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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的真实性,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改进Wav2Lip模型的文本音频驱动人

脸动画生成技术. 首先, 构建了一个中文唇音同步数据集, 使用该数据集来预训练唇部判别器, 使其判别中文唇音同

步人脸动画更加准确. 然后, 在Wav2Lip模型中, 引入文本特征, 提升唇音时间同步性从而提高人脸动画视频的真

实性. 本文模型综合提取到的文本信息、音频信息和说话人面部信息, 在预训练的唇部判别器和视频质量判别器的

监督下, 生成高真实感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 与 ATVGnet模型和Wav2Lip模型的对比实验表明, 本文模型生

成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提升了唇形和音频之间的同步性, 提高了人脸动画视频整体的真实感. 本文成果为当前

人脸动画生成需求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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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lip synchronized facial animation video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ext audio-driven facial animation gener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mproved Wav2Lip model. Firstly, a Chinese lip
synchronized dataset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used to pre-train the lip discriminator to make it more accurate in
discriminating Chinese lip synchronized facial animations. Then, in the Wav2Lip model, text features are introduced to
improve lip time synchroniza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facial animation videos. The model in this study
synthesizes the extracted text information, audio information, and speaker facial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s a highly
realistic lip synchronized facial animation video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pre-trained lip discriminator and video quality
discriminator.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with the ATVGnet model and Wav2Lip model show that the lip
synchronized facial animation video generated by the proposed model improves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lip shape
and audio and enhances the overall realism of the facial animation video. The paper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current
facial animation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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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动画技术旨在给定语音或文本生成一系列高

自然的人脸序列, 所生成的视频不仅需要保证视频帧

纹理的真实感, 又要保证视频帧之间的时间连续性[1].

其实现方法根据合成表情动画驱动源的不同分为 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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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类是以表演为驱动源的方法, 依靠面部捕捉技术,
对人脸的特征点定位, 实时采集位移、姿势运动等参

数, 分析参数并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对二维或者三维

虚拟人脸模型进行驱动, 从而生成人脸动画[2–4], 这类

方法依赖昂贵的动作捕获设备实现, 有一定局限性[5].
第 2 类以文本为驱动源的方法, 将文本信息直接映射

到虚拟角色的脸部, 或者依赖文本转语音技术达到文

本到语音的合成[6,7]. Kumar 等人在完成人脸动画生成

任务中添加一个文本到音频的合成器, 将文本作为输

入, 根据输入的文本来合成音频从而生成唇音同步的

语音动画视频[8]. 虽然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文本到视

频生成人脸动画的技术, 但本质上, 仍旧是音频驱动人

脸动画生成的过程[9]. 基于文本驱动的方法需要考虑注

入声调、韵律等其他信息来增加合成效果的自然度,
还需要去规定每个音素的持续时间, 效果不一定很理

想[10,11]. 第 3 类以音频为驱动源的方法, 通过大量的样

本训练建立音频信号与口型运动的映射模型, 模型可

以通过给定的音频, 合成相应的唇部运动, 实现语音信

号的可视化动画[12,13].
目前, 音频驱动的人脸动画技术是大多数研究人

员的焦点. 人对面部的细微变化敏感, 面部运动与语音

不一致, 会使用户产生违和感[14], 如何提高人脸动画技

术的真实性仍然是计算机动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15]. 
Chung 等人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完成音频到整张人脸

的音频动画生成任务, 给出了目标对象的静态图像和

音频片段, 并使用编解码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来实现面

部动画合成中的唇部同步[16]. 这种方法通过使用音频

信息来促进唇音同步唇部运动的生成, 这种做法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 但是, 卷积神经网络在合成图像任务的

表现上具有局限性, 通常需要另外的去模糊模块来提

高视频帧的分辨率[17].
与此同时, 学习视频帧之间的时间相关性至关重

要. 一些研究人员使用时间生成对抗网络学习视频帧

之间时间相关性的同时, 实现动画生成[18,19]. 通过使用

时间生成对抗网络, 经过训练的模型可以生成一系列

与时间相关的面部图像. 然而, 僵硬的嘴唇动作和不变

的人脸表情和姿势, 让这些图像看起来不真实. 这是由

于模型的输入是一段语音信号和一张人脸图像, 基于

循环神经网络的生成器没有办法根据这些生成符合人

脸图像的不同脸部表情, 眼部动作和头部运动姿势的

人脸动画. 为了解决此问题, Vougioukas等人在完成生

成人脸动画视频任务中添加了角色的眨眼动作[20], 但
仅依靠眨眼作为面部动作仍然不足以提高生成的人脸

动画的真实度[21]. Chung 等人提出了唇音同步判别网

络 Syncnet, 通过判断语音和人脸图像在某个共同参数

空间下的相似性, 计算音频特征与人脸图像特征的交

叉熵损失以反映唇音同步效果[21].
为了解决模型合成人脸动画中人物在说话过程中

面部运动不自然的问题[22], Prajwal 等人在借鉴 Chung
等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生成对抗

网络的 LipGan[23]及其改进模型 Wav2Lip[24]. Wav2Lip
接收一系列图像帧序列作为输入, 在保留原始帧序列

人物面部运动信息的同时, 通过音频特征引导唇部运

动的变化来生成人脸动画. 相比之前的模型, Wav2Lip
模型在产生自然的唇部运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5],
该模型能够生成具有自然头部运动、唇音同步效果良

好的真实人脸视频[26].
Wav2Lip模型是在英文真实人脸数据集上进行训

练得到的, 这就导致其在合成英文真实人脸视频时效

果不错. 但是, 当Wav2Lip模型应用到中文动画人脸视

频生成时, 其效果就不是那么的出众, 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3 个: 第一, 该数据集中

音频都为英文, 导致模型缺少对中文音频特征的学习.
第二, 动画人脸与真实人脸仍有着差异. 例如, 真实人

脸视频中人物有一个完整的唇部, 但是在动画人脸视

频中人物唇部可能会是经过夸张之后的形状. 第三, 在
真实的世界里, 文本和音频信号都与唇部运动有着紧

密的联系[11,27,28]. 而 Wav2Lip 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导致其模型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的真实性也有待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使用给定的任意文本和音频互为补充信

息, 来实现提升人脸动画视频真实性的任务.
现有方法[8,14–16]由于缺少中文人脸动画视频集和

多模态信息的互相补充, 无法获得真实感较强并且可

适用于动画人脸的唇音同步动画视频生成模型. 为了

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文首先构建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

画视频数据集, 使得模型可以学习到中文特征以及动

画人脸特征. 然后, 基于 Wav2Lip 模型, 本文提出一种

文本音频驱动人脸的动画生成技术, 通过该技术来增

加人脸动画视频的真实感.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 ① 构建了 3 000 条包含文本、

视频和音频的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数据集, 该
数据集中提供了中文真实人脸和中文动画人脸两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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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视频以及对应的音频和文本文件. ② 提出了一种

基于改进Wav2Lip模型的文本音频驱动人脸动画生成

方法, 融合多模态信息特征, 经过数千种身份和声音训

练, 完成面对真实人脸和动画人脸都可生成高真实感

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任务. ③ 通过对比实验表明,
改进模型生成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视频提升了视频唇

形和音频同步性和真实感. 本文公开了自建中文唇音

同步人脸动画数据集并提供了演示视频来展示改进模

型效果, 具体请参见论文资源网络链接 https://drive.
google.com/drive/folders/1hfFTGhYfiL5hxsd4tqTpWj0-
woft7Ypa?usp=sharing. 

1   Wav2lip模型

Wav2Lip模型可以同步任何音频和视频片段中角

色唇部动作[24]. 其原理是从音频中提取声音波形信息,
从视频中提取角色唇部运动信息, 利用生成对抗网络

来训练模型获取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 使得模型可以

生成一系列与输入音频匹配的唇部运动序列. 该模型

中有生成器和判别器两部分, 生成器根据输入的音频

信息, 将音频信息转化为一系列唇部动作序列, 而判别

器通过判断生成器生成的一系列唇部动作和真实视频

中唇部动作的相似度, 来评估生成器的性能. 通过重复

的迭代训练, 生成器可以逐渐优化唇部动作序列的生

成效果, 从而达到音视频同步效果.
Wav2Lip 模型在同步英文音频和视频上表现优

异[25,26], 给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借鉴. 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使用中文音频驱动人脸

动画时其同步性不理想, 同时模型生成人脸动画视频

的真实性也有待提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构建了一

个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画数据集并且在Wav2Lip 模型

的基础上, 引入了文本特征, 使得模型生成的人脸动画

视频真实感更强. 

2   数据集构建

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包括真实人脸和动画人脸两类.
真实人脸数据集来源于 Chinese mandarin lip reading
(CMLR) 数据集[29]. 该数据集中, 中文新闻联播视频包

含由 11 位主持人所表述的共 102 076 条句子. 每个句

子最多包含 29个汉字, 不包含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

和稀有标点. 本文所用数据集为该数据集中的一部分,
大约有 2 100条视频和对应的 2 100条文本.

同时, 区别于真实人脸, 为了使模型能够应用于动

画彩绘人物, 本文基于现有的各种动画视频, 构建了动

画人脸数据集. 在动画视频中选取人脸部分较为清晰

并且正面面对镜头的片段. 为了尽可能多的学习人脸

数据, 选取了 39 位动画角色所表述的共 900 条句子,
有 900 条视频和对应的 900 条文本. 每个句子最多包

含 35 个汉字, 不包含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稀有

标点.
对数据集中的视频进行进一步处理. 首先, 进行人

脸检测, 将视频中的每一帧都处理成仅包含人脸的视

频帧, 并且提取视频的音频. 数据处理之后会生成一个

和视频同名的文件夹, 文件夹中包括视频处理之后的

人脸图片和音频. 文本则存储在文本文件夹中. 数据处

理后, 中文真实人脸数据集如图 1所示, 中文动画人脸

数据集如图 2所示.
 
 

 
图 1    中文真实人脸数据集片段

 
 

 
图 2    中文动画人脸数据集片段

  

3   改进的网络结构设计

改进后模型的网络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中实线框

为模型改动部分. 为了使得模型能够学习到文本特征

和动画人脸特征, 本文构建了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画

数据集①. 首先, 使用本文构建的数据集对唇部判别器

⑥进行预训练, 该判别器将帮助人脸动画生成器生成

更准确的唇同步人脸动画视频. 然后将数据送入生成

器, 生成器分为编码器和解码器两部分. 编码器部分在

Wav2Lip模型已有的人脸编码器②和音频编码器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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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增加一个文本编码器④去获取文本特征, 取文

本特征向量和音频特征向量的均值作为融合特征向量,
融合特征向量与通过人脸编码器②得到的人脸特征向

量拼接, 拼接后的向量就是联合视听向量. 联合视听向

量作为人脸动画解码器⑤的输入, 通过⑤解码生成具

有唇音同步唇部运动口型的中文人脸动画视频. 最后,
使用视频质量判别器⑦减少视频人脸部分的伪影问题.
总体来说,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是在预训练的唇部判别

器和视频质量判别器的监督下, 训练人脸动画生成网

络, 用于唇音同步的中文人脸动画视频生成.
 
 

视频质量判别器⑦

拼接

中文唇音同步数据集①

说话人人脸

音频

家是温暖的港湾

文本

融合

生成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

6次跳跃连接

真实人脸动画

L1重建损失

判别器

预训练的唇部判别器⑥

Y=0

Y=1

二元交叉熵

损失

Sync loss

人脸编码器②

音频编码器③

文本编码器④

人脸动画解码器⑤

生成器

 
图 3    基于改进Wav2Lip的文本音频驱动人脸动画生成技术

  

3.1   唇部判别器

P

唇部判别器⑥[21]设计目的是增加人脸动画视频中

音频和人脸运动的同步性. 在整体模型进行训练之前,
先对唇部判别器进行预训练, 使得判别器可以准确检

测视频中音频和人脸运动是否同步. 唇部判别器不需

要像 LipGan[23]一样, 根据整体模型生成的视频帧进行

调整, 因为从真实视频中学习到音频和视频的对应特

征最为准确. 唇部判别器是在大型唇同步数据集[6,7]上

训练出来用于纠正唇同步错误的网络. 但是, 该大型唇

同步数据集中, 缺少中文数据和人脸动画数据. 为了完

成生成高真实感的中文人脸动画视频这一任务, 使用

本文构建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数据集去进一步调整唇

部判别器. 唇部判别器的输入由一个连续只包含下半

部分的人脸帧 Fv 和一个音频段 Fa 构成, Fv 和 Fa 分

别是视频和音频的时间步长. 唇部判别器在训练时, 通
过随机采样与人脸视频同步或者不同步的音频 Fa 来

区分音频和视频之间的同步. 在模型结构上, 使用跳跃

连接的方法来更好的拟合特征. 模型包含一个脸部编

码器和一个音频编码器, 两者都是由二维的卷积网络

构成. 网络使用余弦相似性与二进制交叉熵损失来计

算视频和语音嵌入之间的点积, 用来产生音频-视频对

同步的概率 .

Psync =
v · s

max(∥v∥2 · ∥s∥2, ϵ)
(1)

其中, v 代表视频向量, s 代表语音向量. 在本文构建的

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数据集上训练了大约 48 h, 每个

训练批的大小为 4, 在 Fv=5帧的情况下, 使用 Adam优

化器, 初始学习率为 1E–3. 

3.2   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

在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生成时, 使用了对抗

神经网络的结构, 有一个生成器和一个判别器. 

3.2.1    生成器

生成器 G 包含 4个模块: (1)人脸编码器②, (2)音
频编码器③, (3)文本编码器④, (4)人脸动画解码器⑤.
人脸编码器是由包含残余的卷积层构成的, 它的主要

工作是对人脸视频中随机获得的人脸参考帧 F 进行编

码. 人脸视频中获得的参考帧 F 需要和遮盖掉下半张

人脸的姿势帧在通道的维度上进行串联. 音频编码器

是一个标准的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工作是将对应的语

音段进行编码. 它的输入为 M×T×1大小的Mel-frequency
倒谱系数 (MFCC) 热图, 输出是大小为 h 的音频嵌入.
文本编码器也是包含残余的卷积层, 它的工作是将对

应的文本段进行编码. 使用Word2Vec[30]获得文本中的

文本特征并转化成为可以输入文本编码器的矢量表示,
通过Word2Vec获得的文本特征具有丰富的语义含义.
文本编码器的输入是 M×T×1大小的文本特征, 输出是

大小为 h 的音频嵌入. 将大小为 h 的文本编码器和大

小为 h 的音频编码器生成的特征向量, 通过取均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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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生成大小为 h 的融合特征向量. 在该步骤中由于

在模型原有的音频信息中增添了文本中的语义特征,
可以使得模型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真实感更强.
将融合特征向量与人脸嵌入连接起来, 产生大小为 2×h
的联合视听嵌入. 联合视听嵌入作为人脸动画解码器

的输入. 人脸动画解码器由包含残余的卷积层和上采

样的转置卷积构成. 损失函数使用 L1重建损失函数.

Lrecon =
1
N

N∑
i=1

∥∥∥Lg−LG
∥∥∥

1 (2)

其中, Lg 表示生成的视频帧, LG 表示真实的视频帧.
在训练期间 ,  由于唇部判别器⑥一次需要处理

5 个连续的视频帧, 所以生成器需要生成连续的 5 个

帧, 送入唇部判别器让其判断. 在生成器进行处理时,
将会沿着批处理的维度堆叠时间步长. 唇部判别器在

对生成器生成的视频进行判断时, 时间步长也会沿着

信道维度进行串联, 就和训练过程一样. 唇部判别器在

判别生成人脸的视频帧中的唇部的同时, 还对生成器

进行训练, 损失函数为:

Esync =
1
N

N∑
i=1

− log(Pi
sync) (3)

Pi
sync其中,  是根据式 (1) 得到的. 在生成器的训练过程

中, 唇部判别器的权重不进行调整. 唇部判别器提前从

视频中学到唇音同步特征将要求生成器生成更加准确

的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 

3.2.2    视频质量判别器

由于使用提前训练好的唇部判别器, 生成器在生

成人脸动画视频时, 为了获得更加同步的人脸动画视

频, 有时会导致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在唇部区域有模

糊或者伪影. 为了减轻这种情况的产生, 在训练生成器

的同时, 训练视频质量判别器⑦. 所以, 在整体模型里,
使用了两个判别器, 唇部判别器目的是提前学习唇音

同步的标准, 来要求生成器生成更加准确的唇音同步

的人脸动画视频. 视频质量判别器目的是减少生成人

脸动画视频中变形区域的模糊或者伪影.
视频质量判别器也是由一堆卷积块组成, 每个卷

积块是一个卷积层和其后的 LeakyReLU 激活函数组

成. 视频质量判别器的损失函数为:

Lgen = Ex∼Lg

[
log(1−D(x))

]
(4)

Ldisc = Ex∼LG

[
log(D(x))

]
+Lgen (5)

其中, Lg 表示来自生成器生成视频的图像, LG 表示来

自真实视频的图像, D(x) 表示判别器对样本 x 为真的

概率.
生成器将最小化式 (6), 其实就是重建损失 (式 (2)),

同步损失 (式 (3))和对抗损失 (式 (4))的加权求和.

Ltotal =
(
1− sw− sg

)
·Lrecon + sw ·Esync+ sg ·Lgen (6)

其中, sw 是同步惩罚权重, sg 是对抗性损失, 根据前人

的经验设置为 0.03和 0.07[20]. 在引入文本特征之后, 再
使用唇部判别器和视频质量判别器两个不互相影响的

判别器, 完成提高网络输出唇音同步视频的准确度和

真实感的任务.
在本文构建的中文唇音同步人脸动画数据集上训

练模型, 批次大小为 4. 在训练生成器和判别器时, 使
用 Adam优化器, 初始学习率为 1E–4.

使用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的过程, 来总

结网络的整体框架. 与 LipGan[19]模型相似, 本文提出

的网络结构会生成唇音同步视频的每一帧. 每一个时

间步长上的视频输入都是来自于相同时间里对应人脸

区域的裁剪, 与相同时间里遮盖掉下半张人脸的视频

相连接. 因此, 在生成视频里, 本文所提出网络不需要

去调整视频中人脸的运动姿势, 从而减少了生成的唇

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里伪影的存在. 根据视频相应

的音频和文本输入, 网络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的唇部

区域将发生变动.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评估模型训练的结果, 本文将通过客

观评测和人工评测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4.1   客观评测

为了评估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中唇音同步的效果.
我们使用预先训练的 SyncNet, 该网络在 SyncNet[19] 之
后是公开可用的. 该方法可以测试语音音频和嘴唇运

动之间的同步. 我们采用两个指标: 来自Wav2Lip的唇

同步误差距离 (lse-d) 和唇同步误差置信度 (lse-c)[24].
这两个指标使用 SyncNet模型来进行计算.

lse-d 是通过训练视频片段的语音特征和视频特

征, 计算其欧氏距离, 然后再由视频片段组成的原视频

中找到最小欧氏距离, 这个最小欧氏距离将作为人脸

口型与语音的偏差指标. lse-d 表示不同偏移值的音频

和视频特征之间的最小距离. 较低的 lse-d意味着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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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和视频更加同步.
lse-c是使用欧氏距离的最小值和中位数之差作为

人脸口型与语音的置信度分数. lse-c 表示音频和视频

以一定的时间偏移同步的置信度. 较低的 lse-c 意味着

视频的某些部分完全不同步, 其中音频和视频不相关.
使用 ATVGnet[31]、Wav2Lip和改进后的模型合成

人脸动画视频进行比较. 在训练时, 使用本文构建的中

文人脸视频数据集, 在他们公开的代码上进行训练. 在
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时, 提供相同的音频和

目标视频. 使用的 3 个模型都可以合成唇音同步的人

脸动画视频. 测试后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 相比

ATVGnet 模型, 改进后的 Wav2Lip 在 lse-d 指标上降

低了 1.393, 在 lse-c指标上提升了 1.383. 相比Wav2Lip
模型, 改进后的Wav2Lip在 lse-d指标上降低了 0.626,
在 lse-c 指标上, 提升了 0.153. 测试结果表明, 改进后

的Wav2Lip能够生成更好的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
 
 

表 1    测试结果
 

网络 lse-d↓ lse-c↑
ATVGnet 8.75 5.631
Wav2Lip 7.983 6.861

改进后的Wav2Lip 7.357 7.014
 

为了与其他模型进行更加公平的对比实验, 下载

50 个新闻发言视频和 150 个中文动画视频. 视频以

30 帧进行分割. 随机选择其中 30% 的视频用作验证,
70%的视频用作训练. 测试后的实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测试结果
 

网络 lse-d↓ lse-c↑
ATVGnet 8.126 6.172
Wav2Lip 7.653 6.912

改进后的Wav2Lip 7.091 7.861
  

4.2   人工评测

由于人类对于视频唇音同步特别的敏感, 故本次

实验还召集了 20 位母语为中文的志愿者对生成的唇

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进行评分评估, 以测量音频和

视频的同步.
在进行人工评测时, 测试集分为两种: 第 1种测试

集中, 我们通过网络生成的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频

中随机选择 30个视频和 30个真实的人脸动画视频进

行混合, 让志愿者判断哪个动画为真实的, 哪个动画为

合成的. 志愿者判断准确度求其平均值, 实验结果如

表 3所示. 其中, 人工识别准确度的值越小表示越难分

辨动画为合成或真实. 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于 ATVGnet
和 Wav2Lip 模型, 改进后的模型生成的唇音同步的人

脸动画视频, 志愿者更加无法准确地分辨出哪一个动

画是模型生成的动画.
 
 

表 3    测试结果 (%)
 

网络 人工识别准确度

ATVGnet 72.5
Wav2Lip 58.5

改进后的Wav2Lip 25.8
 

第 2种测试集包含使用 ATVGnet、Wav2Lip和改

进后的 Wav2Lip 生成的 60 个唇音同步的人脸动画视

频. 志愿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评测: ① 生成的视频相邻

帧之间是否能保证时间连贯性, 分数为 0–10 分. 0 分:
视频完全不连贯. 1–3 分表示视频容易跳帧. 4–6 分表

示视频有时跳帧. 7–9分表示基本不跳帧. 10分表示视

频完全不跳帧. 视频分数越高说明越连贯. ② 生成的视

频与相应音频时间同步的百分比, 分数为 0–10分. 0分:
音视频完全不同步, 声音和画面严重不同步. 1–3分: 音
视频同步较差, 画面和声音有明显的不同步现象, 影响

观看体验. 4–6分: 音视频同步一般, 有些场景下会出现

不同步现象, 但大部分情况下勉强可以接受. 7–9分: 音
视频同步较好, 画面和声音的同步性非常好, 基本不影

响观看体验. 10 分: 音视频完全同步, 画面和声音完全

同步, 观看体验极佳. 在评测过程中, 每位志愿者的播

放顺序都是随机的. 将志愿者打完的分值, 取其平均值,
测试结果如表 4. 实验结果表明, 改进后的模型在生成

视频的连贯性和视频与音频的同步性上, 效果更好.
 
 

表 4    测试结果
 

网络 时间连贯数值↑ 同步数值↑
ATVGnet 8.32 3.95
Wav2Lip 9.48 4.35

改进后的Wav2Lip 9.63 5.57
 

根据客观评测和人工评测结果, 本文所提出的方

法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唇音最为同步、效果最为真

实. ATVGnet 使用从音频中提取到的特征和从人脸视

频中某一帧获得的人脸特征, 去生成唇音同步的人脸

动画. 相比于这类只从视频的一帧去获取人脸特征的

方法,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更加自

然、真实. 而 Wav2Lip 没有考虑到文字和动画角色对

于生成唇音同步视频的影响. 相比于这类只考虑音频

特征和人脸特征的模型,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合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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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动画视频时, 同步性和真实性更加良好. 

4.3   人脸动画生成效果展示

本文方法能够生成高真实感的唇音同步人脸动画

视频. 同时, 可以不受动画中人物是真实人脸还是动画

人脸的限制. 图 4 通过截取原始视频、使用 ATVGnet
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使用Wav2Lip生成的人脸动画

视频和使用本文提出方法生成的人脸动画视频中连续

3 帧进行对比, 展示了本文提出方法的真实效果, 图片

下中文为生成视频帧中人物发音的中文. 具体演示效

果请参见论文资源网络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
drive/folders/1hfFTGhYfiL5hxsd4tqTpWj0-woft7Ypa?
usp=sharing.

 
 

“好” “姑”

“是” “八”

原始视频帧

改进后的Wav2Lip生成视频帧

Wav2Lip生成视频帧

原始视频帧

改进后的Wav2Lip生成视频帧

Wav2Lip生成视频帧

ATVGnet生成视频帧

ATVGnet生成视频帧

 
图 4    原始视频、ATVGnet生成视频、Wav2Lip生成视频和改进后Wav2Lip生成视频连续 3帧唇部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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