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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云从对ReID的探索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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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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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前

计算机视觉之父

Thomas S.Huang教授，

四院院士，20多年技术积累

2006-2011

周曦博士带领UIUC团队六次斩获世界

模式识别、智能识别大赛冠军。

2011-2014

中科院人脸识别团队建立并发展，

专注科技技术产品化，

多项人脸识别应用级产品在此诞生

2015后

2015年4月云从科技成立，快速发展，

半年内推出多行业应用级产品及解决方案，

打造自主品牌

About us .



About us 

人脸识别标准制定者

唯一 一家同时受邀制定人脸识别国家

标准、公安部行业标准的企业

中科院旗下人工智能企业

• 中科院战略先导重大专项人脸识

别团队唯一代表

• 白春礼院长称科大讯飞和云从

科技是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标杆

性企业

2018▕  CLOUDWALK





行人检测 骨架关键点检测
&姿态识别行人分割&背景替换



动作识别
例如：闯红灯、突发事件、偷窃识别等

行人跟踪/MOT



跨镜追踪&行人再识别(ReID)行人属性结构化



跨镜追踪（Person Re-Identification，简称 ReID）技术是现在
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热门方向，主要解决跨摄像头跨场景下行人的识
别与检索。该技术可以作为人脸识别技术的重要补充，可以对无法
获取清晰拍摄人脸的行人进行跨摄像头连续跟踪，增强数据的时空
连续性。 





深度学习很简单！

只要有大数据就可以解决问题？

ReID迎刃而解？



在ReID中，也行！但仅仅是理论上的

实际操作上不行！！

WHY？



姿态无正脸照 配饰 遮挡

ReID实际应用场景下的数据非常复杂，会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这些因素中是客观存在，ReID要尝试去解决的

• 相机拍摄角度
• 图片模糊不清楚
• 室内室外环境变化

• 行人更换服装饰配
• 冬季夏季风格差异
• 白天晚上光线差异 

更多因素



Market1501 DukeMTMC-reID CUHK03

拍摄地点 清华大学 Duke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图片数量 32217 36441 13164

行人数量 1501 1812 1467

摄像头 6 8 10

ReID数据集

• 图片数量在几万张
• ID数量2千
• 摄像头10个以下
• 大多数是学生

人脸数据集

• 上千万张照片
• 上百万ID
• 身份多样

学术界研究中用于ReID算

法训练以及评估的三个主流

公开数据集



Market1501

DukeMTMC-reID CUHK03



• 必须跨摄像头数据

• 数据集规模小

• 影响因素复杂多样

• 连续视频截图

算法挑战大数据获取难度大

• 同一个人多张全身照片

• 互联网无法提供有效数据

• 大规模搜集涉及到隐私问题

ReID数据采集特点



Rank1：首位命中率（Rank-1  Accuracy）

mAP：平均精度均值（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 





Detect ReIDRawFrame

基本流程

常用数据集



Feature Featuress

Match先抽取特征再进行比对
1. 检索图经过网络抽取图片特征

（Feature）

2. 底库里的所有图片全部抽取图

片特征（Feature）

3. 将检索图与地库图的特征计算

距离（例如欧式距离）

4. 根据计算距离进行排序，排序

越靠前表示是相似率越高



Z.Zheng,L.Zheng,andY.Yang.Adiscriminativelylearned cnn embedding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1611.05666, 2016. 

分类损失

对比损失

分类损失

基于SoftmaxLoss(分类损失)与 ContrastiveLoss(对比损失)
• Rank1: 79.51%
• mAP: 59.87% 



A. Hermans, L. Beyer, and B. Leibe. In defense of the triplet loss for person re-identific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1703.07737, 2017. 

F. Schroff, D. Kalenichenko, and J. Philbin. FaceNet: A Unified Embedding for Face Recognition and Clustering. In CVPR, 2015. 1, 2, 3, 5 

Triplet Loss拉近同类距离，拉开异类距
离，直到满足margin

ReID中的Triplet选择Batchhard，随机抽取P个人，每个人K
张图片形成一个Batch，每个人的K张图片之间形成K*(K-1)个
anchor-positive(ap)对，再在剩下其他人里取一个与该ap距

离最近的negtive，组成apn组将apn组按照上面式子中的公式
取模型里进行训练，使得上面的式子值尽量小

基于Triplet Loss（三元损失）的ReID
• Rank1: 84.92%
• mAP: 69.14% 



L. Zhao, X. Li, J. Wang, and Y. Zhuang. 2017. Deeply-learned part-aligned representations for person re-
identication. In CVPR. 

基于局部区域调整的ReID
• Rank1: 80.31%
• mAP: 57.53% 

整体图片

均分图片

区域调整



基于姿态估计局部特征调整
• Rank1: 84.14%
• mAP: 63.41% 

C. Su, J. Li, S. Zhang, J. Xing, W. Gao, and Q. Tian. 2017. Pose-driven Deep Convolutional Model for Person Re-identication. 
In CVPR.



Y. Sun, L. Zheng, Y. Yang, Q. Tian, and S. Wang. Beyond part models: Person retrieval with refined part pooling. arXiv preprint 
arXiv:1711.09349, 2017. 

简称PCB
• 2018年1月文章
• 现在较好的Baseline
• Rank1:93.8%
• mAP:81.6% 

• 设计思路
设计模型关注局部的特征

• 设计方案
将特征图谱在(b,24,8,2048)

位置按照纵向分割为6部分，

每部分单独进行Softmax分

类





论文题目：
Learning Discriminative Features with Multiple Granularities For Person Re-
Identifcation
学习多粒度显著特征用于跨镜追踪技术（行人再识别）



多粒度特征演示
设计原理：兼顾全局与局部细节，端到端学习

三级粒度

三支路网络

整合所有特征

不同粒度的网络关注点分布图像纵向区分为不同粒度的区域



Structure
• Input: 384 * 128
• Base: ResNet-50
• Branches from res_conv4_1
• Global Branch  & Part-N 

Branch
• Stride ½ in res conv5_1 

block 
• Feature Map size (见下图)
• Split features to multi 

stripes 
• Max-pooling
• 2048-dim -> 256-dim
• Softmax & triplet joint 

training 
• Evaluation Featues: 256-

dim*8

网络逻辑直观有效，易复现，易迁移！



Loss
l Gloabal branch
global features: softmax 
& triplet
l N-Part
global features:  
softmax & triplet
local features: softmax 
only
8 Softmax + 3 Triplet

网络逻辑直观有效，易复现，易迁移！



Market1501
  Rank1:95.7% +1.9% 
  mAP:86.9% +5.3% 

RK:
  Rank1:96.6%
  mAP:94.2%

DukeMTMC-reID
  Rank1:88.7% +3.5% 
  mAP:78.4% +5.6% 

CUHK03
  Rank1:68%
  mAP:67.4%

State of the art methods 

在三个权威的Reid的数据集上，我们的结果都获得了现阶段
最好的结果，无论是Rank1还是mAP都有明显的优势，特别
是mAP有着非常巨大的gap，这个结果能够正面我们的设计

方案在解决ReID这个课题时还是非常有效的



多粒度网络关注具有显著区分度的细节特征

Logo



・研究院



智能安防

已知嫌疑人图片 搜索历史监控视频获得更多嫌疑人图片



智能商业—大型商场

1

2
3

4

技术点：用户行进与停留轨迹识别，智能理解用
户需求（公共场合）



智能商业—无人超市

Amazon Go等
利用ReID技术实现在超市内用户的跟踪与行为分析



相册聚类

将相册里同一个人的照片归类到一起



家庭机器人

通过衣着或者姿态认知主人，容易认知不
容易跟丢，以便于做出互动跟随等动作



n 应用无监督学习

n 基于视频的ReID

《行人重识别-近期发展和难点》 中山大学



n 跨模态的ReID

n 跨场景的迁移学习

n 应用系统设计

《行人重识别-近期发展和难点》 中山大学



袁余锋
zhejiangyyf@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