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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A降维的多特征级联的行人检测 

甘 玲 邹宽中 刘 肖 

(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智能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65) 

摘 要 在行人检测中，针对梯度方向直方图(H0(3)冗余信息过 多、检测速度慢等不足，提出了运用 PCA降维的多 

特征级联的行人检测。首先利用PCA对 HOG特征进行降维，其次将 H0(3特征和 Gabor特征、颜色特征级联作为行 

人检测的特征，最后使用 SVM的径向基(RBF)核函数进行分类。在 INRIA行人库上的实验表明，该方法不但提 高了 

分类的速度，而且提 高了检测的准确率。 

关键词 行人检测，梯度方向直方图，径向基核函数(RBF) 

中图法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1896／j．issn．1002—137X．2016．6．061 

Pedestrian Detection Based on PCA Dimension Red uction of Multi-feature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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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edestrian detection，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HOG)has the defects of too much redundant infor— 

mation，low detection speed，this paper proposed features cascading pedestrian detection based on PCA dimensional re— 

ductiom Firstlv．we used PCA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H0(3 features，then took HOG  features，Gabor features and 

color features as the features of pedestrian detection．Finally we used SVM radia1 basis(RBF)kernel function to classi— 

fy．Experiments on INRIA pedestrian database show that this method not only increases the speed of classification，but 

als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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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人检测在智 能视频监控_1]、智能交通、车辆辅 助驾 

驶l_2。]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中 

重要的研究方向。行人的身材、穿着、光照强度的变化、人体 

站立姿势的不同、观察视角的不同、复杂的背景场景等都是行 

人检测问题的难点。如何快速、准确地从复杂的视频或者图 

像中找出行人，是研究的热点及难点。 

当前的行人检测的主要方法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基于形 

状模板匹配的方法lL53，但该方法设计模板比较复杂，需要人工 

标定 ，准确率比较低。基于形状模板匹配的方法又分为两类 ： 

整体模板的行人检测方法和局部模板的行人检测方法_4]。整 

体模板的行人检测方法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测，需 

要人工标定模板，边缘受背景的影响较大，检测率比较低；而 

局部模板的行人检测方法是把人体分为几部分，能够有效地 

处理遮挡，但检测速度比较慢。第二类是基于统计特征描述 

的方法_5]，此方法通过提取行人 的特征进行分类和定位[6]。 

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5年 Dalal等_6]提出的基于梯度方向直方 

图(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HOG)的特征描述行人 

的方法。在单一特 征的情况下，HOG 特征是最优秀的l7]， 

HOG +SVM 成为目前行人检测的经典方法 ]。 

将HOG 特征、Gabor特征、颜色特征进行级联作为行人 

的联合特征，对行人进行检测。首先，提取 HOG 特征 ，由于 

HOG 特征的维度较高，采用 PCA对 HOG 特征进行降维 ，其 

次提取 Gabor和颜色特征，最后联合以上 3种特征作为行人 

检测的特征描述子 ，利用 SVM进行分类检测。 

2 算法理论及特征提取 

2．1 HOG特征提取过程 

2．1．1 颜 色空间 归一化 

首先对输入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以减小光照对图像的 

影响。Gam；,Tta=1／2压缩公式： 

I(x， )一 I(x， ) 一  (1) 

2．1．2 计算梯度 

式(2)、式(3)中的 (Iz， )表示图像中( ， )处的水平方 

向的梯度值 ， (z， )表示图像中(z， )处的垂直方向的梯度 

值。 

G ( ，y)一H(x+1， )一H(z一1， ) (2) 

( ， )一H(x， 十1)一H(x，y--1) (3) 

式(4)、式(5)分别为 HOG 特征的梯度的幅值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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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 256页) 

在关联规则挖掘中，令 b位 minwise哈希函数中的 b为 
1 

÷，分别对比了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实验结果如图 10和 

1 

图 l1所示。从这两幅图中可以看出，当6一÷时，Odd算法 

在关联规则挖掘时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都高于 b位 minwise哈 

希函数。 

结束语 集合的相似性计算是数据库、机器学习和信息 

检索等研究领域的基础研究内容之一。为了提高数据摘要函 

数的准确性及基于相似性的应用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数据摘要奇偶性 的集合相似性近似算法。首先，应用 min- 

wise哈希函数得到两个变异集合；然后，用两个 位指示向 

量来表示变异集合中的元素在指示向量中出现的奇偶性 ，并 

基于这两个奇偶性向量来估计原集合问的 Jaccard相似性；最 

后，通过马尔科夫链和泊松分布两种模型对奇偶性数据摘要 

进行了推导 ，并证 明了这两种方法的等价性。Enron数据集 

上的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奇偶性数据摘要算法与传统的b 

位哈希函数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并且在重复文档检测和 

关联规则挖掘两种应用下具有更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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