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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開發動態人臉辨識技術，並應用在

手機上做為螢幕解鎖工具。一般使用者在手機

輸入密碼或是在手機上畫圖形進行解鎖，但這

些方式可能會發生輸入錯誤、忘記密碼等問

題，因此市面上有幾款手機利用內建相機擷取

臉部的靜態影像進行身分比對做為解鎖的方

式，但因為是靜態影像辨識，盜用者可以竊取

該使用者的臉部影像輕易完成解鎖動作。為了

解決上述問題，本論文開發動態人臉辨識技

術，以手機內建相機從左至右掃描臉部影像，

擷取人臉連續影像，進行可調適膚色偵測獲得

臉部區域，再使用主成份分析將主要特徵擷取

出來，最後與資料庫中註冊者臉部特徵值比

對，輸出辨識結果做為解鎖依據。經由實驗證

實本方法可應用在不同環境下的手機解鎖需

求。 

關鍵詞： 人臉辨識、膚色偵測、主成份分析。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dynamic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proposed and applied to be a tool 

for the screen unlock on a cell phone. For the 

scenario of the present screen unlock, users enter 

a password or draw graphics on the phone to 

unlock but usually some input errors may occur, 

e.g., password forgotten. As a result, there are 

several mobile phone using the built-in camera to 

capture still images of the user’s face to verify 

and unlock the screen. Unfortunately, A static 

face image of the user is probably stolen and 

succeed in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 unlock 

a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dynamic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using the built-in camera of the cell 

phone to capture several  facial  images 

continuously from left to right. Adaptive skin 

color is then used to detect the facial area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used to extract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human fa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variant environments to 

un lock  t he  sc r een  o f  t he  ce l l  phone . 

Keywords: Face recognition、Skin color 

detection、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1. 簡介 

生物特徵除了基因相同，否則每個人的生

物特徵皆會不同，經由特徵擷取[13]，發展出

不同的生物識別技術。目前發展出的生物識別

技術有指紋辨識[15]、虹膜辨識[17]、語音辨識

[11]、人臉辨識[20]等，可讓使用者更便利以及

安全性的提高。 

指紋辨識是最早期的生物識別技術。機

場、銀行、住家、公司大樓、保險箱，皆可看

到需要用指紋辨識的蹤跡，但因部分民眾有手

汗症或乾手症，導致指紋不明顯，不易辨識。 

有些機場的門禁系統上使用虹膜辨識來



  

認證身分[26]，阿姆斯特丹的 Schiphol 機場、

加拿大的 Calgary 機場、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

等，但辨識虹膜需要使用專門的儀器，花費成

本昂貴。 

Apple[24]的 IPhone 4s 提供語音助理

(Siri)，只要使用者說出想輸入的文字，像平常

與人對話一樣，不用自己動手，可省去輸入文

字時間，且此功能不僅只是語音輸入文字，連

操作功能也可用語音，如傳簡訊、打電話、設

定鬧鐘等，但常會發生的問題是無法正確辨別

使用者語音輸入的內容，導致輸出的文字不是

自己想要的。聯想[22]和百度推出的智慧型手

機 Lenovo LePhone A586，如圖(1)，提供語音

解鎖技術(Speaker Verification Technology)，此

款手機號稱全球第一隻使用聲紋辨識解鎖的

手機，但因此款手機未在台灣發售，所以無法

得知其優缺點。 

 

 

圖(1) 號稱全球第一隻使用聲紋辨識解鎖的

手機，Lenovo LePhone A586，提供語音解鎖

技術(Speaker Verification Technology)。 

 

目前市面上的手機解鎖方式多為密碼輸

入或者是圖形解鎖，但常發生忘記密碼、輸入

錯誤等問題，Google 與三星[25]聯名發表了一

款智慧型手機 Google GALAXY Nexus，如圖

(2)，這款為第一隻用臉部辨識解鎖 (Face 

Unlock)的手機，利用內建相機擷取臉部的靜態

影像進行身分比對做為解鎖的方式，但因為是

靜態影像辨識，盜用者可以竊取該使用者的臉

部影像輕易完成解鎖動作[23]。 

 

 

圖(2) 首款使用臉部辨識解鎖(Face Unlock)

的手機，Google GALAXY Nexus。 

 

本論文利用手機內建相機從左至右掃描

臉部，擷取人臉連續影像，膚色偵測使用

YCbCr 色彩空間提取膚色像素，提取出來的膚

色像素使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當濾波器，將主要特徵擷取出

來，最後與資料庫中註冊者臉部特徵值比對，

輸出辨識結果做為解鎖依據。 

本研究主要將內容分為五個章節，第二節

介紹使用之相關方法的背景；第三節為建置認

證系統的方法，包含膚色偵測、主成份分析當

過濾器等方法；第四節為測試後之實驗結果；

最後章節則為本論文的結論。 

 

2. 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 

膚色偵測大多數應用在臉部偵測、行為分



  

析等用途。目前有人利用膚色偵測[6]以及特徵

擷取來偵測出正確的臉部位置，也就是所謂的

臉部偵測[21]，而臉部偵測出來的結果可進而

做成臉部辨識[9]系統；當人與人溝通不清楚

時，很容易比手劃腳來輔助自己要表達的意

思，所以手便是最直接表達情緒以及含意的行

為之一，有人利用膚色偵測以及手勢特徵[12]

做分析以及判斷，再依據所得到的結果製成行

為分析系統[10]，可以做為人與人的情緒表達

以及互動交流。 

王元凱和王金發提出的”人臉偵測於數位

相機自動對焦之應用”[5]這篇文章使用高斯混

和模型來建立臉部膚色機率模型，並且建立灰

階色溫曲線自動化白平衡方法進行色溫偏差

補償修正，使用在數位相機的自動對焦定位功

能上。 

陳沛仲和林立偉提出的”應用網路攝影機

來辨識頭部轉向動作”[3]這篇文章先做膚色偵

測找出臉部區域，再找出眼睛以及嘴巴位置的

座標取得特徵值，最後使用類神經網路發展出

頭部轉向辨識系統。 

鄭芳炫和陳駿賢提出的”人臉偵測於數位

相框之應用 ”[4]這篇文章使用邊緣偵測、

Adaboost 等方法來做影像的前處理，再使用

OpenCV 進行人臉偵測的比較；以上方法可解

決記憶體空間不足、程式存放空間不足。此應

用最後會使用到數位相框。 

 

3. 研究方法 

本論文使用 YCbCr 色彩空間做為膚色偵

測方法來偵測連續影像的人臉，二值化後的影

像會留有雜訊，所以利用型態學中的開放運算

(Opening)及標記法裡的 4-連通區域將雜訊去

除，再使用主成份分析擷取主要特徵。 

 

3.1. 連續影像擷取 

本論文在動態影像中擷取使用者的臉部

角度，臉部角度為 0、45、90、135、180度。

如圖(3)。 

 

 

(a) 

 

(b) 

 

(c) 

 

(d) 

 

(e) 

 

圖(3) 使用者臉部(a)0度角。(b) 45度角。(c) 90

度角。(d) 135度角。(e) 180度角。 

 

3.2. 膚色偵測 

YCbCr 色彩空間常被拿來做為影片中的

連續影像處理或是數位攝影系統的使用[8,7]。



  

在 YCbCr 色彩空間中，Y 指的是亮度、Cb 與

Cr 指的是濃度偏重的藍色與紅色。 

一般常看到的顏色為 RGB 色彩空間所組

成的三原色，R 為紅色成份、G 為綠色成份、

B為藍色成份。上段敘述的亮度 Y則是由彩色

轉換成灰階影像的灰階值，灰階影像只有亮

度，沒有色彩成份，因此可以在偵測時忽略亮

度的影響，而且因為它的處理簡單容易使用，

所以在許多膚色偵測的研究上仍然被廣泛的

應用。YCbCr 是一種針對 RGB 資訊所做的資

訊轉換。轉換為 YCbCr，如式(1) [18]。 

(1)

YBCb

YRCr

0.114B0.587G0.299RY















 

膚色偵測的部分選擇使用 YCbCr 色彩空

間，因為 YCbCr 能有效的將亮度資訊分離，在

偵測時忽略亮度的影響，建立膚色範圍可有效

將膚色與非膚色分離，以達到較佳的影像辨識

率[14]。人類的臉型也比較符合橢圓形，因此，

在偵測臉部的部份使用 YCbCr 色彩空間也使

用橢圓模型。如圖(4)。 

 

 

(a) 

 

(b) 

圖(4) (a)利用 Cb和 Cr檢測膚色像素是否掉

落在橢圓模型。(b)使用 Y亮度成分排除較暗的

像素。 

 

3.3. 形態學 

目前有關膚色偵測的研究中，大多數都使

用形態學為去除雜訊的技術。將影像二值化

後，會發現影像中存在許多雜訊，形態學可以

把影像中不必要的雜訊做清除的動作，或是將

影像中有些破碎的地方填滿，以獲取更完整的

影像資訊。在形態學中分為膨脹運算(Dilation) 

以及侵蝕運算(Erosion)，再結合這兩種方式並

延伸為封閉運算 (Closing)以及開放運算

(Opening)[16]。 

膨脹運算主要是將目標物的邊緣結構向

外擴張，以形成將影像中的小區域破碎部分作

填滿的動作，來得到較完整的大區域影像資

訊。侵蝕運算主要是將目標物的邊緣結構向內

縮，用來刪除影像中不必要的雜訊，以降低影

像之後識別的誤判率。開放運算先做侵蝕運算

在做膨脹運算，以便處理影像中因光線所產生

的雜訊及處理影像中有斷開現象的問題。封閉

運算先做膨脹運算在做侵蝕運算，主要可將影

像中雜訊的部分去除，以降低因雜訊所產生的

誤判率。 

輸出後的影像使用開放運算將影像中雜

訊的部分去除，以降低因雜訊所產生的誤判

率，如圖(5)。 

 

 

圖(5) 使用開放運算後的影像。 

 

3.4. 標記法 

本文使用的是標記法裡的連通區域，運用

近鄰(neighbor)以及相鄰(adjacency)的概念將兩

像素連接，連通區域分為 4-連通(4-connected)

與 8-連通(8-connected)兩種，如圖(6)。連通區

域可去除點狀雜訊也可以找出影像中同一物



  

件的相連像素[2]。 

 

 

(a) 

 

(b) 

圖(6) (a)為 4-連通示意圖。(b)為 8-連通示意

圖。 

 

二值化的影像經由形態學處理過後，可能

還殘留無法過濾掉的點狀雜訊，因此連通區域

可再過濾掉非人臉區域或是雜訊，做完開放運

算後再使用標記法中的 8-連通，如圖(7)。 

 

 

圖(7) 使用開放運算後的影像。 

 

3.5. 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主成份分析能夠快速處理複雜的影像資

訊，且將其影像資訊簡化又可保留影像資訊的

主要成份[19,1]。主成份分析計算方式如下： 

 

3.5.1. 計算出共變異數矩陣(Covariance 

matrix) 

步驟 1：先將 M個樣本的二維陣列轉為一

維陣列，如圖(8)、(9)。 

 

 

圖(8) 將 N*N的二維陣列影像資訊轉成 *1

的一維陣列。 

 

 

圖(9) 將M個樣本的 N*N二維陣列影像資訊

轉成M個 *1的一維陣列。 

 

步驟 2：計算M 個樣本的平均值，如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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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計算每個樣本的差值向量，如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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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求M 個樣本的差值向量矩陣，如

式(4)。 

  (4),...,
2

,
1

　　DMDDA   

步驟 5：求得共變異數矩陣，如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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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計算出共變異數矩陣的特徵值 

求出特徵值 Mii ,...,2,1,  ，如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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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計算出單位特徵向量
 

步驟 1：求出向量解，利用聯立方程式，

如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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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使用 Gram-Schmidt 

orthogonalization process求線性的獨立單位特

徵向量，如式(8)、(9)、(10)以此類推。
 

  (8)1,...,12,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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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求得主成份向量，如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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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結果 

本實驗有四位人員進行測試，從連續影像

中取得臉部的 0、45、90、135、180 度，分別

在三種不同的環境以及光線下拍攝當訓練

集，如圖(10)。 

 

 

(a) 

 

(b) 

 

(c) 

圖(10) (a)、(b)、(c)分別為三種不同環境以及

光線拍攝連續影像擷取之 90度角當訓練集。 

 

經由 PCA計算取得臉部的特徵向量，如圖

(11)。 

 

 

(a) 

 

(b) 

 

(c) 

圖(11) (a)、(b)、(c) 為經由 PCA計算出之特

徵臉。 

 

使用四位人員的臉部影像當測試集，如圖

(12)。 

 

 

(a) 

 

(b) 



  

 

(c) 

 

(d) 

圖(12) (a)、(b)、(c)、(d)為測試集。 

 

使用者的訓練集以及錯誤率，如表(1)。 

表(1) 使用者的訓練集以及錯誤率 

 

 

5.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開發了動態人臉辨識技

術，以手機內建相機從左至右掃描臉部影像，

擷取人臉連續影像，進行膚色偵測判定人臉，

形態學、標記法去除雜訊等作為影像前處理，

再使用主成份分析將主要特徵擷取出來。 

錯誤率越低代表越接近使用者本人，經由

實驗證明，我們的實驗可以有效的辨識人臉。 

PCA需要大量的資料來訓練以及測試，所

以往後還需蒐集更多的臉部資訊，可以使得辨

識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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