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据标注领域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图像标注。图像标注也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

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最简单、最常用的数据标注类型,非
常直观且容易上手,因此大多数数据标注员都是从图像标注开始接触标注行业的。图像

标注目的是为了使计算机更好地识别图像,主要手段是把标注好的数据给计算机,告诉它

这是什么以及附带的相关信息。后面再依靠不断的强化学习,计算机算法就能够把未标

注的图像描述出图像内容,从而对图像进行处理。

5.1 图像数据特征和分析

5.1.1 图像标注的定义

  图像标注的本质是一个将标签添加到图像上,将视觉变成文本的过程。计算机根据

图像里面的信息自动生成相对应的描述文字,是自然语言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结合。其

目标范围既可以是在整个图像上仅使用一个标签,也可以是在某个图像内的各组像素中

配上多个标签,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做看图说话题目一样。我们也希望算法能够根据

图像而描绘其内容含义的自然语句和自然语言。这项工作同时涵盖图像理解和语言生

成,这些工作对于人类小朋友来说较为容易,但对于计算机视觉领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随着深度学习概念的到来,图像标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图像信息

到文本信息之间进行转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而坚实的后盾,实现了AI里

程碑式的发展。

5.1.2 图像处理的应用领域

通过对路况图片中的汽车和行人进行筛选、分类、标框等,可以提高安防摄像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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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的识别能力;
 

通过对医疗影像中的骨骼进行描点,特别是对病理切片进行标注

分析,能够帮助AI提前预测各种疾病;
 

对街景中红绿灯、车辆、高架桥等道路标注的画框

标注,可用于帮助自动驾驶和测量识别道路物体;
 

对人脸图像做描点处理,能帮助人工智

能告知是不同个体等,这些领域均为图像标注的常见应用。主要用于为计算机视觉的相

关算法提供数据集,下面取其中三个最常见的领域具体介绍。

1.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是利用人的脸部特征信息来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采用摄像

机或摄像头获取到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将检测到

的人脸进行信息识别的一系列相关技术,通常也叫作人像识别或面部识别。人脸识别由

于其采集成本低、识别效率高,在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
传统的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是通过可见光图像来进行的,这也是人们熟悉的识别方式,

已有30多年的研究历史。但这种方式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特别是在环境光照发生变化

时,识别效果会急剧下降,无法满足实际系统的需要。能解决光照问题的方案有三维图像

人脸识别和热成像人脸识别。可这两种技术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远不成熟,识别效

果不尽如人意。迅速发展起来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采用主动近红外图像的多光源人脸识

别技术。它能够克服光线变化的影响,已经取得了卓越的识别性能,在精度、稳定性和速

度方面的整体系统性能超过三维图像人脸识别。这项技术在近两三年迅速发展,使人脸

识别技术逐渐走向实用化。
人体的各个生理特征都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唯一性和不易被复制的优势特性为身份

鉴别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其他类型的生物特征识别比较,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非接

触性和并发性、操作简单、结果直观、隐蔽性好等特点。其实人脸识别技术是通过将人脸

信息进行多项分析处理得到的结果,其过程中有6个关键的步骤。

1)
 

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是为了寻找图片中人脸的位置。当有人脸出现在图片中时,会将人脸框选

出来,并给出一个坐标信息,或者将人脸切割出来,检测并定位出图片中的人脸特征关

键点。
可以使用方向梯度直方图(HOG)来检测人脸位置,具体方法是先将图片灰度化,接

着计算图像中像素的梯度。通过将图像转变成HOG形式,就可以获得人脸位置。

2)
 

人脸比对

人脸比对是把不同角度的人脸图像对齐成同一种标准的形状,如图5-1所示提取不

同图片或视频中人脸的特征,比对人脸特征的相似度,从而判断是否同一个人,并给出相

似度数值。
因为在不同时间获取的图片,不可能完全一致。在身份验证、小区门禁系统、闸机智

能验证、金融业认证、App人脸登录、企业刷脸考勤等场景中都需要用到。

3)
 

人脸属性分析

定位并标记出图片中人脸的位置,并且可对人脸中的耳、口、鼻、眼、眉等多个特征点

进行定位,还可识别出多种人脸属性,如年龄、性别、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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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一种人脸特征点位定义(见彩插)

4)
 

人脸活体检测

RGB静默、IR双目、3D结构光等多种活体检测算法,可拒绝照片、视频、人脸模具等

假人脸作弊攻击,保障人脸识别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5)
 

人脸搜索视频比对

从视频中精确搜索给定的图片,可广泛用于公安、工厂、小区的安防布控场景,从海量

视频中快速定位嫌疑人或特定人群。

6)
 

人脸识别

检测视频和图片中的人形、人头、五官、四肢等属性,应用于人脸识别抓拍机、摄像机

等产品中,采集点如图5-2所示。

图5-2 人脸识别头像标注(见彩插)

作为一项飞速发展的技术,人脸识别凭借着出色的运用优势,完全吻合物联网时代人

机交互的所需条件。人脸识别的市场十分广阔,许多新兴应用场景处于开发当中。目前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金融、安防、交通、教育以及智能家居等。现阶段市场主流的人脸识别

应用场景具体有如下几个。
(1)

 

金融行业。
人脸识别技术在金融领域主要作为身份核验的工具,已广泛运用在互联网金融、商业

银行等领域。各类商业银行目前均已配备人脸识别机器用于客户开户、存取款等业务。
随着互联网金融渗透率不断提高,手机、网银支付逐渐成为日常生活支付的主流方式,其
主要身份识别方法即人脸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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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检领域。
目前,智能安防发展得如火如荼,为了进一步提升安防应用的适用性,提高数据处理

的速度与效率,推动安防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预警发展,对数据标注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

是由于安检安防领域是人脸识别系统去支撑。目前在全国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等

人员进出通道均已搭配人脸识别技术,用来对乘客个人身份信息的验证。除此之外,交通

管理部门也将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于行人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提高城市管理

效率,主要应用场景如图5-3所示。

图5-3 安检入口处的人脸识别闸机通道

(3)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领域作为新兴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具体应用场景有智能人脸识别锁、扫地

机器人、智能冰箱、智能咖啡机等。人脸识别作为未来AIOT领域的主要交互方式之一,
渗透率逐渐提高。通过配备人脸识别技术,智能家居可以变得更加便利与安全,以满足万

物智联的需求。

2.
 

医疗影像

随着数据的暴增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AI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应用之

中。对于医疗行业来说,人工智能 AI是一种很好的工具,能够缓解医生资源紧缺的问

题,提高医生工作效率,可以承担部分影像筛查、分类、预警等前期工作,为紧张的医疗资

源带来有效缓冲,让医师解放出时间处理疑难病症。
医院可以利用AI进行范围内居民健康管理,通过人工智能AI模拟医生诊疗过程并

给出诊疗建议,实现人机协智的互联网智慧医疗模式,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跨区域、跨学

科、多中心的临床科研,加速医疗服务队伍专业化能力的培养。
医疗AI最终训练出来的模型好坏取决于医疗数据的来源和质量,模型不是难点,数

据才是真正的门槛。目前业界流传着一段话:
 

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
 

能。因此,人工

智能医疗影像标注是实现AI医疗的必要环节,影像数据的获取能力与标注能力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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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I
 

医学影像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精准的医疗影像标注,最终将深耕医疗行业,为
医疗行业做出贡献。

在医疗领域,主要标注方法有人体标框、3D画框、骨骼点标记、病历转录等应用,机器

学习能够快速完成医学编码和注释,以及在远程医疗、医疗机器人、医疗影像、药物挖掘等

场景的应用,助力于提供更高效的诊断与治疗,制订更为健全的医疗保险计划。
现如今医疗影像生成技术还不够成熟,且为专项领域,进入门槛比较高,因此做影像

标注的大多数是专业医生。影像标注与目标检测拉框标注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不过

标注起来需要结合较为严谨的专业医学知识,其对标注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一旦标注

出错,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医疗事故,这便是为何要求只能是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做,例
如在职医生和医学研究生。

如果出现了一些较为复杂的医疗影像,如图5-4所示的宫颈癌病理切片甚至在三甲

医院实习的医生都不能完成。目前获取医疗影像数据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靠国家政

府的公共数据,其二是与医疗机构协同,建立深层合作关系,获得高质量可靠的数据来源。

图5-4 宫颈癌病理切片标注(见彩插)

3.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系统是一个汇集众多高新技术的综合系统,系统采用先进的通信、计算机、
网络和控制技术,对车辆实现实时、连续控制。

无人驾驶汽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有赖于多方面技术的突破和创新。自动驾驶系

统相关的关键技术,包括环境感知、逻辑推理和决策、运动控制、处理器性能等。随着机器

视觉、模式识别软件和光达系统的进步,车载计算机可以通过将机器视觉、感应器数据和

空间数据相结合来控制汽车的行驶。因此技术的进步为各家汽车厂商自动驾驶的发展奠

定了基石。另一方面,普及还存在一些关键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车辆间的通信协议规

范、有人驾驶车辆和无人驾驶车辆共享车道的问题、通用的软件开发平台建立、多种传感

器之间信息融合以及视觉算法对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
要完好地实现上述功能,必定需要依赖人工智能的发展,即满足四个基本要素:

 

计算

力、海量数据、算法与决策以及传感器的数据采集。而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则高度依赖于

这四个基本要素,并且缺一不可。因此,自动驾驶也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终极场景。在汽车

自动驾驶的过程中,想要让汽车本身的算法做到处理更多、更复杂的场景,背后就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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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的真实道路数据做支撑,这就需要依靠数据标注。
自动驾驶包含的标注颇为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车辆和街景的图像信息,其需要标注

的内容有:
 

1)
 

路面标线类

白色实线、单黄实线、黄色虚线、黄色虚实线、白色虚线、黄色禁止停车线、导流线、禁
停网格线、人行道、道路箭头、减速带等。

2)
 

道路设施类

道路可行驶区域、栏杆、隔离栏、石墩、杆状物(竖直部分)、路边建筑、绿化植被、路灯、
红绿灯等。

3)
 

车辆车型类

非机动车、轿车(小型车辆)、货车(大型车辆)、其他机动车、行人等。

5.1.3 数据质量和标注标准

1.
 

数据质量标准

  人们日常所说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器学习,即从数据中自动训练获得规律,并
利用规律对未知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如何让机器学习从数据中更准确有效地获得规

律,这就是数据标注要做的事情。虽然机器学习领域在算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浅层学

习转变为深度学习,但缺乏高质量的标准数据集已经成为深度学习发展的瓶颈。其影响

数据质量的因素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信息因素、技术因素、流程因素和管理因素。

1)
 

信息因素

产生这部分数据质量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源数据描述及理解错误、数据度量的各种

性质(如数据源规格不统一)得不到保证和变化频度不恰当等。

2)
 

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主要由于具体数据处理时各技术环节的异常造成数据质量问题。数据质量

问题的产生环节主要包括数据创建、数据获取、数据传输、数据装载、数据使用、数据维护

等方面的内容。

3)
 

流程因素

流程因素是指由于系统作业流程和人工操作流程设置不当造成的数据质量问题,主
要来源于系统数据的创建过程、传递过程、装载过程、使用过程、维护过程和稽核过程等各

环节。

4)
 

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是指由于人员素质及管理机制方面的原因造成数据质量问题。
如今深度学习算法的训练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高质量的数据集,如果训练中

使用的标注数据集存在大量误差,将会导致机器学习训练不充分,无法获得规律,这样在

训练效果验证时会出现目标偏离,无法识别的情况。一般的数据在进行机器学习前都要

进行加工处理,使数据集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以此来提高算法的训练效果。当数据集的

整体标注质量只有80%的时候,机器学习的效果可能只有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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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标注质量逐步提高,机器学习的效果也会突飞猛进。但数据标注质量达到

90%以上的时候,机器学习效果的提升就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少量的标注数据就无法产

生好的效果,需要靠大量的数据进行迭代,才能拥有明显的优化效果。

2.
 

数据标注标准

对比人眼所见的图像而言,计算机所见的图像只是一堆枯燥的数字。图像标注就是

根据需求将这一堆数字划分区域,让计算机在划分出来的区域中找寻数字规律。如图5-5
所示场景实际图像转换为如图5-6所示的数字化呈现。

图5-5 场景实际图像

图5-6 图像在计算机中的呈现

不过对于深度学习训练图像识别其实是根据像素点进行的,因此图像标注的质量标

准也是根据像素点位判定,即标注区域的像素点越接近于实际物的边缘像素点,所标注的质

量就越高,随之的标注难度就越大。由于原始图片质量等原因,标注物的边缘可能存在一定

数量与实际边缘像素点灰度相似的像素点,这部分像素点会对图像标注产生干扰。面对各

类图像标注类型则需要使用不同的检验方式,下面对一些常用的图像标注方式进行说明。

1)
 

2D矩形框标注

对于标框标注,标注员应该先对需标记物最边缘像素点进行标绘,然后核查标框的四

周能否和标记物最边缘的像素点误差在1个像素以内。如图5-7所示,标框标注的上下

左右边框均与图中座椅最边缘像素点误差在1个像素以内,所以这是一张合格的标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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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

2)
 

分割标注

与标框标注相比,分割标注质量检验的难度在于标注时需要对标注物的每一个边缘

像素点进行检验。如图5-8所示,分割标注像素点与被标记物座椅边缘像素点的误差在1
个像素以内,才能是一张合格的分割标注图片。在其质量检验中需要特别注意检验转折

拐角,因为在图像中转折拐角的边缘像素点噪声最大,最容易产生标注误差。

图5-7 合格标框标注数据 图5-8 合格分割标注数据(见彩插)

5.1.4 常见的图像文件和标注结果格式

1.
 

常用图像标注结果格式———XML

  XML又可称为可扩展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是一种具有结构性的标

记语言,用于标记电子文件。XML的简易性,使得其能够在任何应用程序中读/写数据,
这使XML很快成为数据交换的唯一公共语言,虽然目前一些应用软件也支持其他格式

的数 据 交 换,但 不 久 之 后 它 们 都 将 支 持 XML,那 就 意 味 着 程 序 可 以 更 容 易 地 与

Windows、macOS、Linux以及其他平台下产生的信息结合,然后可以很容易加载XML数

据到程序中并分析它,并以XML格式输出结果。

1)
 

XML的特点

在计算机系统中,标记代表计算机所能理解的信息符号。通过此种标记,计算机之间

可以连通处理各类信息,如文章等。XML可以用来标记数据、定义数据类型,是一种允

许用户对自己的标记语言进行定义的源语言。它非常适合万维网传输,采用统一的方法

来描述和交换独立于应用程序以及供应商的结构化数据,是Internet环境中具有跨平台、
依赖于内容特征的技术,也是当今处理分布式结构信息的有效工具。早在1998年,W3C
就发布了XML

 

1.0规范,使用它来简化Internet的文档信息传输。既然此类格式文件如

此广泛,是拥有其何种特点才得到各界开发者的喜爱?
(1)

 

XML能够从HTML中分离数据。
即能够在HTML文件之外将数据存储在XML文档中,这样可以使开发者专注于用

HTML做好数据的显示和布局,并使得数据内容变化时不会导致 HTML文件也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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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而方便维护页面。XML也可以把数据以“数据岛”的形式存储在 HTML页面中,
开发者依然能够把精力集中到使用HTML格式化和显示数据上。

(2)
 

XML可成为交换数据的中转站。
对于开发者来说,最耗时间的工作就是在遍布网络的系统之间交换数据,然而计算机

系统和数据库系统所存储的数据却有多种形式。基于XML可以在不兼容的系统之间交

换数据,因此把数据转换为XML格式存储将大大减少交换数据时的复杂性,还可以使这

些数据能被不同的程序读取。
(3)

 

XML可应用于B2B中。
比如在网络中交换金融信息,目前XML已正成为遍布网络的商业系统间交换信息

所使用的主要语言,许多与B2B有关的完全基于XML的应用程序正在开发中。
(4)

 

利用XML能够实现数据共享。

XML格式数据是以纯文本格式存储,这使得XML更易读、更便于记录、更便于调

试,使得不同系统、不同程序之间的数据共享变得更加简单。
(5)

 

XML能够让数据充分利用。

XML是与软件、硬件和应用程序无关的,数据可以被更多的用户、设备所利用,而不

仅限于基于 HTML标准的浏览器。其他客户端和应用程序可以把XML文档作为数据

源来处理,就像操作数据库一样,XML格式的数据能被各式各样的“阅读器”处理。
(6)

 

XML可用于开发新的语言。
由XML发展来的有 WAP和 WML。WML(Wireless

 

Markup
 

Language,无线标记

语言)是用于标记运行于移动设备上的Internet程序工具,它就采用了XML的标准。
综上所述,XML使用一个简单而又灵活的标准格式,为基于 Web的应用提供了一个

描述数据和交换数据的有效手段。

2)
 

XML的规则

XML文件格式是纯文本格式,在许多方面类似于 HTML。XML由相应的元素组

成,每个XML元素包括一个开始标记 ,一个结束标记 以及两个标记之间的内容。例

如,可以将XML元素标记为价格、订单编号或名称。标记是对文档存储格式和逻辑结构

的描述。在形式上,标记中可能包括注释、引用、字符数据段、起始标记、结束标记、空元

素、文档类型声明(DTD)和序言。
具体规则如下。
(1)

 

必须有声明语句。

XML声明是XML文档的第一句,其格式如下。

   xml
 

version="1 0"
 

encoding="utf-8" 

(2)
 

注意大小写。
在XML的展示文档中,大小写是有区别的。例如,“A”和“a”是不同的标记。注意在

写数据时,前后标记的大小写要保持一致。编写此类文档时最好养成一种习惯,要么全部

大写,要么全部小写,或者大写第一个字母,这样可以减少因为大小写不匹配而产生的文

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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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ML文档有且只有一个根元素。
良好格式的XML文档必须有一个根元素,就是紧接着第一行声明后面所建立的第

一个元素,其他元素都是这个根元素的子元素,根元素包含文档中其他所有的元素。根元

素的起始标记要放在所有其他元素的起始标记之前;
 

根元素的结束标记要放在所有其他

元素的结束标记之后。
 

(4)
 

属性值使用引号。
在HTML代码里面,属性值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但是XML的规则里面,所有

属性值必须加引号(引号不做限制,可以是单引号,也可以是双引号),否则将被视为错误。
 

(5)
 

所有的标记必须有相应的结束标记。
在HTML中,标记可以不成对出现,而在XML中,所有标记必须成对出现,有一个

开始标记,就必须有一个结束标记,否则将被视为错误。
(6)

 

所有的空标记也必须被关闭。
空标记是指标记对之间没有内容的标记,如“”等标记。在XML中,规定所有的标记

必须有结束标记。

3)
 

XML的相关标准

虽然XML标准本身简单,但与XML相关的标准却种类繁多,W3C制定的相关标准

就有二十多个,采用XML制定的重要的电子商务标准就有十多个。这一方面说明XML
确实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结构化通用标记语言,并且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另一方面,这又为

了解这些标准带来一定的困难,除了标准种类繁多外,标准之间通常还互相引用,特别是

应用标准,它们的制定不仅使用的是XML标准本身,还常常用到了其他很多标准。

XML标准的体系与SGML标准的体系非常相似,XML相关标准也可分为元语言标

准、基础标准、应用标准三个层次。
(1)

 

元语言标准。
描述的是用来描述标准的元语言。在XML标准体系中就是XML标准,是整个体系

的核心,其他XML相关标准都是用它制定的或为其服务的。
(2)

 

基础标准。
这一层次的标准是为XML的进一步实用化制定的标准,规定了采用XML制定标准

时的一些公用特征、方法或规则。例如,XML
 

Schema描述了更加严格地定义XML文档

的方法,以便可以更自动化处理XML文档。

1XMLNamespace用于保证XML
 

DTD中名字的一致性,以便不同的DTD中的名字

在需要时可以合并到一个文档中。

2XSL是描述XML文档样式与转换的一种语言。

3XLink用来描述XML文档中的超链接。

4XPointer描述了定位到XML文档结构内部的方法。

5DOM定义了与平台和语言无关的接口,以便程序和脚本动态访问和修改文档内

容、结构及样式等。
(3)

 

应用标准。

XML已开始被广泛接受,大量的应用标准,特别是针对因特网的应用标准,纷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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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XML进行制定。有人甚至认为,XML标准是因特网时代的ASCII标准。在这因特网

时代,几乎所有的行业领域都与因特网有关。而它们与因特网发生关系,都必然要有其行

业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采用XML来制定。如图5-9所示为某XML文件内容。

图5-9 某图像标注XML文件内容

2.
 

常见图像文件格式

1)
 

BMP格式

BMP是Bitmap(位图)的缩写,是一种与硬件设备无关的图像文件格式,使用非常

广,能够被 Windows操作系统中多种应用程序所支持,是 Windows的标准图像文件格

式。随着 Windows操作系统的流行以及丰富的应用程序诞生,BMP图像格式理所当然

地被广泛应用。这种格式的特点是采用位映射存储格式,除了图像深度可选以外,不进行

任何压缩,几乎没有损耗,图像包含的信息较丰富,但因此导致了它与生俱来的缺点———
磁盘占用空间过大。所以,目前BMP在单机上比较流行。

2)
 

JPEG格式

JPEG是最常见的一种图像格式,应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网络和光盘读物上,都能

找到它的身影。它由联合照片专家组(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JPEG)开发并

命名为ISO
 

10918-1,JPEG仅仅是一种俗称而已。JPEG文件的扩展名为.jpg或.jpeg,
其压缩技术十分先进,它用有损压缩方式去除冗余的图像和彩色数据,获取极高压缩率的

同时能展现十分丰富生动的图像,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最少的磁盘空间得到较好的图像

质量。
同时,JPEG还是一种很灵活的格式,具有调节图像质量的功能,可以调节不同的压

缩比例对文件进行压缩,如最高可以把2.74MB的BMP位图文件压缩至40.6KB。当然

也完全可以在图像质量和文件尺寸之间找到平衡点。
目前各类浏览器均支持JPEG这种图像格式,因为JPEG格式的文件尺寸较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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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快,使得 Web页有可能以较短的下载时间提供大量美观的图像,JPEG因此也就顺

理成章地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图像格式。

3)
 

PNG格式

PNG(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是目前一种新兴的网络图像格式。1994年年底,
由于Unysis公司发表GIF拥有专利的压缩方法,要求开发GIF软件的作者须缴纳一定

费用,由此促使免费的PNG图像格式的诞生。其主要特点如下。
(1)

 

PNG一开始便结合了GIF及JPG两家之长,存储形式丰富,兼有GIF和JPG的

色彩模式,打算一举代替这两种格式;
 

(2)
 

能把图像文件压缩到极限以利于网络传输,但又能保留所有与图像品质有关的

信息,因为PNG是采用无损压缩方式来减少文件的大小,这点与牺牲图像品质以换取高

压缩率的JPG有所不同。
(3)

 

显示速度很快,只需下载1/64的图像信息就可以显示出低分辨率的预览图像。
(4)

 

PNG无法进行动画应用效果,如果在这方面能有所涉及,简直就可以完全替代

GIF和JPEG了。

Macromedia公司的Fireworks软件的默认格式就是PNG。现在,越来越多的软件

开始支持这一格式,而且在网络上也越来越流行。

5.1.5 图像标注各类型介绍

图像标注方式有矩形框标注、3D标注、多边形拉框、打点、语义分割等。当然,具体标

注的方法取决于实际项目所使用到的图像标注类型。计算机视觉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大

量图像标注数据的支撑,随着各类图像检测、识别算法的商业化落地,市场对图像标注的

精准度愈发严格,为了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图像标注方法。

1.
 

2D边界拉框

2D边界框又叫矩形框,标注用途广泛且简单明了,是计算机视觉中最常用最广泛的

图像标注类型之一。该标注负责在图像中的某些对象周围绘制框,边框应尽可能地靠近

对象的每个边缘。边界框圈出目标,并协助计算机视觉网络找出感兴趣的目标。边界框

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目标,而且能大幅提升目标检测系统的准确度,其实质的应用场景

如下。

1)
 

自动驾驶

2D边界框标注多数会出现在目标检测模型运用里,显然自动驾驶系统就是其典型应

用场景,定位捕获交通图像内的车辆、行人等实体就必不可少。

2)
 

智能建筑

另外还能用在建筑工地上为目标归类创建分类目标的模型,分析工地安全,让机器识

别出不同环境中的目标。

3)
 

智能超市

如图5-10所示2D边界框可以用于标注产品的图像,识别杂货店的食品及其他物品,
自动监测结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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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2D边界框在自动驾驶中的标注场景(见彩插)

2.
 

3D标注

3D标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图像标注,与边界框非常相似,是在立体图像中识别对象

并在其周围绘制边框。与仅描绘长和宽的2D边界框不同,3D长方体则标注了对象的

长、宽和近似深度,让目标以三维效果呈现,使计算机视觉系统在三维空间中学会区分体

积和位置等特征。
如图5-11所示使用3D长方体标注,可以绘制一个框将感兴趣的对象封装起来,并将

锚点放置在对象的每个边缘。如果对象的一个边缘不可见或被图像中的另一个对象所遮

挡,那就需要根据该对象的大小、高度以及图像的角度,来估算其边缘的位置。
该标注类型常用来开发能够运动的自动系统,从而预测目标在其周围环境中的状况。

例如,自动驾驶车辆和移动机器人的计算机视觉系统。

图5-11 3D标注呈现效果(见彩插)

3.
 

多边形

很多时候,图像中的目标由于光照、角度或者遮挡等原因,其形状、大小或方向无法很

好地与2D边界框或3D长方体适配上。同时,开发人员希望对图像中的目标进行更加精

确的标注。在这些情况下,便需要选择另一种图像标注技术———多边形进行标注。其也

是边界框背后理论的扩展,复杂的多边形比单纯的框更能精确地检测出目标的位置和

边界。
在使用多边形时,通常会在需要标注的对象外边缘,标记许多个点来绘制成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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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连点成线,勾勒轮廓”相似。和边界框相比,多边形标注能够捕捉不规则形状的目

标,切掉目标边缘无用像素,避免给分类标准造成困扰,提升模型的精确度。其主要应用

场景如下。

1)
 

自动驾驶

因为多边形能勾勒物品轮廓,消除边界框中的无用像素,多边形分割在自动驾驶中非

常有用,能够突出显示标志和路标等不规则物体。

2)
 

X光片

多边形可用于在医用X射线中标记器官,以便将它们输入深度学习模型,以训练X
射线中的畸形或缺陷。

3)
 

卫星图片

它还能用来精确标注众多不规则目标,如卫星和无人机所检测的对象。如图5-12所

示需精确探测水生物,多边形分割也比边界框更好。

4.
 

线和样条线

线标注包含直线和曲线,主要用于描绘图像的各个部分。当需要标注且划分界限的

部分太小或者太薄,边界框等方法无法描绘时,便可使用线标注。其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1)
 

道路场景

尽管线和样条线可以被用于多种用途,但最好用在如图5-13所示外观重要特征为线

形的目标中,它们在此主要被用于训练驾驶系统,以识别车道及其边界。

图5-12 多边形标注应用场景 图5-13 道路场景中的线性标注(见彩插)

2)
 

仓库机器人

线和样条线也可以被用于训练仓库里的机器人,让它们能够整齐地将箱子挨个摆放,
或是将物品准确地放置到传送带上。

3)
 

制造行业

线和样条可用于标注工厂的图像线跟随机器人工作。这可以帮助自动化生产过程,
人力劳动可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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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义分割

和上述主要着手于描绘对象的外部边缘(或边界)标注不同,语义分割则要更加精确

和具体一些。其流程是根据物体的属性,把复杂不规则的图像分割成不同区域,整个图像

中的每个像素与标签属性相关联的过程。
例如,图片中一部分可能是“天空”,而另一部分可能是“草地”,语义分割的关键是,各

区域由语义信息所定义。在一些需要用到语义分割的项目中,一般会给标注工具提供一

系列预定义的标签,以便在定义过程中能够从中选择需要标记的内容。其应用场景如下。

1)
 

医学成像

针对提供过来的患者照片,标注工具将从解剖学角度对不同的身体部位,打上正确的

部位名称标签。因此,语义分割可以被用于处理诸如“在CT扫描图像中标记脑部病变”
之类难度较大的特殊任务。

2)
 

自动驾驶汽车

图像标注可以利用语义分割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进行标记,使车辆能够感知到道路

上的障碍物,分辨出道路、草地和人行道的各个区域。

3)
 

农田分析

使用如图5-14所示的语义分割标注,检测杂草和特定的作物类型,检测森林和雨林

的毁坏和生态系统破坏,促进生态保护。

图5-14 语义分割标注结果(见彩插)

6.
 

特征点位标注

因为特征点标注在图片上创建点,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点标注。仅仅几个小点就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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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细小纷繁的目标归类。但特征点标注常常使用许多点来描绘目标的轮廓或框架。
特征点大小多样,大些的点有时会用来在区域中区分出重要/标志区域。特征点/点标注

用点表示目标,所以最主要的用法是检测并量化小型目标。例如,城市鸟瞰图需要用特征

点检测来找到车辆、房屋、树木、水池等感兴趣的目标。也就是说,特征点标注也有其他用

法。将重点特征点结合起来便能创建目标轮廓,就像是连点拼图的游戏。这些点形成的

轮廓能用来识别面部特征,或者分析人的动作或姿势。其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1)
 

面部识别

追踪多个特征点能轻松识别出面部表情和其他面部特征。

图5-15 脸部特征点位标注

2)
 

生物学领域的几何形态测量

如图5-15所示人脸骨骼点、场景目标物体以及

统计模型。

7.
 

其他图像标注类型

1)
 

云标注

点云是三维数据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通过激

光雷达等传感器,能够采集到各类障碍物以及其位

置坐标,而标注员则需要将这些密集的点云分类,并
标注上不同属性。

2)
 

目标跟踪

目标跟踪是指在动态的图像中,进行抽帧标注,
在每一帧图片中将目标物体标注出来,描述它们的运动轨迹,这类标注常应用于训练自动

驾驶模型以及视频识别模型。

3)
 

属性判别

属性判别是指通过人工或机器配合的方式,识别出图像中的目标物体,并将其标注上

对应属性。
总之,只要选择对应且正确的标注方法,计算机视觉便能实现所有的目标。在了解图

像标注的众多种类和用例后,最好进行实验,付诸实践,从而掌握实际应用中的最佳方法。

5.2 图像数据采集和整理

5.2.1 数据采集的渠道和方法

  数据采集,又称数据获取,是利用一种装置从系统外部采集数据并输入到系统内部一

个接口的过程。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今天,数据采集的重要性是十分显著的,它是计算机

与外部物理世界连接的桥梁纽带。面对各种类型信号采集,其难易程度差别会很大,实际

采集时,杂质和噪声也可能带来一些麻烦。
数据采集时,有一些基本原理要注意,往往原始材料与第一手资源针对性强且更为准

确。但相应的采集比较耗时耗力,而对于互联网信息以及文献资料、研究报告等丰富的现

成资料,采集相对比较快捷,其中还有更多的实际问题要解决。数据采集技术广泛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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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如摄像头、麦克风,都是常见的数据采集工具。
对于来自不同领域的源数据,需要遵循特定的数据采集流程。具体而言,数据采集在

明确数据来源之后,可以根据特定行业与应用定位,确定采集的数据范围与数量,并通过

核实的数据采集方法,展开后续的数据采集工作。
在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数据采集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及分布式领域,数

据采集领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分布式控制应用场合中的智能数据采集系统

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总线兼容型数据采集插件的数量不断增大,与个

人计算机兼容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数量也在增加。
国内外各种数据采集机先后问世,将数据采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目前一些大

数据公司和很多数据研究机构,获取图像数据的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四种。

1.
 

系统日志采集

日志文件是用于记录数据源执行的各种操作行为,包括股票记账、流量管理、Web服

务器记录等用户访问行文的记录,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有自己的海量数据采集工具,多用于

系统日志采集。如Hadoop的Chukwa,Cloudera的Flume,Facebook的Scribe等,这些

工具均采用分布式架构,能满足大数据的日志数据采集和传输需求。

2.
 

互联网数据采集

通过网络爬虫或者网站公开API等方式从网站上获取数据信息,该方法能够按照一

定的规则,自动地把数据从网页中抽取出来进行处理,使其统一存储到本地数据文件。它

可以支持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或附件的采集,同时附件与正文可以自动关联。处理网

站中包含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使用DPI或DFI等带宽管理技术实现对网络流量的采集。

3.
 

App移动端或终端数据采集

App是获取用户移动端数据的一种有效方法,App中的SDK插件可以将用户使用

App的信息汇总给指定服务器,即便用户在没有访问时,也能获知用户端的相关信息,包
括安装应用的数量和类型等。单个App用户规模有限,数据量有限;

 

但数十万 App用

户,获取的用户终端数据和部分行为数据也会达到数亿的量级。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道路或者商场内部的监控摄像头,还有各种语音控制设备都是

良好的数据采集方式,这些终端通过日常的工作形态,将其运作过程中的数据保存下来,
后期再经过合理的清洗和分类,就能获得最真实原始的计算机视觉训练数据。

4.
 

向数据服务机构进行购买

有很多专门做行业研究的组织、公司和数据服务机构,能够在某一特定领域获得大量

的数据,通常具备规范的数据共享和交易渠道,这些组织、公司和机构会通过有偿或无偿

的方式将数据共享给数据需求者,人们可以在平台上快速、明确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数

据。而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数据或学科研究数据等保密性要求较高的数据,也可以通过与

企业或研究机构合作,使用特定系统接口等相关方式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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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常见的数据采集方法,当然针对特定项目场景算法模型的需要,在通过上述

批量获取数据之外,对于一些人像、车辆、街景等数据需求者可以自行采集数据,到相似现

场进行拍摄收集图片,对语音可进行人工朗读、转录成音频文件来收集,或者直接从书籍、
文章中提取特定文本内容等。也可以委托数据标注平台采集数据,现在很多数据标注平

台都提供数据采集的业务,它们将数据采集任务以众包的形式发布在网站上,付费给网友

来协助采集。

5.2.2 图像数据采集案例

前文介绍了数据采集的方法和流程之后,下面来具体描述一些常见数据采集项目的

过程与要求。

1.
 

人脸数据采集

关于人脸数据的获取,可以从第三方数据机构进行购买,或者可自行准备一些采集设

备进行收集。在采集之前,应该需要提前了解应用场景,明确采集数据的规格,对包括年

龄、人种、性别、表情、拍摄环境、姿态分布等予以准确限定,明确图片尺寸、文件大小与格

式、图片数量等要求,同时在获得被采集人许可之后,还需对被采集人拍摄不同光线、不同

角度、不同表情的数据,并在收集后对数据做脱敏处理。
如下为一个简单的人脸数据采集项目的示例卡片。

  年龄分布———18~30岁

性别分布———男女比例:
 

6∶4
人种分布———黑种人:

 

50;
 

白种人:
 

40;
 

黄种人:
 

10
表情类型———正常,挑眉,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向下看,闭左眼,闭右眼,微张

嘴,张大嘴,嘟嘴,微笑,大笑,惊讶,悲伤,厌恶

采集方式———自行使用采集设备

拍摄环境———光线亮的地方,光线暗的地方,光线正常的地方

图片尺寸———1200×1600
文件格式———JPG
数据量级———20000
适用领域———人脸识别,人脸检测

2.
 

车辆数据采集

在对车辆数据的采集中,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交通监控视频进行图片抓取,数据中最

好包含车牌、车型、车辆颜色、品牌、年份、位置、拍摄时间等车辆信息。定好统一的图片尺

寸、文件格式、图片数量规定,必要时做脱敏处理(即数据漂白),实时保护隐私和敏感

数据。
如下为一个车辆数据采集项目示例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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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型类型———小轿车、SUV、面包车、客车、货车、其他

车辆颜色———白、灰、红、黄、绿、其他

拍摄时间———光线亮的时候,光线暗的时候,光线正常的时候

车牌颜色———蓝、白、黄、黑、其他

图片尺寸———1024×768
文件格式———JPG
图片数量———75000张

适用领域———自动驾驶、车牌识别

3.
 

街景数据采集

与车辆数据采集相同,街景数据采集也能来自监控视频,可将视频进行截图与收集,
还可借助车载摄像头、水下相机等进行街景拍摄。例如,谷歌在进行街景拍摄时,通过采

集、定位到街景传感器吊舱、街景眼球、街景塔、街景三轮车、街景雪地车、街景水下相机等

多种渠道进行全方位图像采集。采集的街景数据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十字路口、隧道、高
架桥、信号灯、指示标志、行人与车辆等场景。同时,对于采集的数据需要做统一的图片尺

寸、文件格式、图片数量规定与脱敏处理。
如下是一个街景数据采集项目示例卡片。

  数据环境———城市道路

路况类型———十字路口、高架桥、隧道

数据量级———10000张

采集设备———车载摄像头

图片尺寸———1920×1200
文件格式———PNG
图片数量———15000张

应用领域———自动驾驶

4.
 

人体姿态采集

数据对象:
 

办公室及相应工作场景周边的人体姿态。
如下是一个人体姿态采集项目示例卡片。

  图片要求———不能直接在网络上获取,必须是真实拍摄的照片,不可以做修改

年龄分布———18~60岁

性别分布———男女比例:
 

1∶1
拍摄光线要求:

 

正常光线、较暗光线和较亮光线

照片清晰度:
 

清晰度大于1080P,无闪光灯及其他灯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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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格式:
 

JPG
照片数量:

 

30000张

适用领域:
 

人体识别

1)
 

场景1:
 

办公室内

姿态要求:
 

(1)
 

手平放在桌子上,露出胳膊之间的间隙,左前方放置绿植遮挡部分手臂,遮挡部

分不超过左手臂的三分之一。
(2)

 

左手平放在桌子上,右手五指张开,直立在桌子上,不要遮挡身体躯干,且要求露

出胳膊之间的空隙。
(3)

 

左手平放在桌子上,右手五指张开,直立在桌子上,不要遮挡身体躯干,且要求露

出胳膊之间的空隙,左前方放置绿植遮挡部分手臂,遮挡部分不超过左手臂的二分之一。

2)
 

场景2:
 

办公室过道

指房间与其他房间或墙面形成的狭窄区域,非写字楼的楼道及其他场景的楼道。姿

态要求:
 

(1)
 

单人全身出镜,不要遮挡面部。
(2)

 

站立于过道中间,不要依靠两侧墙体或其他物体。

3)
 

场景3:
 

其他工作场景

如业务大厅工作人员、教室等。
姿态要求:

 

靠墙环抱手臂,双臂环抱胸前,臂膀紧靠在墙上,墙体完整且不为纯白色。
室内站立状态下正面背靠绿植或侧面靠绿植。所有照片不可以佩戴口罩或用其他物品遮

挡面部。桌面除绿植外,不要有其他物体,单人上半身出镜。

5.
 

停车位和交通标志采集

  采集对象:
 

车位范围及交通标志

采集场景:
 

停车场和标识道路

采集地域:
 

武汉、上海、广州、深圳

采集内容:
 

采集各个停车场停车位图片,以及在停车过程中采集交通标志图片

采集方法:
 

驾驶员负责开车,采集员负责在后排拍摄

图片格式:
 

JPG
图片数量:

 

300000张

停车场个数:
 

500个

适用领域:
 

自动停车

5.2.3 数据预处理和清洗

数据预处理是一种数据挖掘技术,其目的是把原始数据转换为可以理解的格式或者

符合数据挖掘的格式。现实世界中获取的数据是大部分不完整、不一致的脏数据,无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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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行数据挖掘或者数据挖掘结果差强人意。为了提高数据挖掘的质量,产生了数据预

处理技术。数据预处理有多种方法,包括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归约、数据变换。需要

注意的是,这些方法不一定会同时使用,或者有时几种方法会结合在一起使用。在数据挖

掘之前使用数据预处理技术先对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将极大地提高数据挖掘的质量,降
低实际数据挖掘所需的时间。

当数据质量核查完毕之后,针对有问题的数据要进行数据清洗和转换,并且还包含对

合格数据的转换。如图5-16所示数据清洗从名字上也看得出就是把“脏”的“洗掉”,指发

现并纠正数据文件中可识别的错误的最后一道程序,包括检查数据一致性,处理无效值和

缺失值等。因为获取数据后,并不是每一条数据都能够直接使用,来自各处数据源的数据

内容并不“完美”。有些数据存在缺失不完整,有的数据存在噪声不一致,有的数据异常存

在错误和重复,按照一定的规则把异常数据“洗掉”,这就是数据清洗。

图5-16 数据清洗流程

1.
 

数据清洗流程

在具体的数据清洗流程中,能够按指定错误类型、判断错误实例、修正发现错误、正确

数据回收的具体流程来进行开展。

1)
 

指定错误类型

在这个环节中,能够通过手动检查或者数据样本的分析方式,检测分析数据中包含的

异常,然后在此基础上定义清洗转换规则和工作流程。根据数据源的数量以及缺失、不一

致或者冗余情况,决定数据转换和清洗步骤。

2)
 

判断错误实例

在核查过程中,如果只利用人工方式,一般耗时耗力,准确率也难以保障。因此在这

个过程中,能够首先通过统计、聚类或者关联规则的方法,自动检查数据的属性错误。提

高核查的效率,且扩大范围,使之发现更多的错误。

3)
 

修正发现错误

对于纠正错误,便按照最初定义的数据清洗要求和工作流程有序进行。在纠正过程

中,为了方便处理,应该对数据源进行分类处理,并在同一类型数据中将属性值统一格式,
做标准化处理。

此外,在处理之前还应该对源数据进行备份,以免造成数据修改错误或者意外丢失,
需要进行撤销操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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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确数据回收

通过以上三大环节,基本可以得到正确干净的数据,这时需要把原来的“脏”数据给替

换掉,实现干净数据回流,以提高数据质量,同时也避免了将数据重复清洗的工作。

2.
 

数据清洗的主要作用

1)
 

修改错误

出错的数据是数据源环境中一直都存在的一类问题。数据错误的形式包括以下。
(1)

 

数值错误。
数据直接是错误的,例如,超过固定域集、超过极值、拼写错误、属性错误、源错误等。
(2)

 

类型错误。
数据的存储类型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日期类型的以数值型存储,时间戳存为字符

串等。
(3)

 

编码错误。
存储的数据编码错误,例如,将UTF-8写成UTF-80。
(4)

 

格式错误。
存储的数据格式问题,如半角全角字符、中英文字符等。
(5)

 

异常错误。
如数值数据输成全角数字字符、字符串数据后面有一个回车操作、日期越界、数据前

后有不可见字符等。
(6)

 

依赖冲突。
某些数据字段间存储依赖关系,例如,城市与车牌字符应该满足对应关系,但可能存

在二者不匹配的问题。
(7)

 

多值错误。
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字段存储的是单个值,但也存在一个字段存储多个值的情况,其

中有些可能是不符合实际业务规则的。
这类错误产生的原因是业务系统不够健全,尤其是在数据产生之初的校验和入库规

则不规范,导致在接收输入后没有进行判断或无法检测而直接写入后台数据库造成的。

2)
 

剔除重复数据

因为各类情况,数据集中可能存在重复记录或重复字段(列),对于这些重复项目(行
和列)需要做去重处理。对于重复数据的处理,基本方式是“排序和合并”,先把数据库中

的记录按一定规则排序,然后通过比较邻近记录是否相似来检测记录是否重复。这里面

其实包含两个操作,一是排序,二是计算相似度。
(1)

 

常见的排序算法。
插入排序、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快速排序、堆排序、归并排序、基数排序、希尔排序。
(2)

 

常见的判断相似度的算法。
基本的字段匹配算法、标准化欧氏距离、汉明距离、夹角余弦、杰卡德距离、马氏距离、

曼哈顿距离、闵可夫斯基距离、欧氏距离、切比雪夫距离、相关系数、信息熵。
对于重复的数据项,尽量需要经过业务确认并进行整理提取出规则。在清洗转换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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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于重复数据项尽量不要轻易做出删除决策,尤其不能将重要的或有业务意义的数据

过滤掉,校验和重复确认的工作必不可少。

3)
 

统一规格

大多数项目的数据都来自不同系统,且分散在各个业务线,不同业务线对于数据的要

求、理解和规格不同,会导致对于同一数据对象描述规格完全不同,因此在清洗过程中需

要统一数据规格并将具有一致性的内容抽象出来。数据字段的规则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统一。
(1)

 

名称。
对于同一个数据对象的名称首先应该是一致的。例如,对于访问深度这个字段,可能

的名称包括访问深度、人均页面浏览量、每访问PV数。
(2)

 

类型。
同一个数据对象的数据类型必须统一,且表示方法一致。例如,普通日期的类型和时

间戳的类型需要区分。
(3)

 

单位。
对于数值型字段,单位需要统一。例如,万、十万、百万等单位度量。
(4)

 

格式。
在同一类型下,不同的表示格式也会产生差异。例如,日期中的长日期、短日期、英

文、中文、年月日制式和缩写等格式均不一样。
(5)

 

长度。
同一字段长度必须一致。
(6)

 

小数位数。
小数位数对于数值型字段尤为重要,尤其当数据量累积较大时会因为位数的不同而

产生巨大偏差。
(7)

 

记数方法。
对于数值型等的千分位、科学记数法等的记数方法的统一。
(8)

 

缩写规则。
对于常用字段的缩写,例如,单位、姓名、日期、月份等的统一。例如,将周一表示为

Monday还是 Mon还是 M。
(9)

 

值域。
对于离散型和连续型的变量都应该根据业务规则进行统一的值域约束。
(10)

 

约束。
是否允许控制、唯一性、外键约束、主键等的统一。
统一数据规格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确认不同业务线带来数据的规格一致性,这需

要业务部门的参与、讨论和确认,以明确不同体系数据的统一标准。

4)
 

修正逻辑

如果一个数据集的来源存在多个数据集,很可能存在数据异常或冲突的问题。例如,
不同的数据源对于订单数量的数据统计冲突问题,结果出现矛盾的记录。通常,这是由于

不同系统对于同一个数据对象的统计逻辑不同而造成的,逻辑的不一致会直接导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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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
 

除了统计逻辑和口径的差异,也有因为源数据系统基于性能的考虑,放弃了外

键约束,从而导致数据不一致的结果;
 

另外,也存在极小的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通常由于

并发量和负载过高、服务器延迟甚至宕机等原因导致数据采集的差异。
对于这类数据矛盾,首先需要明确各个源系统的逻辑、条件、口径,然后定义一套符合

各个系统采集逻辑的规则,并对异常源系统的采集逻辑进行修正。
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业务规则的错误导致的数据采集的错误,此时需要从源头纠

正错误的采集逻辑,然后再进行数据清洗和转换。

5)
 

转换构造

数据变换是数据清理过程的重要步骤,是对数据的一个标准处理,几乎所有的数据处

理过程都会涉及该步骤。数据转换常见的内容包括:
 

数据类型转换、数据语义转换、数据

值域转换、数据粒度转换、表/数据拆分、行列转换、数据离散化、数据离散化、提炼新字段、
属性构造等。

(1)
 

数据类型转换。
当数据来自不同的数据源时,不同类型的数据源数据类型不兼容可能导致系统报错。

这时需要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类型进行统一转换为一种兼容的数据类型。
(2)

 

数据语义转换。
传统数据仓库中基于第三范式可能存在维度表、事实表等,此时在事实表中会有很多

字段需要结合维度表才能进行语义上的解析。例如,假如字段 M的业务含义是浏览器类

型,其取值分别是1/2/3/4/5,这5个数字如果不加转换则很难理解为业务语言,更无法

在后期被解读和应用。
(3)

 

数据粒度转换。
业务系统一般存储的是明细数据,有些系统甚至存储的是基于时间戳的数据,而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是用来分析的,不需要非常明细的数据。一般情况下,会将业务系统数据按

照数据仓库中不同的粒度需求进行聚合。
(4)

 

表/数据拆分。
某些字段可能存储多种数据信息,例如,时间戳中包含年、月、日、小时、分、秒等信息,

有些规则中需要将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时间属性进行拆分,以此来满足多粒度下的数据聚

合需求。同样地,一个表内的多个字段,也可能存在表字段拆分的情况。
(5)

 

行列转换。
某些情况下,表内的行列数据会需要进行转换(又称为转置),例如,协同过滤的计算

之前,user和term之间的关系即互为行列并且可相互转换,可用来满足基于项目和基于

用户的相似度推荐计算。
(6)

 

数据离散化。
将连续取值的属性离散化成若干区间,来帮助消减一个连续属性的取值个数。例如,

对于收入这个字段,为了便于做统计,根据业务经验可能分为几个不同的区间:
 

0~3000、

3001~5000、5001~10000、10001~30000、大于30000,或者在此基础上分别用1、2、3、

4、5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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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数据标准化。
不同字段间由于字段本身的业务含义不同,有些时间需要消除变量之间不同数量级

造成的数值之间的悬殊差异。例如,将销售额进行离散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销售额之间由

于量级关系导致的无法进行多列的复合计算。数据标准化过程还可以用来解决个别数值

较高的属性对聚类结果的影响。
(8)

 

提炼新字段。
很多情况下,需要基于业务规则提取新的字段,这些字段也称为复合字段。这些字段

通常都是基于单一字段产生,但需要进行复合运算甚至复杂算法模型才能得到新的指标。
(9)

 

属性构造。
在有些建模过程中,也会需要根据已有的属性集构造新的属性。例如,几乎所有的机

器学习都会将样本分为训练集、测试集、验证集三类,那么数据集的分类(或者叫分区)就
属于需要新构建的属性,用户作机器学习不同阶段的样本使用。

6)
 

数据压缩

数据压缩通常是表示在保持原有数据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不丢失有用信息的

前提下,按照一定的算法和方式对数据进行重新组织的一种技术方法。
对大规模的数据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与数据计算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所以在这

之前需要进行数据的约减和压缩,减小数据规模,而且还可能面临交互式的数据挖掘,根
据数据挖掘前后对比对数据进行信息反馈。这样在精简数据集上进行数据挖掘显然效率

更高,并且挖掘出来的结果与使用原有数据集所获得结果基本相同。
数据压缩的意义不止体现在数据计算过程中,还有利于减少存储空间,提高其传输、

存储和处理效率,减少数据的冗余和存储的空间,其包括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两种类型。
数据压缩常用于磁盘文件、视频、音频、图像等,这对于底层大数据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数据压缩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
 

(1)
 

数据聚合。
将数据聚合后使用,例如,如果汇总全部数据,那么基于更粗粒度的数据更加便利。
(2)

 

维度约减。
通过相关分析手动消除多余属性,使得参与计算的维度(字段)减少;

 

也可以使用主

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进行维度聚合,得到的同样是更少的参与计算的数据维度。
(3)

 

数据块消减。
利用聚类或参数模型替代原有数据,这种方式常见于多个模型综合进行机器学习和

数据挖掘。

3.
 

常见数据清洗的方法

根据上面所述,如果需要获取到高质量的数据,则在拿到数据之后,需要将不规整的

数据转换为优质数据,因而完成准确、简洁的数据清洗工作便成为数据预处理中的重要环

节。面对不同的业务需求,数据清洗包含以下几种方法。

1)
 

数据缺失处理

当数据到达我们手上时,难免会丢失部分信息,无法做到全部完成。例如,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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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在传输过程中经过了压缩处理、表格中的列值不会全部强制性不为空类型、设备异

常对数据改变没有日志记载等。面对这些问题,解决的方法大致为以下三种。
(1)

 

消除存在缺失值的日志记录。
就是将含有缺失属性值的对象直接删除,从而得到一个完备的数据信息。理论上讲,

删除具有缺失值记录的方法主要有直接删除法和权重法。其中,直接删除法是对缺失值

进行处理的最原始、最简单的方法。在缺失属性的数据占整个数据集比例较小时,这种方

法比较适用,一般是在进行分类任务中缺失类别标号属性时常采用。如果数据集中大量

的数据都存在缺失值问题,则此种方法失效。或者整体的数据量级过小,这样删除宝贵的

数据资源,便会很大地影响挖掘结果的准确性。
(2)

 

补全缺失值。
采用一定的值对缺失的属性进行填充补齐,进而使数据信息完备化。填补缺失值的

核心观念是通过最可能出现的值来补全缺失值,这相对于把不完全样本全部删除所造成

的信息丢失要少得多。在数据挖掘中,面对的一般都是大型的数据库,数据会附带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属性,因为其中一个属性的错误或者丢失,而抛弃其他大量的属性值,是对信

息的极大浪费,因此便有了以可能值对缺失值进行填补的思想与方法,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方法。

①
 

人工填写:
 

需要用户对数据相关信息属性非常了解,面对大数据集时,此种方法

效率太低。

②
 

指定值填充:
 

将所有空值使用一个指定值进行填充,使用此方法有可能导致严重

的数据偏离。

③
 

均值填充:
 

如果缺失的是定量数据,则用该字段存在值的平均值来插补缺失的

值,即数值型数据属性;
 

如果缺失的是定性数据,则依照统计学中的众数原理,用该属性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值来插补缺失的值。
(3)

 

最大可能性的预估填补。
在缺少情况为随机缺失的条件下,假如模型对于完整的样本是正确的,那么通过观测

数据的边际分布可以对未知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这种方法也称为忽略缺失值的极大

似然估计。对于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实际中常采用的计算方法是期望值最大化。使用

前提是增大样本,并且有效样本的数量足以保证极大似然估计值是渐近无偏的并且服从

正态分布。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陷入局部极值,收敛速度也不是很快,并且计算很复杂。

2)
 

重复数据处理

如果两个值中的所有字段和属性都相同,对于重复的值一定要剔除。但数据集的量

级不够大,则可根据业务场景,只选取其中几个字段来进行去重操作,避免数据集过小。

3)
 

噪声数据处理

噪声数据中会存在错误和异常,即偏离期望值的数据,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造成

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数据收集工具的问题,数据输入以及传输错误,技术问题等。
如果想优化算法模型的效果,通过使用标注数据来迭代获取最优的线性算法,然后训练数

据集中含有大量的噪声数据,那么就会大大影响算法的收敛速率,并且还会对训练生成模

型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即越迭代效果越差。上述问题过程是很多项目算法模型后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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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噪声数据的清洗所造成的。其基本的噪声数据

处理有三个方法,分别是分箱法、回归法、聚类法。
(1)

 

分箱法。
这是一个经常使用到的方法。所谓的分箱法,就是将需要处理的数据根据一定的规

则放进箱子里,然后测试每一个箱子里的数据,并根据数据中的各个箱子的实际情况采取

方法处理数据。
(2)

 

回归法。
回归法就是利用函数的数据进行绘制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光滑处理。回归法有两

种,一种是单线性回归,一种是多线性回归。单线性回归就是找出两个属性的最佳直线,
能够从一个属性预测另一个属性。多线性回归就是找到很多个属性,从而将数据拟合到

一个多维面,这样就能够消除噪声。
(3)

 

聚类法。
聚类法的工作流程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操作起来却是复杂的。所谓聚类法,就是将抽

象的对象进行集合分组,成为不同的集合,找到在集合以外的孤点,这些孤点就是噪声。
这样就能够直接发现噪点,然后进行清除即可。

4.
 

常见图像数据清洗方法

1)
 

图像降噪

现实中的数据图像在数字化和传输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成像设备与外部环境噪声干扰

等影响因素,这种现象称为含噪图像或噪声图像。减少数据图像中噪声的过程称为图像

降噪。
在演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当二值化之后的图片会显示很多小黑点,这些都是不需要

的信息,会对后面进行图片的轮廓切割识别造成极大的影响,降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

段,降噪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图片识别的准确率。
最简单的叫作数据结构中学到的DFS或者BFS(深度和广度搜索)。我们对w×h

的位图先搜索所有连通的区域(值为1的,看起来是黑色的,连接起来的区域)。所有连通

区域算一个平均的像素值,如果某些连通区域的像素值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我们就认为

是噪点。然后用0代替它。

2)
 

倾斜矫正

拍照或者选取的图片不可能完全是水平的,倾斜会影响后面切出来的图片,所以要对

图片进行旋转。倾斜矫正最常用的方法是霍夫变换,其原理是将图片进行膨胀处理,将断

续的文字连成一条直线,便于直线检测。计算出直线的角度后就可以利用旋转算法,将倾

斜图片矫正到水平位置。

5.2.4 图像处理工具

收集到的数据往往不能直接使用,通常需要经过图像处理程序的加工处理才能使用。
能够进行图像处理的软件和工具有很多,常见的图像处理工具有ProcessOn、Microsoft

 

Office
 

Visio、Photoshop等。

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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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cessOn

ProcessOn是一个面向垂直专业领域的作图工具和社交网络,成立于2011年6月,
并于2012年启动。它能够提供基于云服务的免费流程梳理、创作协作工具,与同事和客

户实时进行协作协同设计,实时创建和编辑文件,并可以实现更改的及时合并与同步,这
意味着跨部门的流程梳理、优化和确认可以即刻完成。支持绘制思维导图、流程图、

UML、网络拓扑图、组织结构图、原型图、时间轴等。

ProcessOn专注于为作图人员提供价值,利用互联网和社交技术颠覆了人们梳理流

程的方法习惯,继而使商业用户获得比传统模式更高的效率和回报,改善人们对流程图的

创作过程。
将全球的专家顾问、咨询机构、BPM 厂商、IT解决方案厂商和广泛的企业用户紧密

地连接在一起。

1)
 

应用场景

(1)
 

计划制定。

ProcessOn的思维导图能够用来制定计划,包括工作计划、学习计划、旅游计划等,计
划可以按照时间或项目划分,罗列出计划的内容、完成时间、执行人等信息后,可以标注出

每个事项的完成度,将繁杂的日程整理清晰。
(2)

 

笔记。

ProcessOn的思维导图可以记录学习或工作笔记。把大篇幅的学习内容进行拆分,
缩短文字数量,总结知识点的从属关系进行概括,便于理解和记忆。

(3)
 

梳理流程。
如图5-17所示ProcessOn的流程图可以梳理系统流程、工艺流程、管理流程等,用图

的形式来展现某一过程。

图5-17 ProcessOn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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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快捷键

(1)
 

通用类快捷键如表5-1所示。

表5-1 通用类快捷键

键  名 功  能

Alt 按住Alt键,通过鼠标可以对页面进行拖动

Ctrl 按住Ctrl键,单击一个图形,将其添加到选择图形中,或者从中移除

Ctrl+(+)/(-) 放大/缩小

Ctrl+A 全部选中

Esc 取消选中,并取消当先操作

T 插入文本

I 插入图片

L 插入连线

(2)
 

选中图形时快捷键如表5-2所示。

表5-2 选中图形时快捷键

键  名 功  能

方向键 将选中图形向左、向上、向下、向右移动

Ctrl+方向键(←↑↓→) 每次微移一个像素

Ctrl+Z 撤销

Ctrl+Y 恢复

Ctrl+X 剪切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Ctrl+D 复用

Ctrl+Shift+B 格式刷

Delete,BackSpace 删除

Ctrl+] 将选中的图形置于顶层

Ctrl+[ 将选中的图形置于底层

Ctrl+Shift+] 将选中的图形上移一层

Ctrl+Shift+[ 将选中的图形下移一层

Ctrl+L 锁定选中的图形

Ctrl+Shift+L 将选中的图形解锁

Ctrl+G 组合选中的图形

Ctrl+Shift+G 将选中的图形取消组合

(3)
 

编辑文本时快捷键如表5-3所示。

表5-3 编辑文本快捷键

键  名 功  能

空格 编辑文本

Ctrl+B 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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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键  名 功  能

Ctrl+I 斜体

Ctrl+U 下画线

Ctrl+Enter 保存文本编辑

2.
 

Microsoft
 

Office
 

Visio

Office
 

Visio是Office软件系列中负责绘制流程图和示意图的软件,是一款便于IT
和商务人员就复杂信息、系统和流程进行可视化处理、分析和交流的软件。使用具有专业

外观的Office
 

Visio图表,可以促进对系统和流程的了解,深入了解复杂信息并利用这些

知识做出更好的业务决策。

OfficeVisio很多时候可以用来处理一些专业的图像,使其标注数据能够更加精确。
或者为一些特定的项目场景制定专门对口的数据环境,使其模型训练更加得专一性。例

如,可将畸变过大的图像数据,进行长宽比重塑,使其消除畸变,满足模型识别规格;
 

除去

字符底色和背景,并将其镶嵌到其他场景环境中,拟造出更加多元化的数据,提升算法模

型的兼容性。如表5-4所示为此图像编辑工具的常用快捷键列表

表5-4 Office
 

Visio快捷键

键  名 功  能

Ctrl+Shift+U
取消对所选组合中形状的组合

(“形状”菜单,“组合”子菜单,“取消组合”)

Ctrl+Shift+F
将所选形状置于顶层

(“形状”菜单,“顺序”子菜单,“置于顶层”)

Ctrl+Shift+B
将所选形状置于底层

(“形状”菜单,“顺序”子菜单,“置于底层”)

Ctrl+L
将所选形状向左旋转

(“形状”菜单,“旋转或翻转”子菜单,“向左旋转”)

Ctrl+R
将所选形状向右旋转

(“形状”菜单,“旋转或翻转”子菜单,“向右旋转”)

Ctrl+H
水平翻转所选形状

(“形状”菜单,“旋转或翻转”子菜单,“水平翻转”)

Ctrl+J
垂直翻转所选形状

(“形状”菜单,“旋转或翻转”子菜单,“垂直翻转”)

F8
为所选形状打开“对齐形状”对话框

(“形状”菜单,“对齐形状”)

Ctrl+Shift+P
切换“格式刷”工具的状态

(“开”或“关”)

Ctrl+1 选择“指针工具”

Ctrl+3 选择“连接线工具”

Ctrl+Shift+1 选择“连接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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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键  名 功  能

Ctrl+2 选择“文本工具”

Ctrl+Shift+4 选择“文本块工具”

Ctrl+Shift+3 选择“图章工具”

3.
 

Photoshop

Photoshop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功能非常强大的平面图像编辑工具及平面美术设计

软件,功能相当多,性能稳定,使用方便。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可以将数码照相机拍摄下

来的照片进行编辑和修饰,也可以将现有的图形和照片用扫描仪扫入计算机进行加工处

理,还可以把摄像机摄入的内容转移到计算机上,然后用它实现对影像的润色。
由于Photoshop功能强大,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图像编排领域、广告和形象设计领

域以及婚纱影楼等领域广泛使用,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应用软件。支持几乎所有的图像

格式和色彩模式,能够同时进行多图层的处理;
 

它的绘画功能和选择功能让编辑图像变

得十分方便;
 

它的图层样式功能和滤镜功能给图像带来无穷无尽的奇特效果。下面就简

单介绍一下图像处理方面较为常用的相关功能。

1)
 

Photoshop的主界面

如图5-18所示,单击菜单栏中的“窗口”选项,可打开或关闭工具箱面板及其他浮动

面板。

图5-18 Photoshop的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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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变图像大小

第一步:
 

依次单击“文件”→“打开”按钮,打开需要调整尺寸的原始图像。
第二步:

 

依次单击“图像”→“图像大小”按钮,弹出“图像大小”对话框,在宽度和高度

输入框里输入相应的数字,单击“确定”按钮。

3)
 

抠取图像

很多的图像处理工作,经常需要从现有的图像素材中截取或者抠取一部分使用,这就

要用到抠取图像技术。在Photoshop中,抠取图像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介绍利用选择工

具抠取图像的方法。
(1)

 

矩形框选工具。
需要抠取的图像具有矩形规则。将鼠标放在矩形选框工具图标上,并按住鼠标,则会

出现一个工具列表,这些工具能够建立矩形或椭圆形选区,甚至可以建立只有一个像素的

水平或垂直选区。
(2)

 

套索工具。
可用于选取不规则形状的属性数据。套索工具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边形套索工具,另

一种是磁性套索工具。多边形套索工具可以通过单击屏幕上的不同点来创建直线多边形

区域。磁性套索工具能够自动对齐到图像的边缘,常用于创建精确的复杂选区。
(3)

 

魔棒工具。
魔棒工具能够依据颜色的相似性来判断选取。它可以选择一个图像中与其他区域颜

色不同的区域,此工具的应用广泛,作用很大。
灵活运用好以上三种选择工具,便可从一幅图像中抠取想要的区域使用。

4)
 

图像的颜色改变

对图像的色泽、背景、曝光率等的调整,也是图像处理中经常会进行的操作。例如,数
码照相机拍摄或者扫描仪扫描出来的图像,由于设备及环境原因有时会出现颜色失真的

现象,图像效果不理想,便可使用Photoshop对图像颜色进行调整。
(1)

 

了解颜色的属性。
颜色有三个属性:

 

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色相是颜色的名称,用来描述颜色种类。饱

和度是指一种色彩的浓烈或鲜艳程度,饱和度越高,颜色中的灰色组分就越低,颜色的色

彩浓度就越高。明度是指颜色的明暗程度,它主要取决于该颜色吸收光线的程度。
(2)

 

颜色调整方法。
依次单击菜单“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按钮,打开“色相/饱和度”对话框,拖动

颜色三个属性的滑块,即可调整图像的颜色。

5)
 

Photoshop的图层

图层是Photoshop十分重要的功能。如图5-19所示,引入图层的概念,便于把一张

复杂的图像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多层结构,每个图层都可以进行独立调整,而图层又通过上

下叠加的形式来组成整个图像。操作时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很多图层,方便地对图像的效

果进行灵活调整,可以通过图层浮动面板来管理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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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图层管理

5.3 图像数据标注工具和方法

数据标注是人类运用计算机等工具把各类型的数据如文本、语音、图像、视频等通过

不同的标注方式为它们定义标签,并提供给机器学习的过程。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数
据标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此行业十分注重高效和准确,一个好用、功能强大的数据

标注工具可以帮助团队节约成本,提高数据标注效率,为算法模型数据的获取如虎添翼。

5.3.1 目标检测工具及使用方法

LabelImg是一个可视化的图像标定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Faster
 

R-CNN,YOLO,SSD等目标检测网络所需要的数据集,均需要借此工具标定图像

中的目标,且生成的XML文件是遵循PASCAL
 

VOC格式的。

1.
 

LabelImg的安装环境

(1)
 

下 载 工 具 Anaconda。下 载 地 址 为 https://www.anaconda.com/products/

individual#download-section。
(2)

 

安装Anaconda,选择默认安装目录将能勾选的都勾选上,选择自动添加环境

变量。
(3)

 

如图5-20所示,利用pip安装PyQt5。

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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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安装PyQt5界面

(4)
 

如图5-21所示,安装lxml,文件较小直接运行即可:
 

pip
 

install
 

lxml。

图5-21 安装lxml界面

(5)
 

如图5-22所示,安装LabelImg:
 

pip
 

install
 

labelimg。

图5-22 图层管理

(6)
 

在cmd中输入“labelimg”就会弹出工具主界面。

2.
 

LabelImg的使用方法

1)
 

配置预定义标签名称

预定义标签名称的配置,如图5-23所示需要到labelimg.exe文件所在路径下的data
\predefined_classes.txt文本文件中进行填写或修改,按行存放,每行代表一个预定义标

签名称。

2)
 

基本功能

在LabelImg窗口的左边有一些操作的功能,如图5-24所示。其中,Open是打开单

个图像;
 

Open
 

Dir是打开文件夹;
 

Change
 

Save
 

Dir是图像保存的路径;
 

Next
 

Image是

切换到下一张图像;
 

Prev
 

Image是切换到上一张图像;
 

Verify
 

Image是校验图像;
 

Save
是保存图像;

 

Create
 

RectBox是创建一个标注框;
 

Duplicate
 

RectBox是重复标注框;
 

Delete
 

RectBox是删除标注框;
 

Zoom
 

In是放大图像;
 

Zoom
 

Out是缩小图像;
 

Fit
 

Window是图像适用窗口;
 

Fit
 

Width是图像适应宽度。当然,使用操作按钮不是很方便,
下面介绍一些快捷键,可为无聊的标注工作节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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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LabelImg标签预定义配置文本

图5-24 LabelImg主界面和基本功能窗口

3.
 

LabelImg中常用的快捷键

LabelImg常用快捷键如表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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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Labellmg快捷键

快捷键 功  能

Ctrl+O 打开图像文件

Ctrl+U 打开图像所在的文件夹

Ctrl+R 更改结果保存的位置

W 开始画标注框

Ctrl+S 保存标注结果

D/A 下一张图像/上一张图像

Delete 删除画的标注框

Ctrl+(+)/(-)/(=) 放大/缩小/保持图像原始大小

Ctrl+E 编辑标签

Ctrl+Shift+O 打开的文件夹只显示XML格式的文件
 

Ctrl+L 修改标注框边线的颜色

Ctrl+Shift+S 将图像另存为

Ctrl+J 修改标注框

Ctrl+D 复制框

Ctrl+H 隐藏所有的标注框

Ctrl+A 显示所有的标注框

Space 标记当前的图像

Ctrl+D 复制当前标注框的标签和框

Ctrl+Q 退出软件

Ctrl+F 适合窗口的图像大小

4.
 

操作方法

(1)
 

单击Open,Dir按钮打开如图5-25所示需要标注的图像所在文件夹,打开第一

张需要标注的图像。
(2)

 

单击Change
 

Save
 

Dir按钮确定XML文件保存路径。
(3)

 

单击Create
 

RectBox按钮或按 W键对图像中需要标注的部分进行画框,过程中

需按住鼠标。
(4)

 

画完框后,松开鼠标左键,会弹出选择标签类别信息框。如图5-26所示,可以提

前在预定义标签文档中编辑好所需用到的标签信息。
(5)

 

如图5-27所示,选择所需要的标注类别或者输入新的类别,然后单击OK按钮。
(6)

 

继续标注,直到一张图像的所有目标都标注成功以后,单击Save按钮,此时就在

标注图像的文件夹下生成一个对应图像名的XML格式的文件,里面保存了标注信息。
(7)

 

单击Next
 

Image按钮或按D键,对下一张图像进行标注。

5.3.2 图像分割工具及使用方法

labelme可以定义为升级版的LabelImg工具,能够支持对图像进行多边形、矩形、
圆、折线、点、语义分割等形式的标注,适用于目标检测、语义分割、图像分类等多个领域的

数据标注任务。作为一款开源工具,labelme布局简单,图形界面运用的是pyqt。labelme

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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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 打开标注图像示例

图5-26 编辑标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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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选择标签类型示例

  可以生成VOC格式和COCO格式的数据集且以JSON文件格式存储标注信息。

1.
 

labelme的安装

(1)
 

首先安装Anaconda,可以安装Python
 

2.7版本或Python
 

3.6版本。
(2)

 

如图5-28所示,安装成功后,打开Anaconda
 

Prompt,然后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图5-28 Labelme安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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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后,在 Anaconda
 

Prompt中输入“labelme”,如果打开如图5-28所示的界

面,则表明安装成功。

图5-28 labelme初始窗口

2.
 

labelme的基本功能

如图5-29所示,在labelme窗口的左边有一些操作的功能。其中,Open是打开单个

图像;
 

Open
 

Dir是选择文件夹地址,打开多张图片;
 

Next
 

Image是切换到下一张图像;
 

Prev
 

Image是切换到上一张图像;
 

Save是保存.json文件;
 

Delete
 

File是删除.json文

件;
 

Create
 

Polygons是绘制多边形边界;
 

Edit
 

Polygons是编辑多边形边界;
 

Duplicate
 

Polygons是复制选择的多边形边界;
 

Delete
 

Polygons是删除选择的多边形边界;
 

Undo
是撤销上一步;

 

Zoom
 

In是放大图像;
 

Zoom
 

Out是缩小图像;
 

Fit
 

Window是图像适用

窗口;
 

Fit
 

Width是图像适应宽度。当然使用操作按钮不是很方便,下面绍一些快捷键,
可为无聊的标注工作节省一些时间。

3.
 

labelme的快捷键

为了提高标注的效率,labelme提供了大量的快捷键。在home文件夹内能够看到一

个隐藏文件“.labelmerc”,打开“.labelmerc”,就能查询到默认的快捷键,也可以根据习惯

自定义操作快捷键。系统默认的快捷键如表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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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labelme主界面

表5-6 labelme快捷键

快捷键 功  能

Ctrl+O 打开图像文件

Ctrl+U 打开图像所在的文件夹

Ctrl+S 保存标注结果

Ctrl+Shift+S 将图像另存为

Ctrl+W 关闭标注

Ctrl+Q 退出软件

D/A 下一张图像/上一张图像

Delete 删除画的标注框

Ctrl+(+)/(-)/(=) 放大/缩小/保持图像原始大小

Ctrl+F 适合窗口的图像大小

Ctrl+N 创建多边形标注框

Ctrl+R 创建矩形标注框

Ctrl+D 复制框

Ctrl+J 修改标注框

Ctrl+L 修改标注框边线的颜色

Ctrl+Shift+L 修改标注框填充颜色



120  

4.
 

操作方法

(1)
 

单击 Open
 

Dir按钮打开需要标注的图像所在文件夹,打开第一张需要标注的

图像。
(2)

 

使用Create
 

Polygons绘制多边形边界,使用BackSpace键撤销一步。
(3)

 

首尾点合并输入类别名称。
(4)

 

选择所需的标注类别或者输入新的类别,然后单击OK按钮。如图5-30所示使

用过的标签名会保留在列表中,可以直接选择。出现多个同类对象时,可以在标签名后加

上数字以作区分。之后如果想要修改标签名,可以在右侧Polygon
 

Labels栏中选择要修

改的标签名,右击,选择Edit
 

Label修改标签。

图5-30 labelme设置标签名(见彩插)

图5-31 labelme设置标签名

(5)
 

继续标注,使用Ctrl+-、Ctrl++和Ctrl+
鼠标滚轮放大或缩小图片,使用Edit

 

Polygons移

动边界点。选中的边界点会变成正方形,请注意不

要将整个掩码移动了。
(6)

 

直到一张图像的所有目标都标注成功以

后,单击Save按钮,保存路径要与原图片路径相

同,否则labelme无法读取保存后的.json文件。此

时就在标注图像的文件夹下生成一个对应图像名

的JSON格式的文件,里面保存了标注信息。如

图5-31所示可以在打开labelme后,通过File下拉

菜单,选择Save
 

Automatically,自动将.json文件

保存在图片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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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图像数据标注案例

数据标注是一项熟能生巧的工作,需要通过大量的实战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这门技

术,并且更为精准地标注数据。本节分别对人体框图像、车辆识别和手势关键点进行数据

标注进行介绍,涵盖了标框标注、分割标注和描点标注以及区域多边形标注。

5.4.1 人体框图像标注———目标检测

对于行人的标注是很多项目中都会出现的场景,需要将人体的各个特征属性都标注

清晰,且标注框贴合。由于人体特征较为明显,因此这类型的标注大多数使用IabelImg
标注工具。以十字路口检测行人通过目标检测算法为例。

1.
 

人体图像数据要求

  数据场景———各类十字路口行人通过时的图像

目标类型———各类人群,无人过路(负样本),路口人流量大和人流稀疏时都需要

数据环境———晴天、雨天、白天、夜晚

图片格式———JPG、PNG
数据量级———10000(正负样本比例19∶1)

2.
 

数据集分类

(1)
 

参与标注———训练集:
 

8000张(均为正样本)。
(2)

 

不参与标注———测试集:
 

1000张(正负样本比例1∶1)。

3.
 

具体标注流程

1)
 

预定义标签名称说明

(1)
 

头部:
 

上至头顶,下沿为肩膀圆弧处,要包含肩膀圆弧处。
(2)

 

上半身:
 

上至脖子末端与肩膀交接处,下沿为上衣末端(如遇连体衣则预估到臀

部位置),需要把手全部包含进上半身。
(3)

 

下半身:
 

上至臀部位置,基本框入臀部,下沿为脚底。
(4)

 

人体框:
 

上至头顶,下沿脚底,左至人体最左侧,右至人体最右侧。

2)
 

标注要求及注意事项

(1)
 

先进行标注框处理,画出框后再选择标签,并重复以上动作。
(2)

 

标注采用从上往下的顺序进行,依次为:
 

头部、上半身、下半身,最后为人体全

身,标注完一个人后再标注另一个人。
(3)

 

距离较远或是模糊的人,只需要标注人体全身框,不需要标注头部、上半身和下

半身。
(4)

 

除了全身框,头部、上半身和下半身看见多少就标注多少,看不见的不标注,框与

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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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允许重叠。
(5)

 

在标注人体全身框时,人体不可见部分能够默认为在人体全身框内。
(6)

 

头部、上半身和下半身框需要在人体全身框内。
(7)

 

人体全身框必须要贴合里面头部、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框,不可过大或是压线,不
可见区域除外。

(8)
 

人物穿着的服装和鞋帽需要框选在内,手拎物品和背包不需要框选。

3)
 

标注流程

(1)
 

打开LabelImg标注工具,单击Open
 

Dir按钮,如图5-32所示打开需标注的文

件夹。

图5-32 用LabelImg标注工具打开行人图像

(2)
 

对图片中的行人进行画框标注,单击Create
 

RectBox按钮,如图5-33所示标注

矩形框。需要标注4个框。

图5-33 对头部进行标框标注(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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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框选完毕,如图5-34所示添加标签,分别为头部、上半身、下半身和人体

全身。

图5-34 对行人上半身进行标框标注

(4)
 

检查标框的头部、上半身、下半身以及全身框的标签名称是否正确,如图5-35所

示与目标边缘吻合,全身框是否压线,对不可见部分的处理是否合理。

图5-35 对行人下半身进行标框标注(见彩插)

(5)
 

图片中所有目标标注完毕之后,单击Save按钮保存,如图5-36所示,单击Next
 

Image按钮标注数据集的下一张图片,直至数据集标注完毕。

5.4.2 车辆轮廓抠图———图像分割

如今车辆智能驾驶或者智慧停车都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并且越来越便捷。从之前

的车辆检测到现在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算法有了质的飞跃,这无疑是数据更加繁多更加
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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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6 对行人全身进行标框标注

精细的结果,因此较为简单的矩形框标注已经无法满足高质量高精准的算法模型了。更

为精细的多边形分割技术,逐渐被广大算法训练师所接受。对于车辆分割标注方面的数

据项目,具体流程如下。

1.
 

车辆图像数据要求

  数据场景:
 

各类道路上的车辆图片(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等)
数据环境:

 

晴天、雨天,日间、黑夜

拍摄角度:
 

路边监控摄像头、行车记录仪、驾驶室内从外拍摄

数据质量:
 

车辆轮廓清晰、车速过快导致车辆轮廓模糊(负样本)
图像格式———JPG、PNG
数据量级———5000(正负样本比例:

 

9∶1)

2.
 

数据集分类

(1)
 

参与标注———训练集:
 

4500张(均为正样本)。
(2)

 

不参与标注———测试集:
 

500张(正负样本比例1∶1)。

3.
 

具体标注流程

1)
 

标注要求及注意事项

(1)
 

分割点描绘需要尽量贴近目标,间距控制在1像素以内。
(2)

 

尽量多拐点,保证标注范围内不存在其他特征信息。
(3)

 

如图5-37所示有一些车辆在其本体上安装或镶嵌了一些设施,在分割标注时,
应将其框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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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是放置或捆绑在车辆本体上的物品,如图5-38所示则不应该在分割时框选

在内。

图5-37 镶嵌设施分割标注示例(见彩插) 图5-38 捆绑物体分割标注示例(见彩插)

(5)
 

当需要分割标注被物体遮挡隔断的车辆时,如图5-39所示被隔断的部分也应框

选出来,并与车整体轮廓相连接。
(6)

 

当有人员站立或者遮挡住车辆时,应不选取人员图像,如图5-40所示直接预判

出遮挡的车辆图像,框选出车辆轮廓。

图5-39 隔断物体分割标注示例(见彩插) 图5-40 遮挡物体分割标注示例(见彩插)

2)
 

标注流程

(1)
 

打开编译好的labelme多边形车辆标注工具,如图5-41所示双击图片路径和

XML数据路径,确定数据集及标签文件存储位置。
(2)

 

如图5-42所示在右侧视觉姿态选取栏内选择车辆停放姿态,例图中停放姿态

为LR。
(3)

 

如图5-43所示选择目标车辆颜色和遮挡及困难属性,例图中为白色无遮挡。
(4)

 

如图5-44所示选择车辆类型,例图中为轿车车型。
(5)

 

选取车辆目标类型,如图5-45所示为整车标注。
(6)

 

车辆属性选取完毕之后,按住鼠标左键,如图5-46所示将目标框选在内,需贴边

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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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车辆分割标注工具界面(见彩插)

图5-42 车辆视觉姿态选择(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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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3 颜色、遮挡及困难属性选择(见彩插)

图5-44 车辆类型选取(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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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5 车辆目标类型选取(见彩插)

图5-46 车辆分割目标框选(见彩插)

  (7)
 

框选完毕之后,单击“开始”按钮,在目标框内开始勾勒车辆轮廓。
(8)

 

勾勒完毕车辆目标后,在最后线条闭环处单击鼠标右键,如图5-47所示,然后单

击“结束”按钮,完成车辆分割标注。
(9)

 

标注完毕之后,如图5-48所示,单击“保存”按钮,进行下一张标注,直至数据集

标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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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7 车辆目标分割标注结果(见彩插)

图5-48 车辆分割标注完毕结果(见彩插)

5.4.3 手势特征点———点位标注

现如今各类交通指挥终端,或者场景动作识别系统,都会运用到人物手势识别,去分

析手势动作,从而达到指挥机器设备运作的功能。因此这类型数据标注为特殊数据标注,
具有特定的标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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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要求

  手势类型———手势展示数字样式(一到十)、常用手势语,如“ok”、剪刀手、大拇

指等

数据类型———手势无遮挡、手势存在遮挡(负样本)
图像格式———JPG、BMP、PNG
数据量级———5000(正负样本比例9∶1)

2.
 

数据集分类

(1)
 

参与标注———训练集:
 

4500张(正负样本比例:
 

8∶1);
 

(2)
 

不参与标注———测试集:
 

500张(均为正样本)。

3.
 

具体标注流程

1)
 

手势标注规则和注意事项

(1)
 

需要标注的手部关键点有21个,具体位置和说明如图5-49所示。且每张图都是

21个点,从0到21。

图5-49 手势点位图(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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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部的整体矩形框要贴合手,边缘要紧贴手指尖和手腕,但不能露出来。
 

(3)
 

需从大拇指开始标注,按照手指头关节从下往上的顺序进行标注,第21个点的

位置在手腕末端关节处。
(4)

 

每个关键点的标记位置应为关节中心处,如果遇到关节被遮挡或图片残缺无法

判断出关键点特征的情况,则需要自行合理推测关节所在的位置,然后进行标注。

2)
 

具体标注流程

(1)
 

打开labelme图像标注工具,单击Open
 

Dir按钮,打开文件夹里的数据。
(2)

 

首先需对手部的整体进行框选。单击主菜单中的Edit按钮,并在下拉菜单中选

择Create
 

Rectangle选项,框选完毕之后定义标签名称为“hand”。
(3)

 

接下来再进行21个指关节标注。单击主菜单中的Edit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Create
 

Point选项。找到手部的手腕处,标注为0号点,由此开始,依次进行连续标注。每

根手指4个点,包括手指的3个指节和指尖。
(4)

 

在每一个关键点标注时,都要选择此关键点是可见或不可见,遇到有遮挡的手势

时,要预估出关键点位的所在位置,被遮挡的手指如果为握拳形态,一律默认为握的最紧。
(5)

 

按照顺序标注号21个指关节,并标记号相应的序号标签。
(6)

 

21个指关节标注完成后,单击左侧的Save按钮,保存完成后。如图5-50所示,
单击Next

 

Image按钮,继续进行下一张手势图像标注,直至标注完成数据集所有手势。

图5-50 手势21节点标注完成结果(见彩插)

思考题

1.
 

图像标注的定义是什么?

2.
 

影响图像数据标注质量的因素来源于哪几方面?

3.
 

说出几种常见的图像文件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