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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疫情防控的口罩佩戴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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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以及满足人口密集处疫情防控的需要，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深度迁移学习的人脸口罩佩戴检

测系统 ＭａｓｋＮｅｔ。 首先，以 ＶＧＧ１６ 网络为原型设计了人脸口罩检测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为解决样本不足问题，利用 Ｉｍａ⁃
ｇｅＮｅｔ 对 ＶＧＧ１６ 网络进行预训练，随后利用口罩数据集和迁移学习进行模型的微调优化。 在应用中，采用 ＯｐｅｎＣＶ 和 Ｄｌｉｂ 库

实现视频中人脸区域的实时检测，再利用训练好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模型进行口罩实时检测。 ＭａｓｋＮｅｔ 不仅可以实现图像中的人脸口

罩检测，也可以用在视频中出现的单个或多个人脸口罩佩戴的检测。 实验中，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 ９９．２％，可以应用在疫情

防控的场合，对未佩戴口罩人员进行提示，达到阻止病毒扩散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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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１９ 年末，新型冠状病毒［１］ 首次爆发。 研究表

明，新冠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以及较长的潜伏

期［２］，其传播途径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接触传播、血
液体液、粪口传播的方式［３］。 现如今，多个国家发

现了新冠肺炎变异病株，并且已有确诊病历，新型冠

状病毒的防疫越发严峻。
当前，国内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

了疫情的发展，抗击新冠已取得巨大成功［４］。 随着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常态

化，人们也开始外出、复工复学。 此时，疫情防控再

一次面临考验，佩戴口罩是有效抑制疫情反弹的重

要措施之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

智能化的方式实现人脸是否佩戴口罩的检测和预警

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如地铁、公交、高铁、学校、
医院等人流密集的进入场所，增加智能化的口罩识

别系统能大大提供检测效率，减少人工检测带来的

漏查错查等现象。 因此，本文针对疫情防控的需要，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设计与开发了一个人脸口罩佩戴

识别系统。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口罩识别也开展了一些研

究。 万子伦等人［５］ 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 Ｆａｓｔｅｒ Ｒ－
ＣＮＮ 的口罩佩戴检测算法，将传统的单一 ＲＰＮ 网

络模型改进使用多任务增强 ＲＰＮ 模型以提高检测

识别精度，其最终平均识别精准率可达 ９０．１８％。 但

在目标过多的情况下会出现卡帧现象。 刘国明等

人［６］利用 ＲｅｓＮｅｔ－３４ 深度神经网络，经适当预处理，



调整学习率大小和批数据量大小，网络在验证集上

准确率为 ９８．４１％，在测试集上准确率为 ９７． ２５％。
李国进等人［７］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ＤＣＮ － ＳＥＲｅｓ －
ＹＯＬＯｖ３ 的人脸佩戴口罩检测算法，算法的平均精

度值高达９５．３６％，比传统的 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提高了约

４．１个百分点，且检测速度提高了 １１．７ ｆｐｓ。 Ｃａｏ 等

人［８］基于 ＹＯＬＯｖ４ 系列，使用一种改进的 Ｍｏｓａｉｃ 数

据增强的方法，增强在夜间对于人脸口罩检测的辨

别能力。 Ｓｅｎ 等人［９］ 提出一种使用 ＰｙＴｏｒｃｈ 框架的

深度学习算法，从视频流中检测出任意类型的口罩和

不同形状的口罩。
总体来说，目前直接应用于人脸口罩佩戴的算

法较少，且存在识别精准度有待提高、识别速度有待

提升等问题。 同时由于真实环境下人脸口罩佩戴的

复杂性以及环境的不可控性，真实场景下的检测难

度也大大增加。 此外，由于数据量有限，现有的口罩

数据集未能覆盖所有的真实场景，造成模型拟合不

足，带来漏检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脸口罩佩戴的识别准确度，

应用在实时的视频监控检测中，本文基于卷积神经

网络和迁移学习技术设计了一个人脸口罩自动检测

系统，用于自动检测视频和图像中人脸佩戴口罩情

况。 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
（１）以 ＶＧＧ１６ 网络为原型，结合自定义的全连

接网络，提出了一个用于口罩检测的深度神经网络

模型，命名为 ＭａｓｋＮｅｔ。
（２）为解决样本量不足的问题，采用了模型迁

移学习技术。 首先利用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对 ＶＧＧ１６ 网络进

行预训练，随后利用口罩数据集进行模型的参数微

调优化。
（３）为了实现视频下的人脸口罩佩戴的实时检

测，利用 ＯｐｅｎＣＶ 和 Ｄｌｉｂ 库打开摄像头并动态采集

人脸，进一步捕获人脸所在区域后送入训练好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实现口罩检测。 提出模型的检测准确率可

以达到 ９９．２％，可以应用在对实时要求较高的场合。
（４）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不仅可以

检测单张图像或实时视频中人脸口罩佩戴情况，还
可以同时检测多人存在的口罩佩戴情况。

１　 理论基础

１．１　 ＶＧＧ１６
ＶＧＧ 是牛津大学的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团队提出，

可 以 说 ＶＧＧ 是 加 深 版 的 ＡｌｅｘＮｅｔ［１０］。 其 中，
ＶＧＧ１６［１１］将 ＡｌｅｘＮｅｔ 中的大尺寸卷积核全部更改成

小尺寸的 ３×３ 卷积核，利用多个连续小卷积核的堆

叠增大感受野。 ＶＧＧ 在保证感受野大小不受影响

的同时，通过多个非线性层［１２］可以增加网络深度来

保证学习更复杂的模式，并且产生的参数更少。
ＶＧＧ１６ 是常被用于迁移学习的网络，由于标准的

ＶＧＧ１６ 网络在整个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上已经进行了预训练，
因此在完成新任务的时候，只需要通过微调网络就

可以应用在新任务上。 本文采用了 ＶＧＧ１６ 网络的

迁移学习，达到快速模型训练和提取特征的目的。
ＶＧＧ１６ 网络模型的结构［１１］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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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ＶＧＧ１６ 模型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ＧＧ１６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１３］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即把为任

务 Ａ 开发的模型作为初始点，重新使用在为任务 Ｂ
开发模型的过程中。 迁移学习一词首次来源于教育

心理学，Ｐｒａｔｔ 最早在机器学习领域引用迁移，在
１９９３ 年研发了基于可区分性转移算法。 后经过一

系列发展，使得迁移学习在深度学习中越来越重要。
迁移学习［１４］是可以利用从其他任务中获取的知识

来帮助进行当前任务试验的一系列方法，利用此方

法，可以有效解决过拟合等问题，关键点就是找出新

问题和原问题两者之间有哪些相似性［１５］。 在小样

本数据的条件下，由于数据量不足，会导致训练

ＣＮＮ 模型时发生过拟合，无法获得理想识别结果。
迁移学习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比如用来解决标注

数据稀缺问题、误差分享、进行机器人训练等等。 目

前，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迁移学习的研究主要

还是集中在算法开发方面，基础理论研究还并不成

熟，因此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２　 系统设计和开发

２．１　 基于迁移学习和 ＶＧＧ１６的人脸口罩检测模型

原始的 ＶＧＧ１６ 网络模型包含了 １６ 个隐藏层，
分别为 １３ 个卷积层和 ３ 个全连接层，接着将最后一

５２２第 １１ 期 蔡雨晨， 等： 面向疫情防控的口罩佩戴检测系统



个输出张量输入到一个分类器网络中，由分类器处

理向量得到分类结果。 在处理二分类问题时，最后

一层采用的激活函数为 Ｓｏｆｔｍａｘ。 本文提出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模型将利用去除全连接层后的 ＶＧＧ１６ 网

络结构完成对口罩图像数据集的特征提取工作。 初

始权重直接采用 ＶＧＧ１６ 在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数据集上预训练

好的权重，预训练的 ＶＧＧ１６ 的结构和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去除全连接层的 ＶＧＧ１６ 模型结构

Ｔａｂ． １　 ＶＧＧ１６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层（类型） 输出层 参数

ｉｎｐｕｔ＿１ （Ｉｎｐｕｔ Ｌａｙｅｒ） ［（Ｎｏｎｅ， １５０，１５０，３）］ ０

ｂｌｏｃｋ１＿ｃｏｎｖ１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５０，１５０，１６４） １ ７９２

ｂｌｏｃｋ１＿ｃｏｎｖ２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５０，１５０，６４） ３６ ９２８

ｂｌｏｃｋ１＿ｐｏｏｌ （ＭａｘＰｏｏｌｉｎｇ２Ｄ） （Ｎｏｎｅ， ７５，７５，１２８） ０

ｂｏｌｃｋ２＿ｃｏｎｖ１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７５，７５，１２８） ７３ ８５６

ｂｌｏｃｋ２＿ｃｏｎｖ２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３７，３７，１２８） １４７ ５８４

ｂｌｏｃｋ２＿ｐｏｏｌ （ＭａｘＰｏｏｌｉｎｇ２Ｄ） （Ｎｏｎｅ， ３７，３７，１２８） ０

ｂｌｏｃｋ３＿ｃｏｎｖ１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３７，３７，２５６） ２９５ １６８

ｂｌｏｃｋ３＿ｃｏｎｖ２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３７，３７，２５６） ５９０ ０８０

ｂｌｏｃｋ３＿ｃｏｎｖ３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３７，３７，２５６） ５９０ ０８０

ｂｌｏｃｋ３＿ｐｏｏｌ （ＭａｘＰｏｏｌｉｎｇ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８，１８，２５６） ０

ｂｌｏｃｋ４＿ｃｏｎｖ１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８，１８，５１２） １ １８０ １６０

ｂｌｏｃｋ４＿ｃｏｎｖ２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８，１８，５１２） ２ ３５９ ８０８

ｂｌｏｃｋ４＿ｃｏｎｖ３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１８，１８，５１２） ２ ３５９ ８０８

ｂｌｏｃｋ４＿ｐｏｏｌ （ＭａｘＰｏｏｌｉｎｇ２Ｄ） （Ｎｏｎｅ， ９，９，５１２） ０

ｂｌｏｃｋ５＿ｃｏｎｖ１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９，９，５１２） ２ ３５９ ８０８

ｂｌｏｃｋ５＿ｃｏｎｖ２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９，９，５１２） ２ ３５９ ８０８

ｂｌｏｃｋ５＿ｃｏｎｖ３ （Ｃｏｎｖ２Ｄ） （Ｎｏｎｅ， ９，９，５１２） ２ ３５９ ８０８

ｂｌｏｃｋ５＿ｐｏｏｌ （ＭａｘＰｏｏｌｉｎｇ２Ｄ） （Ｎｏｎｅ， ４，４，５１２） ０

Ｔｏ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ｓ： １４ ７１４ ６８８

Ｔｒ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ｓ： １４ ７１４ ６８８

Ｎｏｎ － ｔｒ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ｓ： ０

　 　 本文提出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网络以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顺序模

型为基础，调用了去除全连接层的 ＶＧＧ１６ 网络的权

重参数进行迁移学习，只训练自定义的全连接层。
预训练的 ＶＧＧ１６ 的输出经过一个拉平层后，再通过

２ 个全连接层来处理后续的分类识别。 ＭａｓｋＮｅｔ 的
结构和参数见表 ２，模型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表 ２　 ＭａｓｋＮｅｔ 模型结构

Ｔａｂ． ２　 ＭａｓｋＮｅ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层（类型） 输出层 参数

ＶＧＧ１６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ｎｅ， ４，４，５１２） １４ ７１４ ６８８

ｆｌａｔｔｅｎ （Ｆｌａｔｔｅｎ） （Ｎｏｎｅ， ８ １９２） ０

ｄｅｎｓｅ （Ｄｅｎｓｅ） （Ｎｏｎｅ， ２５６） ２ ０９７ ４０８

ｄｅｎｓｅ＿１ （Ｄｅｎｓｅ） （Ｎｏｎｅ， １） ２５７

Ｔｏ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ｓ： １６ ８１２ ３５３

Ｔｒ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ｓ： １６ ８１２ ３５３

Ｎｏｎ － ｔｒ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ｓ：０

havemask
nomask

Fully-connected

VGG16

图 ２　 ＭａｓｋＮｅｔ 口罩检测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ｓｋＮｅｔ ｍａｓｋ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２　 人脸口罩佩戴检测系统

本文设计和开发的人脸口罩佩戴检测系统流程

如图 ３ 所示。 首先，将获得的数据集划分为正负样

本，通过本文提出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网络进行特征提取，训
练分类器。 然后，可以调用已训练完成的分类器对

图像以及视频中的人脸口罩佩戴情况进行检测分

类，最后输出分类结果。 系统经过模型判断后，给出

是否佩戴口罩的结果，分为 ２ 种情况。 如果检测出

没有佩戴口罩的，将会用红色的矩形框标记人脸区

域并显示提示字样；如果是检测出佩戴口罩，将会用

绿色的矩形框标记人脸区域并显示提示字样。

收集、预处
理数据集

打开文件管
理选择图像

捕捉每一帧
画面

打开摄像头

灰度处理

图像人脸
检测

是否
佩戴口罩 未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

分类结果

分类器

特征提取和
选择

训练数据

正样本 负样本

调用已训练
分类器

N

Y

图 ３　 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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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

３．１　 实验设置

３．１．１　 数据集

数据集来自 ＧｉｔＨｕｂ 官方网站上的公开数据集，
这是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武汉大学发布的一类开源的口

罩人脸识别数据集。 收集到的图像数据总共为

２ ０５５张，本次数据均采用的是 ５０∗５０∗３ 大小的彩

色图片。 部分图像数据如图 ４ 所示。

0.jpg 1.jpg 2.jpg 3.jpg 4.jpg 5.jpg 6.jpg

0.jpg 1.jpg 2.jpg 3.jpg 4.jpg 5.jpg 6.jpg

图 ４　 部分图像数据

Ｆｉｇ． ４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ａｔａ

３．１．２　 数据预处理

将下载的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

集三部分， 划分后会在目录中生成 ｔｒａｉｎ、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三个文件夹，同时这 ３ 个文件夹下面都会

创建名为 ｈａｖｅ＿ｍａｓｋ 与 ｎｏ＿ｍａｓｋ 文件夹。 这里的

ｈａｖｅ＿ｍａｓｋ 与 ｎｏ＿ｍａｓｋ 作为佩戴口罩和未佩戴口罩

的标签。 每个文件夹下包含相应佩戴口罩和未佩戴

口罩的图像数据，相应的数据量见表 ３。

表 ３　 数据集的划分

Ｔａｂ． 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类型 数量

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６００

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ｏ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６００

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４００

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４００

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８

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ｎｏｍａｓｋｉｍａｇｅｓ ４７

　 　 为了获取更多的训练数据，本文对原始数据进

行增 强 操 作， 主 要 利 用 了 Ｋｅｒａｓ 框 架 下 的

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类来实现数据增强的功能。 具

体过程分为 ２ 个部分。 首先，是图片生成器，主要是

生成各个批次的图片，以供生成器的形式给模型

训练；其次，就是要训练每一批次的图像，并适当进

行数据增强。 本文主要采用的数据增强操作见

表 ４。

表 ４　 数据增强方法

Ｔａｂ． ４　 Ｄａｔａ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数据增强方法 方法操作

翻转变化（ｆｌｉｐ） 对图像进行上下左右的翻转

平移变化（ｓｈｉｆｔ） 平移图像

尺度变化（ｓｃａｌｅ） 改变图像的尺度

旋转变化（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对图像进行旋转操作

反射变化（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对图像进行反射变化

噪声扰动（ｎｏｉｓｅ） 在图像中增加噪声

３．２　 开发环境

本系统的开发环境基于 Ｐｙｃｈａｒｍ 集成平台，采
用了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框架的 Ｋｅｒａｓ 模块来搭建网络结构，
Ｐｙｔｈｏｎ３．６ 为开发语言。 在进行视频流处理和实时

人脸区域标记时，采用了计算机视觉库、即 ＯｐｅｎＣＶ
和 Ｄｌｉｂ 库。 利用 ＯｐｅｎＣＶ 库开启摄像头，并捕捉每

一帧实时画面，再用 Ｄｌｉｂ 库中的正向人脸检测器进

行人脸检测，提取人脸外部矩形框。 接着利用

ＯｐｅｎｃＣＶ 库进行图像灰度处理，获取检测到的人脸

坐标，并调用训练后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网络对人脸口罩的

情况进行预测。
３．３　 实验结果

３．３．１　 照片中的口罩检测

本文提出的 ＭａｓｋＮｅｔ 可以检测单张图像中的口

罩佩戴情况，验证结果将使用数值与中文表示，其数

值以 ０．５ 作分界线。 如果数值结果大于 ０．５、则为未

佩戴口罩，反之数值小于 ０．５、则为戴口罩。 图 ５ 给

出了 ２ 张佩戴口罩和未佩戴口罩的图像的预测结

果。

选择文件

选择文件

预测结果
[[0.9973761]]

未戴口罩

预测结果
[[2.223441e-17]]

戴口罩

图 ５　 照片预测验证结果

Ｆｉｇ． 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３．３．２　 视频实时口罩检测

本文开发的人脸口罩佩戴检测系统主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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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所示。 点击主界面中的口罩识别按钮，进入视频

口罩检测界面，同时调用电脑摄像头进行视频的实

时采集。 将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中的人脸用候选框

标记出来，并调用 ＭａｓｋＮｅｔ 网络进行口罩检测。 被

检测的人脸是否佩戴口罩的结果将直接呈现在视频

监控画面中，使用不同颜色的候选框和提示文字来

加以表示。 未佩戴口罩将用红色候选框和 ＮｏＭａｓｋ
提示，佩戴口罩将用绿色候选框和 Ｍａｓｋ 提示，并显

示准确率的数值。 单人检测示例如图 ７ 所示。 多人

检测示例如图 ８ 所示。

图 ６　 系统界面

Ｆｉｇ． 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 没戴口罩　 　 　 　 　 　 　 　 （ｂ） 戴口罩

图 ７　 单人验证结果

Ｆｉｇ． ７　 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ｒｓ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结果 １　 　 　 　 　 　 　 　 （ｂ） 结果 ２
图 ８　 多人验证结果

Ｆｉｇ． ８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３．３　 模型精度

图 ９ 是本文提出模型在训练时的精确度曲线和

损失曲线。 由图 ９ 中曲线的趋势可以看出，本文提出

的模型总体上精确度呈现上升趋势，并在约 ５００ 次训

练后趋近收敛，由此证明本文提出模型的有效性。

0.9

0.8

0.7

0.6

0.5
0 100 200 300 400 500

Trainingacc
Validationacc

ac
c

迭代次数

（ａ） 精确度曲线

0.7

0.6

0.5

0.4

0.3

0 100 200 300 400 500

Trainingloss
Validationloss

迭代次数

lo
ss

（ｂ） 损失曲线

图 ９　 精确度曲线与损失曲线

Ｆｉｇ． 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ｃｕｒｖｅ

４　 结束语

阻断新冠疫情主要是阻断病毒的传播，而阻断

病毒传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佩戴口罩。 因此本文基

于迁移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展开对目标人脸图片

或视频口罩佩戴的有效检测研究。 研究中采用

ＶＧＧ１６ 模型， 利用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进行预训 练， 结 合

ＯｐｅｎＣＶ 和 Ｄｌｉｂ 库实现单个或多个人脸口罩佩戴检

测。 相较于其他的模型算法，ＭａｓｋＮｅｔ 的准确率达

到了 ９９．２％，同时可以检测多个目标。 在全球预防

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将其应用于公共场所，能准确做

到人脸口罩自动检测并可及时发出预警提示，对疫

情防控做出积极贡献，具有重大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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