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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feature fusion in face recognition and evaluate its impact on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By	fusing	the	features	of	multiple	different	modes	(e.g.	visible	image,	infrared	image,	sound,	3D	model),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of face recognition systems.The feature representation is extracted from each mode, and these 
features are integrated using appropriate fusion strategies. Finally,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feature fusion in any face 
recognition is discuss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modal feature fusion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face recognition 
is described. By comprehensively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modes, th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can	be	improv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complex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workers in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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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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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并评估其对识别性能的影响。通过融合多个不同模态（如可见光图
像、红外线图像、声音、3D模型）的特征，旨在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准确性和鲁棒性。从每个模态中提取出各自的特征表
示，使用适当的融合策略将这些特征进行整合，最后，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实际应用，阐述在人脸识别实际应
用场景中多模态特征融合的重要性，通过综合利用不同模态的特征信息，提高识别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满足各种复杂应
用场景的需求，为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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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脸识别技术已成为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控、人机交

互等领域的重要技术之一。然而，传统的人脸识别方法在面

对复杂环境、光照变化、姿态变化等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为克服这些问题，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利用多模态特征融

合的方法来提升人脸识别系统的性能。多模态特征融合指的

是将来自不同传感器或不同表达形式的多个模态（如 RGB

图像、红外图像、深度图像等）的特征进行融合。通过融合

不同模态的特征，可以综合考虑多种信息，通过综合利用多

个模态的特征信息，期望能够提高人脸识别系统在复杂环境

下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2 多模态信息概述

多模态信息在人脸识别技术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概念

是指通过多种感官方式获取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可见光

图像、红外线图像、声音、3D 模型等 [1]。根据信息类型的

不同，可以将多模态信息分为可见光图像、红外线图像、声

音和 3D 模型等几类。可见光图像是通过摄像机拍摄得到的，

包含颜色和亮度等信息；红外线图像是通过捕捉人体发出的

红外线辐射得到的，适用于低光环境下的识别；声音可以通

过麦克风等设备采集到，包括语音和声纹等信息；3D 模型

则通过激光测距、结构光等技术获取，能够应对光照和角度

变化带来的挑战。

基于多模态信息的人脸识别技术相比于单一模态的识

别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更具鲁棒性：多模态信息融合可以提高系统对于光

照、表情、角度等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



23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第 04卷·第 03 期·2023 年 09 月

②更高的准确性：多模态信息的融合可以减少误判和

漏判的情况，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

③更高的安全性：多模态信息的融合不仅可以提高识

别的准确性，还可以防止假冒身份的欺诈行为，增强了系统

的安全性。

通过综合利用不同模态的信息，基于多模态信息的人

脸识别技术能够克服单一模态所面临的局限性，提供更加可

靠和精准的人脸识别解决方案。

3 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过程中存在问题

3.1 特征表达能力不一致
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可能具有不同的表达能力。

例如，图像传感器可以提供丰富的外观信息，而红外传感器

则可以提供独特的热纹信息 [2]。因此，在特征选择和提取过

程中，需要考虑如何权衡不同传感器的特征表达能力，并确

定最具有区分度和重要性的特征。

3.2 特征存在冗余和噪声
在多模态特征融合中，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可能

存在一定的冗余和噪声。这可能会导致特征融合过程中的信

息重复或干扰，从而影响人脸识别的准确性和鲁棒性。因此，

在特征选择和提取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去除冗余特征并降

低噪声的影响。

3.3 特征跨模态存在差异性
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示空间和

分布特性。例如，图像特征和红外特征在表示空间上可能存

在差异。因此，在特征选择和提取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实

现跨模态的特征对齐，使得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能够在

相同的表示空间中进行比较和融合。

4 针对多模态特征融合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优化特征提取技术
基于领域知识和先验信息对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

进行初步筛选。了解不同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根据任

务需求选择具有潜在区分度和重要性的特征 [3]。使用特征选

择算法来评估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并选择最具有区

分能力的特征子集。常用的特征选择算法包括互信息、方差

分析、基于学习的方法等。这些算法可以考虑特征之间的关

联性和重要性，帮助确定最优的特征子集。互信息公式如下：

p(y)))  (p(x) / y)log(p(x, y)p(x, ∑∑ = Y) I(X, ×     （1）

其中，X 和 Y 分别表示两个特征；p（x,y）表示 X 和

Y 同时发生的概率；p（x）和 p（y）分别表示 X 和 Y 单独

发生的概率。通过计算特征之间的互信息，可以评估它们之

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互信息值越大，表示特征之间的相关

性越高，对于区分任务可能更具有价值。特征选择算法可以

使用这样的互信息公式来计算特征之间的互信息值，并根据

互信息值的大小选择最具有区分能力的特征子集，通过训练

模型自动地学习和选择最佳的特征子集。对特征重要性进行

排序或递归特征消除等方法选择最具有区分能力的特征。

4.2 增强传感器特征融合
通过特征选择算法选择最具有区分能力的特征子集。

这样可以减少冗余特征的数量，并提高特征的区分度。特征

选择算法可以根据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选

择最优的特征子集。通过特征降维技术将高维特征映射到低

维空间。常用的特征降维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PCA）和线

性判别分析（LDA）。通过线性变换将高维特征投影到低

维空间，保留最大方差的特征。PCA 公式为：

 W X = Y ×                                （2）
其中，Y 为降维后的特征矩阵；X 为原始特征矩阵；

W 为投影矩阵。一般按照特征值的大小进行排序，选择最

大的 k 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投影矩阵的列。该方

法可以帮助去除冗余特征，并保留最具有区分能力的特征。

对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进行加权处理。可以根据特征的

质量和可靠性给予不同的权重，减少冗余和噪声的影响。例

如，可以使用基于信息增益的方法或基于学习的方法来计算

特征的权重。应用滤波和去噪技术来减少特征中的噪声。可

以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平滑特征，去除高频噪声；也可以使用

去噪算法（如小波去噪、中值滤波等）来降低特征中的随机

噪声。在特征融合之前，对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预

处理。可以进行数据归一化、均衡化、标准化等操作，以确

保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特征具有相似的分布和尺度。

4.3 增强数据集内容扩充
确保不同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一致的标注方法和

准确的标签。通过制定标注规范和培训专业标注人员，确保

数据集的质量和准确性。使用多个标注者进行交叉验证，以

减少标注误差。通过对同一样本进行多次独立标注，并比较

不同标注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来评估数据集的标注质量。一致

性指数（Inter-Rater Agreement）公式为：

Cohen’s Kappa = (Po - Pe)/(1 - Pe)                （3）

其中，Cohen’s Kappa 为一致性指数；Po 为观察到的两

个标注者一致的概率；Pe 为两个标注者一致的随机概率。通

过计算一致性指数，可以评估不同标注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一致性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1 到 1，其中 1 为完全一致，0 为

随机一致，-1 为完全不一致。在进行标注时，可以要求多个

标注者对同一样本进行独立标注，并计算一致性指数来评估

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较高的一致性指数表示标注质量较高，

较低的一致性指数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标注规范或培训标注

人员。在数据集收集过程中，考虑多样性和代表性。收集来

自不同场景、不同光照条件和不同人群的数据，以覆盖更广

泛的情况，并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泛化能力。利用合成数据

或增强数据的方法来扩充数据集，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和数

量。可以使用图像合成技术生成虚拟数据，或者使用数据增

强技术对现有数据进行变换和扩充，如旋转、平移、缩放等。

通过采取上述对策，可以有效解决特征选择和提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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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特征融合问题以及数据集的标注和收集问题。这将有助

于提高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性能和准确性，并使

其更适应实际应用场景。

5 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实际应用

5.1 信息层融合
将二维和三维数据以多通道的形式输入到网络中。例

如，通过将纹理图像元素与深度图像素串联，或将灰度值与

三维数据组成四维空间进行识别。这种融合方式可以利用不

同模态之间的信息互补性。例如，在监控领域，常常会使用

多个摄像头同时监控一个区域。通过将不同摄像头采集到的

二维图像进行信息层融合，可以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准确性

和鲁棒性。同时，利用特征层融合可以综合利用每个摄像头

的特征信息，提高系统的性能。

5.2 特征层融合
在特征层分别提取二维和三维特征，然后将特征拼接

在一起，根据组合后的特征进行识别。例如，使用 Gabor 滤

波器提取深度图和灰度图的特征，然后选择有效的特征进行

识别。特征层融合可以综合利用不同模态的特征信息。例如，

通过使用专门的传感器获取人脸的三维形状信息，可以增强

人脸识别系统对于光照、角度等变化的适应能力。在三维人

脸识别中，可以将三维数据与二维纹理图像进行信息层融

合，以及在特征层融合中提取二维和三维特征的组合，从而

提高系统的准确性。

5.3 分数层融合
通过多个识别器对二维和三维数据进行识别，得到相

应的分数，再采用相应的方案将分数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的

人脸相似度。例如，对纹理图和深度图分别使用 PCA 方法，

然后对分数进行加权融合。分数层融合相对简单，但需要选

择合适的融合方案。例如，除了人脸图像，还可以结合其他

生物特征如声音、指纹等进行多模态融合。例如，在边境安

全领域，可以将人脸图像与声纹进行特征层融合，以提高人

员识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可以

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增强系统的准确性、鲁棒性和安全性。

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可以选择适合的融合方式，如

信息层融合、特征层融合或分数层融合，以实现更高效、可

靠的人脸识别技术。

6 结语

总的来说，多模态特征融合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实际应用场景中的人脸识别系统提供

更强大的性能和可靠性。随着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快速发

展，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多模态特征融合的人脸识别中将成为

一个重要的方向。深度神经网络能够自动学习和提取特征，

通过适当的网络结构和训练方法，可以更好地利用多模态数

据的信息。未来，多模态特征融合不仅局限于人脸识别领域，

还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如行为识别、情感分析等。未来的

研究可以探索跨领域的特征融合方法，并借鉴迁移学习的思

想，将已有的多模态特征融合模型迁移到新的领域中，深入

理解多模态信息的互补性，设计更有效的特征融合方法，提

升人脸识别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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