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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再识别相关研究进展
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阳 吴锦林 雷震 

行人再识别起源于多摄像机跟踪任务，解决

不同摄像机下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在 2006

年，研究人员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并以图像

形式进行探讨和研究。随着时间推移，研究对象

从单纯基于图像扩展到基于视频，以及跨模态的

图像与文本和可见光与近红外。目前，基于图像

的行人再识别仍是研究主流。它所面临的挑战包

括：(1)单个摄像机下行人的图片分辨率较低、遮

挡以及背景干扰；(2)不同摄像机下获取的图片

存在光照变化、行人姿态各异以及摄像机视角不

相同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早期研究人员主要

通过图像特征的提取(颜色、纹理、属性语义、高

阶混合、多层描述子)、 特征学习(特征编码、特

征降维、子空间学习)、 相似度学习(距离度量、

双线性度量、联合度量)和重排序。自深度学习的

兴起，研究人员着手于设计端到端的网络，研究

不同的损失函数(分类损失、三元组)，风格迁移，

小样本学习，神经网络架构搜索，以及两幅图像

的配准（姿态矫正）、分辨率低和背景干扰等问题。

公开数据库(Market1501)的 Rank-1 指标一再被

刷新，从最初 25%上升到 96%。考虑到行人数据

涉及隐私以及数据内容难以包含各种场景，有部

分研究人员在近期通过游戏引擎，建立新的虚拟

数据。一方面可以增加训练数据，辅助行人再识

别性能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限定训练和测试条

件，研究不同因素对最终性能的影响，为实际场

景的应用设计提供参考。 

在实际应用中，有监督的行人再识别模型需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重

新标注数据进行训练。因此无需新标注数据训练

的无监督行人再识别算法，逐渐引起研究人员的

关注。在 ECCV2018和 PAMI2019 上，龚少刚团队

基于稀疏时间采样自动得到单个摄像机下的行

人轨迹图像，对每个摄像机的所有行人轨迹随机

打上伪标签(见图 1），并提出了多任务训练的框

架和潜在轨迹关联的方法，通过学习潜在的正样

本来提升模型的跨视角检索能力。但稍显不足之

处在于它们仅仅在训练时输入的小批量数据中

挖掘潜在正样本，效率较低，并且为了在输入的

小批量数据中采样到潜在正样本，每一步训练采

样比较多的数据输入到网络，导致它们训练时占

用特别大的显存。在 ECCV2018 另一篇工作中，

阮邦志团队提出一种渐进合并的方法，将潜在的

属于同一个人轨迹的图像进行合并。并基于自训

练的方法训练行人再识别模型。但是，如果将不

属于同一个人的轨迹合并会误导模型，且这种合

并是不能撤回的，限制了无监督行人再识别的性

能提升。 

图 1 轨迹伪标签打印示意图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无监督图关

联的方法和二阶段训练的策略（见图 2）。 

图 2 无监督图关联和二阶段训练策略 

第一阶段采用多任务训练的策略，使模型专

注于学习单个视角内的行人图像的特征表示；第

二阶段使用图关联的方法挖掘潜在的正样本，使

模型专注于学习跨视角行人图像的特征表示。两

个阶段训练的策略将视角内训练和跨视角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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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减轻跨视角学习时噪声样本带来的干扰。

图关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引入最近邻，跨视角和

边对称的约束，建立一个较为精确的跨视角行人

轨迹关联图。相比于已有工作，能够过滤掉较多

的噪声样本对。对于跨视角行人轨迹关联图中挖

掘到的潜在正样本对，我们提出了一种图加权的

跨视角损失函数来提升模型的跨视角检索能力。 

表 1 基于图像的无监督行人再识别算法对比 

  

我们在 7个公开的行人重识别数据库进行了

实验，均取得较好的结果；并且和现有轨迹关联

方法对比，我们方法在基于图像和基于视频的无

监督行人再识别任务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提升（见

表 1和 2）。工作发表于 ICCV 2019。 

表 2 基于视频的无监督行人再识别算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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