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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比于通用数据集图片采集过程而言，利用光学遥感

图像技术对光学影像大数据目标进行识别更有效，其所建

立的识别目标对象小且密集，在图像中占比偏小，可进行

集中检测。当然，光学遥感图像对于目标对象的复杂背景

调查也相对细致，配合卷积神经网络可实现对带标签数据

集数量的有效测量，提出较高技术要求，它所创建的建设

模型成本低且效率，非常值得推广应用 [1]。

2 光学遥感技术与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概述

2.1 光学遥感技术
光学遥感技术的核心就是光学遥感图像，其目标检测

工作极具挑战性，在航天航空、卫星图像分析、灾难预报

以及环境保护过程中都能发挥作用 [2]。具体到光学遥感技术

体系中，其针对遥感图像的目标检测方法主要就包含了模

板匹配检测方法、对象图像检测方法、机器学习检测方法等，

具体见图 1[3]。

实际上，光学遥感技术背景下的图像目标检测研究方

法中模板匹配方法是相对简单的，其技术中就涵盖两大关

键环节：

第一，该方法能够生成模板，主要通过人工提取或训

练集来学习、生成加测目标模板；

第二，该方法的相似性度量技术标准能够自由设定

源图像，根据最小失真或相关原则对允许图像内容进行平

移、旋转、调整尺度变化，结合保存好的模板对概率位置

对象进行适配、搜索和分析，建立最合理适配机制，其中

比较常用的相似量分析主要结合绝对差、平方差之和展开

分析，它分析误差影响性能，结合先验知识方法建立假设

测试问题，保证基于形式可能性层面建立参数化模式，

做好过程映射。在分析光学遥感技术良好检测效果过程

中，需要结合人工设计特征选择复杂场景。其中，所采用

的是海量大数据，优化泛化能力，确保鲁棒性表现有所 

改善 [4]。

Research on the Big Data Recognition Technology of Opti-
cal Image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Hengfu Zhou   Fei Fei
Shenzhen Funder Electronics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optical image big data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to advance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artificial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to	realize	the	more	deep	lear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neural network is also very powerful, can ensure the computer automated extraction feature data content, so as to 
build the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optic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echnology	theory,	create	and	improve	the	target	detection	model,	and	deeply	study	the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of	optical	image	big	
data.

Keyword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optical	image	big	data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optic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detection	mode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影像大数据识别技术研究
周恒賦   费菲

深圳市钒德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影像大数据识别技术中也融入了先进的遥感技术内容，二者相得益彰，相比于传统的人工特征提
取方法实现了更深度学习，所架构的神经网络也异常强大，能够确保计算机以自动化形式直接提取特征数据内容，从而搭
建神经网络结构。论文中就探讨了光学遥感技术以及卷积神经网络技术理论，创建并改进目标检测模型，深层次研究光学
影像大数据的识别技术相关要点。

关键词

卷积神经网络；光学影像大数据识别技术；光学遥感技术；检测模型

【作者简介】周恒賦（1988-），男，中国台湾台南人，硕

士，从事卷积神经网络、光学影像、大数据演算法等研究。



13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第 03卷·第 01 期·2022 年 3月

2.2 卷积神经网络技术
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是基于深度学习所展开的，他在推

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展示特征表示

能力。在卷积神经网络技术中，主要通过计算机自动化方式

对数据特征进行有效提取，结合人工设计特征任务负担转移

到神经网络结构搭建构造上，确保传统特征表征提取与浅层

学习技术相互对比，保证卷积神经网络技术能够获取到更为

健壮的、功能更强的特征表征。而在卷积神经网络技术中，

可以通过网络层的不断叠加来强化深度学习性能，进而获得

更深层次的深度学习性能，其表征特征更强，所获得的检测

效果也更加良好。在有效解决网络选择性搜索效率低下这一

问题后，也能建立目标检测模型，对二阶段目标检测模型进

行分析，减少时间花费成本，针对目标重叠、目标框定准确

问题进行分析，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目标进行检测过程中需

要对数据集中的通用数据集进行分析，建立 VOC、COCO

数据集，就光学遥感图像技术应用过程中确保卷积神经网络

能够被运用于光学遥感图像数据中，优化调整较大研究空

间，针对光学遥感图像目标占比较小进行目标区分，与从同

事建立改进二阶段目标检测模型，分析模型的有效性与鲁棒

性，同时分析模型表现。

实际上，卷积神经网络属于一种层次模型，它在输入

原始影像、音频数据过程中展开卷积神经网络计算，汇总操

作内容激活函数映射，建立全连接层操作，保证基本组件实

现层层叠加，真正从原始数据输入层中逐层提取、抽象数据

内容，保证做好前馈计算，再通过计算预测值与真实值误差

来反向传播算法，真正将误差从最后一层逐层向前反馈出

来，同时更新每一层的权重参数。而在更新权重参数以后，

则需要进行前馈计算，并实施迭代操作，最后分析模型中的

误差收敛情况，确保获得卷积神经网络层次模型的最强表征

特征与高层语义信息，最终完成神经网络训练成果，同步对

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组件进行有效阐述，参考图 2[5]。

图 2 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流程示意图

2.3 IR-CUT FILTER 双滤光片切换影像撷取技术
自然界存在着各种波长的光线，人眼识别光线的波长

范围在 320nm~760nm 之间，超过 320nm~760nm 的光线人

眼就无法撷取，比如红外光、紫外线等。在影像监控应用

中，色彩饱和、高清晰度、抗红外线干扰色偏，对此钒德

电子基于长期研究及开发相关 IR-Cut 系列产品，藉由因应

环境亮度自动切换红外线滤光片的机制，可有效处理光波

840mm~950mm，COMS 在不同亮度下都能得到最佳成像效

果，透过双层虑片技术将红外光反射滤除，显示原色时红外

图 1 光学遥感技术背景下的图像目标检测研究方法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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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滤光片可保持自然逼真的效果。

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遥感技术影像大
数据识别实践应用研究

在融合了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遥感技术可以实现对大

数据识别实践应用，研究其中所改进给的二阶段目标检测模

型，进而实现网络端到端的训练过程，同时设计提取候选区

域的网络 RPN，保证所检测网络共享权重有效调整，并对

目标分类类别与目标预测标值进行针对性分析，始终保持相

对良好的检测精度。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与光学遥感技术展

开影响大数据识别过程中，需要通过模型改进整体技术实践

方案，同时形成 Faster RCNN 目标检测模型，在数据集选择

建立基础上满足大数据识别、增广与划分要求，最后验证结

果，下文具体来谈 [6]。

3.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遥感技术影像大数据

识别模型方案构建
首先，要基于卷积神经网络与光学遥感技术建立影像

大数据识别模型方案，其中分析 Faster RCNN 网络模型，提

取网络数据内容，总结归纳其中原因，大体来讲就包括 3 点

原因：第一，要在卷积神经网络中建立输入图像，并从输入

图像中获取第一个关键网络；第二，在 Faster RCNN 原本主

干网络中对 VGG 层次过浅问题进行分析，了解高层次语义

特征内容；第三，需要保证区域建设网络与特征提取网络共

享权重参数分析到位，同时对网络检测性能影响较大问题进

行分析，最终建立整体模型，优化其中改进方案。在整体模

型改进方案中，需要对特征提取网络进行全面重构，最终升

级成为主干网络，其中有效解决梯度消失问题，同时获取深

层次数据特征，例如可以尝试引入金字塔网络。如此操作对

于解决背景干扰问题，顺利引入级联网络也有帮助，形成整

体模型改进方案，见图 3。

在图 3 模型中，还需要建立特征提取网络，为光学遥

感技术的加入奠定前期基础，同时确保卷积神经网络中的众

多卷积层能够正当叠加进来，主要用于提取原始数据中的

深层特征，其中比较常见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就应该包括了

ZF NET、VGG NET、GoogleNet，这些模型在图像分类、

目标检测、目标跟踪方面都能获得较好成果，提高变形卷积

网络模型的有效性与模型检测精度 [7]。

3.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遥感技术影像大数据

识别模型数据集选择
要利用光学遥感技术对卷积神经网络与光学遥感技术

进行分析，了解影像大数据的数据集选择过程，例如选择目

标检测图片，其图片数据量相对较大。在结合多种实例展开

分析过程中，需要对目标类别内容进行分析，满足不同性质

背景下的数据集在实际场景中的实践应用要点，结合目标实

例分析卷积神经网络检测模型构建过程中，分析结合实例数

目配合多种图片，贴合自然场景分析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诸多

价值内容。在分析 DOTA 数据集中，需要分析小目标占比

较多问题展开分析，有效解决光学遥感图像目标占比较小问

题，分析 DOTA 数据集。具体来讲，其数据集 DOTA 中包

括了 10~50 像素，其占比数值为 0.57；50~300 像素占比为

0.41，如果超过 300 像素时期占比数值为 0.02[8]。

3.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光学遥感技术影像大数据

识别模型数据集增广划分
就深度学习过程中，需要依赖于卷积神经网络以及光

学遥感技术对影像数据增广问题进行分析，做好预处理工

作，保证数据集组成与试验检测性能有效发挥出来。如果数

据量过少则会导致神经网络训练过程中难以收敛，而如果采

用光学遥感技术分析大量数据过程中则需要分析数据集数

据量较少问题在扩充数据集过程中，还需要对模型的泛化能

力进行强化，主要是对数据集数据进行有效增强，配合光学

遥感图像技术进行俯视拍摄，同时利用水平翻转方法获取不

同角度目标 [9]。在数据集增广划分过程中也需要利用到数据

集中神经网络，对其中的权重参数进行分析，了解模型鲁棒

性，结合数据集合相关操作展开分析，提出明确的训练方法，

确保数据集上学习特征内容与模型泛化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加快模型训练速度，同步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再者，则必

须根据 DOTA 数据集对微调网络模型参数进行分析，快速

收敛模型需求 [10]。

图 3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改进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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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针对影像大数据识别模型数据进行分析选择过程中，

需要保证灵活合理应用光学遥感技术以及卷积神经网络技

术，充分证明其所构建模型的有效性与鲁班行。同时，要深

度分析 DOTA 数据集所取得的 Faster RCNN 模型结果。在

未来，该技术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必然具有相对良好的研究前

景，它还需要构建一个更为庞大的数据场景，贴近实际生产

环境建立数据集，做好大数据识别技术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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