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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本年度的工作目標在於偵測出

錄影資料中的危險狀況，由於通常危險狀

況都是由人產生的,因此我們必須先偵測出
影像中的人。在一個複雜背景的影像中，

很多物體看起來都很像人，但是在自然環

境中，人不可能永遠不動，所以我們可以

利用移動物體的偵測將偵測人的問題簡

化，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背景消去法來

偵測移動物體，然而光源問題會嚴重影響

偵測結果，在本計畫中，我們嚐試一種補

光的技術來消除光源在移動物體偵測中的

影響。 

完成移動物體偵測後，我們應該由這

些移動物體中將人偵測出來，由於人是非

剛體的物體，因此形狀資訊通常無法使

用，所以我們採用顏色的資訊，例用膚色

來找出人，我們會將所有有膚色的顏色點

分類成多個膚色區域，根據分析這些膚色

區域的位置，我們可以知道人的大概外型

及位置。 

在通常的情況，假如某人的頭部有覆

蓋物，這個人就很有可能危害安全，所以

我們分析人的頭部部分，假如頭部不是一

個正常人類的頭部，這個人就被當作危險

的人，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分析這個人

頭部的覆蓋物以符合不同安全等級的需

求。 

在第一個實驗結果，我們偵測 476 個

影像中的移動物體，正確率高達95.1%。第

二個實驗我們測試 403 個人的影像，其中

136 人頭部無覆蓋物，267 人頭部有覆蓋

物，偵測覆蓋物的正確率高達97%，覆蓋物

分類正確率高達90%。 

關鍵詞：移動偵測、人類偵測、物件切割、

異常偵測 

 

Abstract 
In this year, our purpose is detecting 

warning events in a video. Since most 
warning events are caused by human, so we 
should detect human form the video. In a 
complex background environment, many 
objects are looked like a human. In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dose not still always, so 
we try to detect moving objects to simplify 
the human detection. A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model based on background 
subtraction is used to detect moving objects. 
However, light source are critical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In 
this research, a light compensation technique 
i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affect caused by 
different light source in a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After moving objects are 
detected, we should detect humans from 
these objects. Since humans are non-rigid 
objects, the shapes of humans cannot be used 
to separate them from other objects. So, we 
try to detect the skin colors in an image to 
find the humans. The pixels with skin colors 
can grouped into several skin region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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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positions of these skin regions, 
the possible position and shape of a human 
can be detected.  

In most cases, if the head of a person is 
covered with some object, the person may 
endanger the security. So we analysis the 
head part of the human, if the head part is not 
a normal human face, the person is regarded 
as a warning person. Furthermore, we can 
analysis the attributes of the cover objects to 
detect the types of the cover objects for 
different security request.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result, we detect 
moving objects in 476 frames, and the 
accuracy is about 95.1%.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sult, we detect covers of 403 
humans, where have 136 persons without 
covers and 267 persons with covers. The 
accuracy of cover detection is about 97.0%, 
and the accuracy of cover type classification 
is about 90%. 
 
Keywords: motion detection, human 

detection, object segmentation, warning 
event detection.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幾年來，由於人們生活品質的提

升，對居家生活的安全越來越重視，為了

增加居家生活的安全，安全監控系統是不

可或缺的，以往的安全監控系統，大多仰

賴人來監視，但是人畢竟不是機器，無法

24 小時工作，往往在人的一些疏忽下，行

成安全的漏洞，而且近年來人的工資越來

越貴，使的以人力為主的安全監控系統無

法成為一般家庭的基本配備，因此我們希

望利用一些電腦的技術來輔助人工的不

足，及減低安全監控系統的成本，以增加

居家生活的安全。 

 由於一般常見的異常狀況都是跟移動

及人有關，因此我們希望先將移動物體偵

測出來，再從這些移動物體中偵測出人

來，並更進一步的偵測出異常的人，最後

就是將這些異常的人作分類，以提供安全

監控所需之資訊。 

 在移動物體偵測方面，常見的做法是

背景刪去法(background subtraction) 

[1-5]，此方法會先建立一個背景的模組，

將不符合背景的物體分離出來，這些物體

就視為前景物體，但是這邊會遇到光線變

化的問題及光源方向的問題，這些問題會

造成系統誤將非背景的物體偵測出來，容

易擾亂偵測結果。目前常見的補光方式是

利 用 亮 度 統 計 量 的 等 化 (Histogram 

Equalization) [23,24]，但是將亮度統計

量等化，只能讓靜態影像的光線分布較為

均勻，對動態錄影，容易因前景物體的顏

色而改變統計量，如此一來，背景顏色會

更加容易變動，因此我們會利用一種結合

背景刪去法的補光技術，以符合快速及正

確的偵測出移動物體之需求。 

 在異常之人的偵測方面，通常最困難

的就是關於異常的定義，就算是一個很有

經驗的安全管理人員，可能也無法將異常

定義的很清楚，因此我們先將較為明確的

異常偵測出來，這些較為明確的異常我們

定義為頭部有覆蓋物之人，為了偵測頭部

覆蓋物我們必須先偵測出人的頭部，關於

人的頭部偵測，已經有許多研究提出各種

根據人臉特徵來偵測人的頭部[6-22]，但

是由於我們偵測的頭部會有覆蓋物，因此

臉部特徵可能不夠完整，這個研究會利用

頸部較為細的特性，將人頭正確的偵測出

來，當我們將人頭正確偵測出來後，我們

會更進一步分析此人頭區域膚色的比例，

這個比例會用來當做頭部是否有覆蓋物之

判斷標準。當我們就將頭部有覆蓋物之人

偵測出來後，這些人就視為是異常之人，

我們會更進一步利用覆蓋物的位置及大小

的特性將這些覆蓋物作分類，以提供不同

場所不同的安全需求之用。 

 

三、結果與討論 

在我們的實驗中，我們以 512MB 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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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體的 Pentium 4個人電腦當測試平台，作
業系統是Microsoft Windows XP，使用的程
式語言和模組是Microsoft Visual C++ 6.0
的MFC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我們
測試的影像是以數位相機的連拍功能拍攝

的 1024x768的連續影像。 
在移動物體方面，我們測試的影像是以

居家環境中，不同時間中不同人進入來偵

測，總共有 476 張影像，其中有 403 個影
像有人，分別從三個不同的場景中取相而

來的，我們為這些環境建立了六個不同的

背景，由於測試的時間包含白天及晚上，

因此光線分布不一致，但是經過我們的補

光修正的背景刪除法偵測移動物體後，可

以正確的偵測出 453 張影像中移動的物
體，僅有 23張失敗，正確率高達 95.1%。 
另外對於頭部覆蓋物的偵測，我們測試

的影像包含 136 個頭部無覆蓋物的人，及
267個頭部有覆蓋物體的，頭部無覆蓋物的
人有 132 個被正確的歸類，因此正確率高
達 97%，而頭部有覆蓋物的僅有 10個沒有
被正確偵測出來，因此正確率高達 96.2%，
對於這些正確偵測出頭部有覆蓋物的人

中，我們又將其分類成 23個低頭之人，84
個戴口罩，77個戴安全帽，73個戴墨鏡，
利用程式分類出來的結果如表一所列，整

體正確率高達 90%左右。 
表一. 頭部覆蓋物分類 

 低頭 口罩 安全帽 墨鏡 

低頭 

(23) 
23 

 0 0 0 

口罩 

(84) 
0 

75 

(89.3%) 
8 1 

安全帽 

(77) 
1 8 

68 

(88.3%) 
0 

墨鏡 

(73) 
0 5 0 

68 

(93.1%)

 
這些結果的高正確率讓我們可以相

信，其實異常偵測不一定非得將物體的完

整移動路徑偵測出來，只要利用單張影像

中人的一些相關資訊，一樣可以達到不錯

的效果。 

四、計劃結果自評 

在本年度的計劃中，我們順利地完成預

期之異常偵測系統。此外我們尚有關於人

臉偵測的相關研究，均可以用以建立一個

完整的全自動安全監控系統。在本次研究

中，所有的程式都是在 Windows 2000 及
Windows XP下開發，因此擁有容易使用的
介面。同時，因為我們乃是使用 MFC 開
發，透過其 object oriented 的方式，我們所
完成的程式能夠很容易地為後續的計劃、

研究使用。 
我們在此計劃的研究中，發表了兩篇碩

士論文[27, 28]。相信我們的研究成果，對
於所有在此領域的研究會有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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