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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研究辨識、分類的方法，大部份都是 本論文主要是針對監視系統以靜態背景所

偵測出來的人物移動二值化影像。統計其人物

二值化影像掃描線（Scanning line），包含水平

掃描線與垂直掃描線的總合。在透過離散餘弦

轉換（DCT）運算，找出一次諧波波峰頻率位

置，並利用此頻率分析落於走路頻率範圍或是

跑步頻率範圍內，此目的用以判斷測試影片為

走路或是跑步影片。本論文中利用已知狀態影

片當作資料庫用以佐證測試影片實驗且能相

對達到資料庫搜尋的目的。實驗結果顯示本論

文提出的方法不需要大量的資料，仍然有效且

快速的區隔出走路、跑步。 

基於類神經網路（Neural Network）[4]、主要

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5]、

支援向量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6]、隱

匿式馬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7]… 

等，這些不二法門，雖然它們可以得到高的準 

確率，相對它們需要多組資料做訓練。而本論

文是針對事前不需要大量資料來做訓練，也可

以區隔走路與跑步所提出的一套方法。 

本論文共分成以下幾章探討：第二章說明

整個系統流程與架構，第三章為實驗結果，第

四章為結論。 

關鍵字：行為分析、移動偵測、DCT、監視系

統 
 

2.演算法 

 

1.緒論 

對 於 移 動 物 體 偵 測 （ Motion Object 

Detection）[1]被廣泛應用在監控系統，如：社

區安全性監控、道路車輛監控…等。主因我們

能對感興趣的移動物體（ Motion Object 

Detection）進行追蹤、分類與行為辨識。因此

有部份的學者專家專門在研究、探討移動物體

偵測，使其分割出來的物體能保有完整性。這

樣往後的分析才能更加的準確。 

移動物體偵測的演算法，其實相當普遍。

最常見的方法就是背景相減（Background 

Subtraction），另外還有光流法（Optical Flow）

[2]，RGB 色彩空間進行移動物偵測[3]…等。 
圖一 演算法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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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動偵測 2.1 初始背景建立 

本文為得到一個完整移動物體二值化影

像，採用[3]，主要是結合RGB三個色彩，來

增加可以判斷的資訊及多重解析度成長法、差

異影像直方圖等化與影像相減，最後加上形態

學取得更完整移動物件。  

在靜態初始背景建立，採取最簡單的方

式：background subtraction method[8]。在某段

時間內觀測背景差異亮度變化情形，假定變化

量少於設定門檻值，即為背景部份，如式（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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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背景、y)(x,B I 為亮度、 r為門檻值 n  

為張數， t =1,2,3.. 。 N

圖二  Binary Image  

2.2  膚色偵測  

2.4 統計人物掃描線 利用 HIS 色彩模型來偵測膚色[9]，偵測

出可能是人。通常人膚色的區間落在如式（2） 當得到二值化影像如圖二，接著，統計人

物移動的掃描線[10]，計算如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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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 為色調、 為飽和度、S I 為強度。而

RGB 色彩模型轉換成 HIS 色彩模型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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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為水平、垂直統計出來掃描

線，W 為水平、垂直總合，N 為二值化列大

小，M 為二值化行大小。 

1W 2W

            
( ) [ ]),,min(31 BGR

BGR
S

++
−=  

2.5 波形整形 

計算完掃描線後，會得到類似如圖三（a）

或（b）的波形，之後在針對所得到波形進行

濾波的動作，把不要的雜訊移除如圖三（c）、

( )BGRI ++=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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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接下來要讓所截取的特徵更佳顯著，必

需做波形整形的動作。首先，針對所得到波形

取一個平均波峰、波谷。如式（5）之後進行

內插法，把中間剩餘的值補足。如圖三（e）、

（f）採用線性內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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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三（c） 為圖三(a)濾波後(採用平均濾波器)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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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均波谷（Average Trough），N 為波峰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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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d） 為圖三(b)濾波後(採用平均濾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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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a） 計算完掃描線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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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e） 為圖三(c)線性內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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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b） 計算完掃描線的波形 

 

圖三（f） 為圖三(d)線性內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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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離散餘弦轉換（DCT） 

完成線性內插值法，如圖三（e）、圖三

（f），經 DCT 轉換後，在頻率域上可以找出

一次諧波的位置，如圖四（a）、（b）。DCT 轉

換如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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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a） 由圖三（e）經由 DCT 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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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b） 由圖三（f）經由 DCT 後的結果 

 

2.7 資料庫建立 

選出四組二值化後走路及跑步影像序

列，其中二組走路影像序列包含兩種狀況分別

為逐漸走向攝影機及逐漸遠離攝影機。而兩組

跑步影像也包含此兩種狀況。此資料庫建立目

的在於佐證測試影片之結果。 

2.8 走路及跑步頻率範圍 

   本論中的走路及跑步一次諧波波峰頻率範

圍值是透過 80 組走路及跑步影片各取 100 張

人物移動所計算特徵（掃描線）經由 2.3~2.6

節演算流程統計而得到的一個判別指標值。其

指標值如表（一）所示。 

 

 表一  波形整形後取 100 畫面所統計結果 

走路的頻率域範圍 10~15 Hz 

跑步的頻率域範圍 16~20 Hz 

 

2.9 頻率偵測 

此步驟目的在於當我們運算出測試影片

為走路或跑步影片時，用來跟資料庫做佐證的

方法。首先計算測試影片移動人物掃描線(特

徵)之後，假若逐漸接進攝影機所得之波形會

呈遞增函數（因移動人物變大，掃描線變多），

反之呈遞減函數，故此時會先判別該測試影片

移動人物掃描線(特徵)構成波形是遞增函數或

遞減函數。接著運算資料庫的四組影像序列，

並分析這四組影像序列所截取之特徵波形為

遞增函數或遞減函數，利用上式子（5），求出

波峰的位罝如圖五（a）在利用 Polynomial curve 

fitting 找出一次方程式，得到這條直線如圖五

（b），即可知道為遞增或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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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a） 為圖三（c）找出波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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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六 走路與跑步差異性 
  圖五（b） 為圖五（a）運用 Polynomial curve 

  fitting 所找出的函數曲線，圖為遞減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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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線為測試

虛線為參考

 

 

當測試影片和資料庫四組影像序列，特

徵所構成波形是遞增函數、遞減函數為已知之

後。假若測試影片中特徵為遞減函數，即搜尋

資料庫裡面所對應遞減函數來進行運算以利

找出一次諧波，在進行運算時，總共會出現三

根一次諧波，分別為測試影片所算出的一次諧

波、資料庫所計算之走路、跑步的一次諧波，

當有二根一次諧波波峰落在統計資料如上表

（一）的區間內，即可判斷為走路或跑步。此

步驟更確定其結果的準確性。如果加強此部分

功能亦可相對達到資料庫搜尋的目的。 

圖八（a） 測試值與參考值（走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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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結果 

本實驗影片為數位相機所拍攝，Frame 

rate 設定為 30。如圖六所示，當取移人物移動

特徵(掃描線)畫面數越多越能看出走路與跑步

在頻率域之間差異性，可避開頻率重疊。本篇

論文定義 100 張人物移動所計算特徵（掃描

線）來做一次諧波波峰偵測。如圖八（a）、（b）

為完成一次諧波波峰偵測之後，出現的情形，

從圖八（a）（b）中分別得知走路參考頻率 12Hz

與跑步參考頻率 19Hz，而此測試影片之測試

頻率為 13Hz，結果呈現於圖八（a）中，由此

可知測試頻率落於走路頻率範圍內，故此影片

分析結果為走路影片。另外本實驗測試 80 部

影片（含走路、跑步）辨識率約為 75%。 

圖八（b） 測試值與參考值（跑步）的情形 

4.結論 

本文為提升速度，不用複雜的演算和龐

大的資料來做訓練，直接截取特徵經由 DCT

運算找出一次諧波的頻率，可看出的確能快速

分辨走路與跑步。未來希望能加入背景更新、

陰影偵測及多重人物的追蹤。可延伸出資料庫

搜尋影片的功能讓整個論文更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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