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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情识别技术的电影效果反馈

于初允， 李　 闯

（吉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表情识别是人脸识别的重要分支，具有客观性和敏捷性的特点。 市场上关于电影的评价，多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来给

出评分，缺乏客观性，电影效果的反馈缺少数据支撑。 基于表情识别技术的电影效果反馈，可以为电影效果反馈提供客观数

据，保证其可靠性，实现了情绪向数据的转变。 利用 Ｄｌｉｂ 的特征提取器捕获人脸，利用 Ｄｌｉｂ 的特征预测器提取人脸的 ６８ 特征

点进行几何计算［１］ ，达到表情识别的效果。 通过实验，检测到实验者在观看电影时的自然表情、高兴、惊讶、生气和恐惧五种

表情。 本系统可以迅速、客观并且较为准确地分析电影观看者的表情，进行反馈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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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伴随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门禁、手机解锁和快捷

支付等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

便利，人脸识别逐渐走进了日常生活中。 而经济发

展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如看电影就已经

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之一。 但互联网上

关于影评褒贬不一，都是凭借人的主观意志对影片

进行评价，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效率降低，挑选合适

电影付出的时间代价大。 表情识别是人脸识别的重

要组成部分，技术日趋成熟且效率较高、跨平台性能

优异。 通过对观影者在观看电影过程中的表情识

别，与预期效果做出对比，达到对电影效果进行客观

反馈的目的。 通过多种实验验证，基于 Ｄｌｉｂ 的表情

识别技术可以对电影进行有效反馈。

１　 Ｄｌｉｂ 技术介绍

１．１　 ＲｅｓＮｅｔ
ＲｅｓＮｅ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即基于残差学

习思想的深度神经网络，将人脸数据的训练集与面部

特征数据进行对比，是 Ｄｌｉｂ 在人脸识别部分的核心［２］。
残差学习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将学习到的特征记

为 Ｈ（ｘ），由于残差学习相较于原始特征的学习更加

容易，由其学习到的残差为Ｆ（ｘ）＝ Ｈ（ｘ） － ｘ，通过不

断地进行Ｆ（ｘ） ＋ ｘ的学习，使系统具有更佳性能［３］。
　 　 ＲｅｓＮｅｔ 有 ２ 种结构：２ 层残差学习单元和 ３ 层

残差学习单元，如图 ２ 所示。 ２ 种结构分别对应

ＲｅｓＮｅｔ３４ 和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 １０１ ／ １５２，后者相较于前者显

著的优点是减少了参数量。 所以前者常用于层数更

少的网络，后者常用于更深的网络［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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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ｅｓＮｅｔ 的残差学习结构［３］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Ｎｅ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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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ｅｓＮｅｔ 的 ２ 种结构［３］

Ｆｉｇ． ２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Ｎｅｔ［３］

　 　 Ｄｌｉｂ 使用的是 ３４ 层的网络，ＲｅｓＮｅｔ３４ 的最后一

层是 ｆｃ １０００，为得到 １２８ 维向量，在 ｆｃ １０００ 后面加

Ｄｅｎｓｅ（１２８）。 通过获取人脸的 Ｄｅｎｓｅ （ １２８） 与原

Ｄｅｎｓｅ（１２８）的欧式距离，与阈值和相似程度的百分

比做比较，即可判断获得到的人脸图像信息。
１．２　 Ｄｌｉｂ６８ 特征点

本文采用 Ｄｌｉｂ 的 ６８ 特征点检测模型对人脸进

行检测，特征点位置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Ｄｌｉｂ 的 ６８ 特征点

Ｆｉｇ． ３　 ６８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Ｄｌｉｂ

　 　 此模型的训练流程为：首先，将训练图片和测试

图片放于同一文件目录下，为保证此模型识别准确

率的提升，应使训练集和测试集图片包含多种可能，
如不同光照、距离的图片，为扩大两集合，做镜像处

理。 其次，图像中的人脸尺寸可能存在过大差异，影
响结果输出，所以应设置适当扫描窗口。 使用 ＳＶＭ
训练器训练所提取特征［４］，可得到人脸检测模型。
最后，测试人脸检测模型，若达到预期标准，即可应

用。 训练过程如图 ４ 所示。

SVM训练器
训练模型

测试模型可行性

设置扫描窗口
提取人脸

Dlib人脸检测
模型

同目录的测试集
与训练集

图 ４　 Ｄｌｉｂ６８ 特征点的训练过程

Ｆｉｇ． 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ｌｉｂ６８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２　 具体实现

２．１　 系统框架

本文应用的表情识别框架如图 ５ 所示，模块应

用了人脸图像的特征点检测和简单的表情计算算

法，简单概括为：首先，为获取人脸图像使用人脸检

测技术，判断是否为人类面部；其次，为减少环境带

来的影响，对检测到的人脸图像进行预处理；再次，
对于面部的特征检测，需要用到人脸图像的特征点

检测技术；最后，通过特征点计算进行简单的表情识

别。 将表情识别的结果与目标电影片段的预期效果

进行对比，实现电影效果反馈。

与影片预期
结果对比

面部特征点
检测技术 表情判别

不输出结果

图片预处理

判断是否为人类面部
人脸检测技术

图 ５　 系统识别框架

Ｆｉｇ． ５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２　 实现步骤

论文中重点研究了通过利用 Ｄｌｉｂ 特征提取器

和特征预测器对人脸进行捕获和特征提取，以达到

简单的表情识别。 设计实现步骤具体如下：
（１）利用 ＯｐｅｎＣｖ 捕获图像［５］，并对每帧图像进

行灰度处理。
（２）利用 Ｄｌｉｂ 的特征提取器检测人脸，并计算

数量。
（３）若存在检测到的人脸数不为空，显示每个

人脸的 ６８ 特征点，并计算人脸识别框的长度。 使用

特征预测器获得 ６８ 点数据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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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通过步骤（３）获得有关嘴、眉毛和眼睛的坐

标数据，进行简单的表情计算。 需要获得的坐标有：
嘴中心、嘴左角和嘴右角；眉毛的 １０ 个特征点；２ 只

眼睛的眼角、眼尾、上眼睑中点及下眼睑中点。
（５）通过步骤（４）获得的坐标进行计算，判断表

情。 表情判别流程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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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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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面比＞0.05

结束

afraid amazing

happy angry nature

图 ６　 表情判别流程图

Ｆｉｇ． ６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３　 存在问题

综合前文提及的表情识别中基于面部几何的识

别方法［７］可知，利用检测获得的 ６８ 特征点，通过数

学计算，对人在恐惧、惊讶、高兴、愤怒和自然状态下

进行表情的识别。 进而可以通过获得的表情数据，与
预期观众的观影效果进行对比，达到电影效果反馈的

目的。 研究发现在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１）电影中呈现的内容复杂繁多，不同的人所

感受到的情绪不同，所展现的表情各异。 期望情绪

集的数量偏大，会导致不符合预期的表情也被计入

预期结果中，导致反馈不准确；数量偏小，则符合预

期的表情会有大部分不计入预期结果中，导致反馈

不准确。 所以期望情绪集的创建不具备便捷、准确

的优点。
（２）由于人的个体个性、身体发育等方面存在

差异，对于同种情绪的表现也有所不同，表现程度也

并不一样。 且存在调动的肌肉、组织变化细微，多数

呈现复合表情，约超过 ２１ 种。 本文探讨的表情识

别，需要在表情变化幅度较大时才能准确识别，缺少

微表情的识别。 且仅对嘴、眼睛和眉毛的部分变化

作为表情识别的依据，缺少准确性且识别模式单一，
并且仅能识别 ５ 种普通表情。
２．４　 实验步骤及结果分析

为验证上述系统是否能对观影人的表情及时、
准确地进行识别，对正在观影的人的表情进行简单

识别。 测试此系统的可行性，并将结果输出在屏幕

中。 对该过程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１）选择 ３ 类短片：喜剧、恐怖和悬疑。
（２）开启系统，调用 ｐｃ 摄像头捕获测试者面

部。
（３）记录输出在屏幕上的检测结果。
（４）测试非人类的面部。
（５）记录结果。 实验结果如图 ７ 所示。

　 　 研究可知，在喜剧时可以检测到实验者有较频

繁的 “ ｈａｐｐｙ” 表情， 悬疑时有 “ ａｍａｚｉｎｇ ” 表情和

“ａｎｇｒｙ”表情，恐怖时可以检测到实验者的“ ａｆｒａｉｄ”
表情和部分 “ ａｎｇｒｙ ” 表情， 大多时候人们都是

“ｎａｔｕｒｅ”表情。 基于 Ｄｌｉｂ 的表情识别技术可以较为

准确和迅速地识别观影者的表情变化，令数据更加

客观，说明将其应用于电影效果反馈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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