的 头 部 框 H 为 : 

H=(lu,lv,ru,rv), 这里(lu,lv)为左上角坐标, (ru,rv)为右

下角坐标.  

本文只考虑头部位置是在上方的情况(即不考虑

一些特殊姿势, 例如倒立, 侧躺等), 根据正常人体特

点, 头部框与人物框应具有如下关系: ①人物框包含

头部框; ②在水平轴方向上, 两个框的中心位置接近; 

③头部框位于人物框的上部. 因此, 针对头部框 H 和

人物框 O, 过滤模型应满足以下条件:  

条件 1: & & & & & &lx lu ru rx ly lv ru r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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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2: | | /( ) 1lx rx lu ru ru lu k+ − − − ≤  

条件 3: 2 & & 3
ly lv ry rv

k k
rv lv rv lv

− −≤ ≥
− −

 

由 poselets 算法检测出的目标人物框 O, 通过式

(3)过滤模型筛选, 作为疑似目标人物框进行进一步的

匹配.  

If (人物框 O 同时满足条件 1、2、3)  

then 保留 

else 删除                          (3) 

2.3 筛选结果排序 

在进行下一步匹配之前, 为了提高算法的运行效

率, 可以对筛选出来的人物框进行排序. 大部分人体

姿势其头部位置在 x 轴上的中心点值与其整体在 x 轴

上的中心点值应当是一致或者相距较近的, 而 k1 能够

代表二者的距离值, 因此本文采用通过 poselets 算法

对检测到的人物框的得分值以及 k1 对筛选出的人物

框按式(4)进行排序得分:   

2/))|(1)|(()|( HOkHOPHOS +=          (4) 

S(O|H)是人物框 O 总的得分值, P(O|H)是 poselets

算法中根据式(2)得到的人物框 O 的得分值, k1(O|H)是

人物框 O 对应于 H 的中心距离相对值. 这里, P(O|H)

和 k1(O|H)是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值.  

2.4 基于特定位置人物信息的二分图匹配 

由于大部分图像中都需要检测多个特定人物, 就

需要多对多进行匹配. 二分图最大权值匹配可以剔除

二分图中多余的点, 找到一个最佳匹配, 这个最佳匹配

中的任意两条边都不依附于同一个顶点, 且是权值最

大的边, 使得不同类的两个点集中的点能够一一对应. 

因此本文把特定人物头部框与由 poselets 检测出的人物

框的匹配问题转化为二分图最大权值匹配问题.  

2.4.1 二分图 

二分图是图论中的一种特殊模型. 设 G=(V,E)是

一个无向图, E 是每一条边(i,j)的集合, 如果顶点 V 可

以分为两个互不相交的子集(X,Y), 且(i,j)所关联的两

个顶点 i 和 j 分别属于这两个互不相交的子集, i 属于

X, j 属于 Y, 那么称图 G 为二分图.  

若给定一个二分图 G, 在 G 的子图 M 中, M 的边

集{E}中的任意两条边都不依附于同一个顶点, 则 M

是 G 的一个匹配. 而二分图的最大匹配就是包含边数

最多的一个匹配. 不包含权值的二分图最大匹配算法, 

最经典的就是匈牙利算法[12], 该算法由 Edmonds 于

1965 年提出. 如果边上带有权值, 求最大权值二分图

匹配的最常用算法则是 Kuhn-Munkres 算法[12]. 本文

则是参考二分图这一特殊模型, 将其应用到筛选出的

人物框, 与特定位置的人物进行匹配, 从筛选出的结果

中找出最佳匹配值, 得到对应特定位置的人物框信息.  

2.4.2 基于特定人物头部框的二分图最大权值匹配 

为了更好的进行相应的匹配, 本文将特定位置的

头部框 H 根据正常人体比例: 八头身, 除去头部宽度, 

左右肩宽分别为头部宽度的 0.8 倍. 按式(5)做一个估

算, 得到特定位置人物框 ' ( ', ', ', ')O lu lv ru rv= .  
' max(0, 0.8*( ))

'

' min( , 0.8*( ))

' min( , 7*( ))

lu lu ru lu

lv lv

ru w ru ru lu

rv h rv rv lv

= − −
 =
 = + −
 = + −

       (5) 

将筛选出的人物框集合 SO={O1,O2,…,On}与特定

头 部 位 置 估 算 出 的 特 定 位 置 人 物 框 集 合

}',...,','{' 21 mOOOSO = 进行匹配. 令 SO 和 SO’分别构成

加权二分图的2个点集, 若Oi和 'jO 人物框之间的面积

区域有重叠, 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相应的边(i,j), 其边

的权重值 ωij按式(6)设置.  

)|(
' 321 ji

j

ij

i

ij
ij HOS

ao

a

ao

a
λλλω ++=       (6) 

aij 为 Oi 和 'jO 重叠区域的面积, aoi 为 Oi 的面积, 

'jao 为 'jO 的面积, S(Oi|Hj)是由 2.3 方法计算出的人物

框 Oi对应 Hj的得分值. 将
i

ij

ao

a
和

'j

ij

ao

a
、S(Oi|Hj)这三个

因素通过层次分析法[13]计算得到对应三因素的特征向

量值作为 λ1、λ2 和 λ3 的值, 并且这三个因素的值都经

过归一化处理. 通过以上步骤建立好二分图, 从而将

原始匹配问题转化为二分图最大权匹配问题. 采用

KM 算法求解其最大权匹配, 得到特定人物框与筛选

后的人物框匹配的结果值. 如图 1 所示.  

O1'

O2'

O1

O2

O3

    SO’   SO

O1'

O2'

O1

O2

O3

 
图 1  二分图图匹配 

 

图 1 左侧为根据是否有边的存在以及权值而建立

的原始二分图, 右侧为通过二分图最大权匹配算法, 

即 KM 算法得到的最终匹配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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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的

样本来源是Lubomir Bourdev等人从FLICKR(一个公开

的相册专辑平台)上收集的图片, 其对图片上的部分人

物进行人的头部位置的标注(注意: 是头部位置并不是

脸部位置), 被称为 PIPA(People In Photo Albums)数据

库[1], 并使用样本中的图片进行结果展示.  

3.1 特定位置人物检测 

  以下图像中红色框为 poselets 算法检测出的人物

框, 黄色框为给定的特定人物的头部框.  

         

         

           

       
(a)poselets 算法     (b)过滤模型      (c)本文方法 

图 2  人物框提取效果图 

 

  如图 2(a)所示, 为 poselets 算法对输入图像的检测

结果, 它检测出了图像中的所有人物框. 而过滤模型

只是进行初次筛选, 其对于输入图像为单个人物时效

果较好, 但是若输入的图像包含多个人物时, 得到的

匹配结果就不够准确. 因此, 当不使用二分图进行下

一步精确匹配时, 检测结果就会出现错误, 特别是针

对人物较为密集以及人物之间相距较近的情况. 如图

2(b)所示为单独使用过滤模型且人物间距较近时的错

误检测结果. 图 2(b)中根据红色边界框对应的人物提

取的姿势发现其与黄色框中的人物不同, 因此, 对特

定位置人物的匹配错误. 

    当加入二分图最大权匹配算法后, 能够有效的提

高对特定位置人物定位的精准度, 特别是对于一张图

像中的多个人物相距较近的情况, 其效果是非常明显

的. 图 2(c)为过滤模型加上 2.3 和 2.4 方法之后的定位

准确的图示.  

3.2 特定位置人物姿势提取 

  在 poselets 算法中, 当输入一张图片, 会对整张图

片进行扫描, 得到无数个姿势组成一个集合, 并把属

于不同人物的姿势归类到相应人物中. 因此, 本文在

poselets 检测出的人物框中找出特定位置人物框后, 可

以直接利用 poselets 算法提取出分类于此特定人物对

象下的姿势. 图 3(a)左半部的红色框为人物框, 绿色

框为检测出的姿势框, 右半部为对应人物框提取的所

有姿势, 绿色区为绿色框对应的姿势, 其得分排名在

所有姿势中位于第四. 但是分类于此人物下的多个姿

势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况, 如图 3(b)图示, 检测出的绿

色框为肩部姿势, 而对应的绿色区域姿势为人物右侧

面. 因此, 需要对姿势进行筛选, 提取出人物的正确

姿势. Poselets 算法中对每个姿势都有一个得分值, 通

过多次实验可得, 优先姿势得分最高的前 15 位姿势作

为候选姿势, 若对应人物的姿势不足十五位者则入选

其对应的全部姿势.  

  
(a)正确姿势提取图       (b)错误姿势提取图 

图 3  人物姿势提取效果图 
   

  本文还对提取出的姿势进行了特征提取, 将提取

出的姿势特征进行了匹配, 如图 4 所示, 第一个为原

人物, 后五个为根据第一个特征得到的匹配图. 这些

姿势特征可以用于训练人物识别中各个姿势部位的

SVM 分类器, 扩大其应用面.  

 
           图 4  姿势特征图匹配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poselets 算法的特定位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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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姿势提取的方法. 结合给定的特定位置人物的头

部框, 通过过滤模型筛选 poselets 算法检测出的所有

人物框, 对其再进行排序, 提高算法性能, 然后使用

二分图最大权匹配算法进行精确匹配, 从多个人物框

中找出特定位置人物框. 最后, 提取出找到的特定位

置人物对应的前十五位的姿势. 在大量样本集上的实

验表明, 本文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提取出特定位置人物

的姿势, 并提高了算法的精确度. 本文对特定位置的

人物提取出的姿势可以应用于不仅仅只是针对脸部的

人物识别[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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