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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 many multimedia resources now．But it is difficult to look for any video thing among 

them．MPEG-4 is a major technique used for video coding．In the paper，some methods based on MPEG-4 coding start- 

dard for video retrival are introduced．The focus is on converting video data to textual data，then video retrival is con- 

verted to textual retriva1．XML technique is involved natu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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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今天．人类的科学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人们足不出 

户 ．就可在家里欣赏到声形并茂的视听内容。我们可以根据需 

要去选择视听材料 。拿电影来举例 ，如果我们知道所要查找的 

影片名字时 ，这很好办 ；但如果我们仅凭童年的记忆依稀记得 

某个场景的一个细节，这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当人们可 

以哼着旋律找到心目中的歌 曲时 ，视频检索就成了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视频检索涉及的多媒体文件格式 ，目前最有发展 

前景 的莫过 于基于 MPEG一4标 准 的了．所 以本文就基 于 

MPEG一4的视频检索技术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活动图像专家组 MPEG(Moving Picture Ex- 

perts Group)从 1992年起逐步 定义了 MPEG一1，MPEG一2． 

MPEG．4视频音频编码标准。MPEG·4的高压缩率和高的图 

像还原质量使得其应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MPEG一4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多媒体数据格式，能被多 

媒体传输 、存储、检索等应用领域普遍采纳。MPEG一4引入的 

关键概念 AV(Audio／Visua1)对象，是 MPEG一4为支持基于 

内容编码而提出的。在 MPEG一4中所见的视频 ／音频已不再 

是过去 MPEG一1，MPEG·2中图像帧或者帧频的概念．而是一 

个个视听场景(AV场景)．这些不同的 AV场景由不同的 AV 

对象组成。AV对象是听觉、视觉，或者视听内容的表示单元。 

其中最基本的单元是原始 AV对象．它可以是自然的或合成 

的声音、图像。原始 AV对象又可以进一步组成复合 AV对 

象。整个 MPEG一4就是围绕如何高效编码 AV对象 ．如何有 

效组织、传输 AV对象而编制的。因此，AV对象的编码是 

MPEG一4的核心编码技术。MPEG一4中基于对象的思想．给 

基于内容的检索开拓了新的思路。 

通常意义上说的 MPEG一4文件格式实际上指的是 Divx。 

Divx4文件格式使用 MPEG一4的视频压缩和 rap3的音频压 

缩标准。新近推出的Divx5使用一些新的技术 ，支持 MPEG一4 

视频标 准的 SVP(Simple Visual Profile)和 ASP(Advanced 

Simple Profile)。鉴于 MPEG一4的应用发展和视频检索技术 

的需求，基于 MPEG一4标准的视频检索技 术是有应用价值 

的。我们的目标在于将视频信息以文本的方式表现。实际上本 

文不涉及具体的文本检索技术及图像识别技术．我们的重点 

在于根据 MPEG一4的特点将其转化为文本信息。 

2 基于 MPEG一4的视频检索方法 

这里，依照视频检索依赖技术可分为 3类 ：基于 MPEG一4 

本身；基于 XML技术；两者结合 (XMT)。 

2．1 基于 MPEG一4本身 ：使用 OCI(Object Context In— 

formation) 

(1)背景 MPEG一4把多媒体内容看作是一组 AV(音频 

视频)对象。一般说来，MPEG一4中所有的信息都 以流的形式 

传播。MPEG一4用基本流作为传输的基本单位．用对象描述符 

来刻画，可以包括场景描述、AV对象数据．甚至对象描述符 

自己，完全或部分包含单个音频或视频对象的编码表示、场景 

描述或控制信息的数据。在流上附加有用的元信息是非常方 

便的。流描述本身也是以基本流的形式传输。这种分离促进了 

MPEG一4内容的编辑和总体操作 。 

(2)可用 于检 索的 OCI部分 对象 内容信 息 OCI是 

MPEG一4中定义的附加的辅助信息。可以把附加的辅助信息 

关联到一个对象描述符上 ，以文本的形式描述这些流传输的 

内容。分层的结构化的描述符集组成了对象描述结构的主要 

部分。对象描述符(oD)是最高层次的描述符，我们首先介绍 

描述符 自己的语义 ，然后进一步讨论它们以流方式传输的隐 

含内容。 

对象 描述 符 一 个 对 象描 述 符可 以聚集 一 组连 接 

MPEG一4场景的描述内容。我们所关注的 OCI属于附加的描 

*)本文得到国家八六三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编号 2001AAI13050)资助．许 平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布式计算、网络多媒体．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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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符。对象描述符除了包括基本流描述符之外．还可以有一些 

与基本流相关的辅助流。主要包括三种辅助信息：首先，可以 

通过 OCI(Object Content Information)传输 AV对象内容的 

语义信息，然后可以附加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信息，最后可以 

用时钟参考流来传输时间基信息。其他的信息还可以包括 

QoS描述。由标准化组织对描述符的 自定义进行规范，我们 

可以在 AV对象加入任意的辅助描述符来传送用户所需的信 

息。这里的OCI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焦点，可帮助我们进行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 

(3)对 象内容信 息(Object content information，OCI) 以 

上我们 已知OCI属于附加的描述符 ，主要包括一组 OCI描述 

符 ．表达由基本流构成的 AV对象的一组特征 ，同时和某一个 

特定的对象描述符相关 。在这里可以使用带关键字的描述符 ． 

描述 内容的文本信息、语言和内容码率信息，以及内容项的 日 

期和名字及对象内容信息的作者。 

可以在对象描述符中直接包括这些描述符来指出静态的 

OCI属性。如果 OCI在与对象描述符相关的媒体流的生命周 

期之外改变的话，那么可以将 OCI流关联到对象描述符上。 

在 OCI上标明开始和持续时间，成为 OCI事件 ，同样用流的 

形式传输 ．称为 OCI流。这意味着一个 MPEG一4的表示可以 

进一步从语义上分解为表示的实际内容。OCI流和 OCI描述 

符一样 ，可以被关联到音频 、视频和场景描述流上。所关联的 

对象将影响到它们的表示范围 一旦被关联到对象描述符上， 

比如说音频、视频流，OCI显然只能描述对应的流。当关联到 

场景描述流上，OCI描述的任何事物，反过来又被场景描述所 

描述。在这种情况下，0C1流可以非常有用 ，通过一个场景描 

述传输语义上有意义的 AV事件0]。 

(4)在 MPEG一4标准中提出的 0CI，对相应的 AV给予 

内容描述 ，这为我们对视频进行基于内容的描述提供了很好 

的切入点 利用 OCI对场景描述中的 AV对象进行描述，利 

用 OCI流关联到场景描述流中，这就建立了 AV对象的文本 

描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技术，就是 OCI流的编解码。我们可 

以对现有的编／解码器进行改造。在解码时分离出OCI，并且 

根据其对应流找到相应的视频 内容。这样，利用 OCI流，基于 

内容的视频检索转化为 OCI流中携带的文本的检索。这种策 

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极大地降低了检索的数据 

量 ，简化了检索，提高了检索的效率。 

2．2 基于 XML的表示方法 

(1)XML(可扩展标记语言)简述 XML可扩展标记语 

言是 Web数据使用的通用语言，具有结构化、规范性，可扩展 

性及简洁的特点。XML能让开发人员将来 自各种应用程序 

的结构化数据传送给桌面，以在本地计算和表示。并且，XML 

允许为特定应用程序创建独特的数据格式 。由于 XML的这 

些特性 ．它很适合用来精确地描述 MPEG-4位流的语法和语 

义 ，并且很容易被转换成程序。 

(2)将 MPEG一4用 XML语言表示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 

XML的描述可以支持被描述内容和结构的随机访问。XML 

标签的属性可以传输值。因此，传统的二进制格式中的时空依 

赖性在基于 XML的表示中被打破 ，可以自定义 MPEG一4的 

XML格式 的表示 。 

XML作为一种标记语言，标记集的定义决定 了最终的 

MPEG一4的表示．并且可以将所有的 XML的标签组织成一 

个树结构。MPEG一4的可视内容有其内容组织的基本树型结 

构 。一般说来 ，一个可视的对象由几个视频对象层组成，每个 

视频层包括一些宏块 ，且每个宏块又分 为几小块 (比如说在 

4：2：0格式中 6块)。这个树结构 自然被映射成 XML表示的 

XML标签．每个MPEG一4视频格式对应于 XML树的一个节 

点． 

我们可以把 MPEG一4视频格式的所有部分映射成 XML 

标签．这些 XML标签指出了目标视频的结构化信息，其属性 

值 则记录了关于视频内容的重要的描述信息．在这里要将 

MPEG一4的视频内容都用 XML的结构化形式记录下来．面 

临的关键问题是标签集的定义。所幸的是，MPEG-4中基于对 

象的特点以及基本流的管理方式，都给我们定义标签集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相关的实验 。 

2．5 可扩展的MPEG一4文本格式(XMT) 

上面我们分别介绍了着眼于 MPEG一4本身的方法和基 

于 XML的方法，这里我们还可以利用可扩展的 MPEG-4文 

本格式(XMT)。XMT是使用文本语法表示 MPEG-4场景描 

述的结构 ，允许内容的提供者交换其内容 ，并且增强了 W3D 

组织开发的 X3D和同步多媒体综合语言 (SMIL)的互操作能 

力 。 

MPEG一4文本格式(XMT)的结构包括两层文本格式 ： 

XMT—A和 XMT—Q 。XMT—A是 MPEG一4二进 制表 示的 

XML镜像 ，提供了一对一的确定映射，并可以与 X3D互操 

作。XML—Q是基于 W3C SMIL的 MPEG一4的特征的高层抽 

象．是一种基于 XML的语言 ，允许用户描述时间行为、多媒 

体表示的层次以及授权者的动态交互式多媒体表示。XMT— 

A提供了在 VRML和 MPEG一4之间的互操作，XMT-~提供 

了 SMIL和 MPEG一4之间的互操作0]。 

XMT主要适用范围是场景描述。我们知道 ．在 MPEG-4 

中，场景是个重要的内容单元。当对视频进行基于内容的检索 

时 ，如果仅仅停留在场景的层次上进行，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XMT提供的文本信息进行。但是使用 XMT不能像 XML那 

样 自定义需要的标签集，只能使用已有的标准。并且 ，XMT 

定义的初衷在于为授权者提供维持意图的文本格式 ，所以我 

们推荐使用前面的方法。 

5 实验分析 

5．1 基于 XML的检索方法 

如上所提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标签集的定义。我 

们现在的问题是 ，究竟要 多少 XML标签才能完全描述一段 

MPEG一4的视频剪辑。 

我们先考察一下 Xiaoming Sun等的实验，他们的工作重 

点是基于 XML的 MPEG一4的视频表示、传输和恢复。 

(1)标签集 在他们的实验中使用这样一个完全的集合 

来表示 MPEG-4内容信息．在他们定义的完全集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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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标 签 中有 3个 属 性 都 是 需 要 的 (“pos”，“bits”和 
“

va|ue”)。pos指出了视频位流的位置 ，bits表明在视频位流 

中元素所占的位效 va|ue是这个元索的实际值 ．可以是原始 

的二进制值．也可以是经过转换之后的值。MPEG一4视频结构 

如下 ： 

XML文档反映这样的层次结构比较简单。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MPEG一4的VO对象为基于内容的检索提供了很好的 

机制 。 

(z)索引 在 Xiaoming Sun等的实验 中提供了索引机 

制。XML描述提供了树型结构。XML文档被解析后 ．这个 

XML树就在内存中建立起来了。XML树中的任何一个元素 

可以用命名匹配或索引来标志。也就是说 ．为了访问 XML树 

中的一个指定的元素 。名字和 XML节点的索引号都是必不 

可少的，它们指明了从根到目标节点的路径。 

(3)剪裁 一个完整的 MPEG一4视频的 XML完整描述 

能够提供视频内容和结构的精确描述。但是，这也会产生大量 

XML文档 ．造成巨大开销．所以对整个视频序列产生 XML 

表示是不切实际的。在 Xiaoming Sun等的实验中，提供了剪 

裁机制来减少开销。这个系统提供了 3种过滤机制：①指定产 

生一个特别的XML标签；②指定某一个特别宏块的XML标 

签是否产生；③指定某一个视频包的XML标签是否产生。被 

屏蔽的内容节点在 XML树中将不会存在 。并且这个节点的 

任何引用都将返回空值。 

(4)XML文档的产生和解析 Xiaom[g Sun等人使 用 

XML解析器和 MPEG-4解码器 同时工作，以产生和解析 

XML文档。对于基于XML的MPEG一4的解码过程。XML文 

档首先在初始阶段被解析，而在内存中建立一个 XML结构 

树。可以随机访问这个结构数 ，并且 MPEG一4的解码过程可 

以与这个数据结构交互。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错误。传统的 

MPEG-4解码过程的顺序性可以变得不必要。 
一 般说来 ．MPEG一4的 XML文档在服务器端产生．有两 

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XML解析器和 MPEG一4编码器同时工 

作．在编码时产生 XML文档；第二种情况．对编码的视频流 

进行独立的编码扫描，这个扫描过程可以作为任何进一步视 

频流需求的预处理。在客户端．可以通过 XML解析器析取出 

value的值 ．传送给 MPEG-4的解码器。大部分 XML标签有 

属性“va~ue”，这个属性中记录了视频 中内容的真实效值n】。 

设计 XML文档，得到这样关于 MPEG一4内容的文本的 

结构化表示，将基于 MPEG一4视频的内容检索转化为对 

XML文档的检索．在Xiaoming Sun的方案中。是将该XML 

表示用于 MPEG-4视频 内容的保护，这与我们的 目的不 同。 

所以定义的 XML标记集显然是有差别的，而 XML标记集的 

定义是基于 XML的视频检索的关键。因此．实现这一方案的 

焦点，应该在于考虑定义标记集，目标是减少 XML文档的开 

销，并提供快速检素功能。 

·62· 

5．2 多|啊I体内容描述 型lnfoPyramid 

由 BM T．J．研究中心的 Chung-Shen8“ 等提 出。这个 

方案虽然不涉及MPEG-4格式的特性．但是其思想却是很通 

用 ．并且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 

(1)使用多媒体的不同格式的分离 多媒体内容通常不 

是一个单独的媒体格式。比如说．一个视频剪辑可以包括视 

频、两种或更多语言的音频 以及标题文本部分 ．对于一个病 

人 ．可以用核磁共振 、CT扫描、超声波等来获得同样内容的 

三维描述 。 

对于一定的查询和检索任务，可能不总是能获得最合适 

的内容形式。所需的形式可以通过转换形式得到．比如说．可 

以将一个视频剪辑转换成关键帧 ，而文本也可以合成为语音 

每部分的内容都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法。在构建图像和视频金 

字塔中．存在许多简化技术。比如说，Flashpix提供了存储和 

检索静止图像的机制。在不同的方案中，由原始数据或转换后 

的数据获得的特征和语义可以构成一个特征和语义金字塔。 

用多个抽象层次来组织．多个抽象层次以一个结构化的方法 

促进前向的搜索和浏览。一个层次可以是特征、语义、对象描 

述、注解或元数据 。 

还有其他方法和规则的概念 。利用方法 ．从数据特征中产 

生内容描述．或者分析、操作．转换不同形式 ，或者以不同的方 

式处理数据 。Infopyramid提供了保证灵活应用的规则。方法 

和规则提供了不同的形式、解决方案和抽象之间的连接。In． 

foPyramid提供 的是一个数据、数据的抽象 以及内容描述 数 

据的连续体 ．而不是数据和内容描述之间的强制分离。 

在 Inf0Pyrafnjd模型中，为了使得内容描述可以在搜索 

引擎之外使用，定义了标准的一组内容描述符原语和处理、表 

示的过程 ，并且使用 XML来表达内容描述【‘】。 

(2)电视新闻的获取和索引 这个模型被应用到一个视 

频数据库系统中，自动进行电视新闻的获取和索引，并且可在 

因特网上搜索。系统获取电视新闻播放和文字说明流 ，然后把 

电视新闻分段成独立的新闻故事。每个故事的文本信息传送 

给一个文本索引。用户在因特网上可以通过文本查询方式来 

查询这个新闻故事的数据库。 

在数据库中，新闻以不同的方法表示，比如 AVI视频用 

关键帧 ，文本用标题 ，音频也独立表示。这个 InfoPyramid可 

以得到其 XML表示(见附录)。 

使用何种形式的新闻内容，依赖于查询．由搜索机制决定 

正确的查询。比如说．基于文本的查询就访同文本描述．基于 

视频的查询可以使用关键帧。这里的应用范围不仅仅是搜索。 

当需要返 回视频摘要时，In|oPyramid就返回一个关键帧序 

列 。当需要一个特定的新闻时．就返 回这个新闻的视频信息。 

(3)信息全字塔 这是一个多媒体内容描述方案 ，这种描 

述符合 MPEG-7的致力目标，可以被 MPEG-7应用。 

IBM 研究中心提出的基于 XML的多攥体内容描述方案 

1nf0Pyram ，这个方案已经在一个实际的多媒体效据库中实 

现．这里提出的XML结构值得借鉴．但是关于关键帧的选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需要采取好的算法才能达到理想的 

效果。 

总结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今天是信息时代 ．在大量的多媒体资源面前 ．人们要查找 自己 

需要的内容，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用视频内容和音频内容 

进行 自动检索 ．显然是一个理想的层次。利用 MPEG一4自己 

定义的OCI，生成OCI流，可以与视频信息同时传递．并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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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流中的对象联系起来。OCI中提供的内容信息。可以将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转化成基于文本的检索。缺点在于需要 

改造现有的编解码器 。并且表示方式不够灵活多样。另外， 

MPEG-4协议中定义的 XMT也是可利用的对象。但是 XMT 

的定义初衷是保留、维持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同样在使用 

上不能完全适应检索的需要。MPEG一4格式的对象结构 。使我 

们用结构化的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来表示更为容易。利用 

MPEG一4标准和 XML技术的结合．将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 

转化为对 XML文档的检索 。是一条捷径。已有的工作与此有 

相关性．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检索的例子。这里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怎样定义 XML标签集 。才能完全表示 MPEG一4视频内 

容，且 XML的表示文档要有合理的开销。合理的索引结构也 

是必要的。我们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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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nfoPyramid的 XML表示： 
<NEW S—STORY) 

(Program)ABE Evening News<／Program) 
<date)11／2／97<／date) 

(Video> 

<Component) 

<Co ntent-type)video／avi<／Co ntent-type) 
<URLL)http：∥foo．com／news1．avi(／URL) 
<bit—rate)1Mbs<／bit．rate)⋯⋯ 
<／Co mpo nent) 
<Compo nent) 

<Content--type )video／Bamba<／Content．．type) 

<／Component) 

<／Video) 
<transcript)······(／transcript) 

(／NEWS-ST0RY) 

(上接 第59页) 

术语集的搜索引擎内容描述方法。并将之结合到 gGLOSS方 

法和文Esl的计算方法中。使之对于支持布尔查询和支持向量 

查询的搜索引擎选择都有效。从实验结果可知。它有效提高了 

引擎选择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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