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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图像识别技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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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为各领域注入新鲜血液。基于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语言的整合，可以实

现超越人类精确度和速度的各类拟人操作。人工智能下的图像识别技术，更是能够解决多类复杂问题。尤其图像识别

技术通过对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类和识别，使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样识别和理解图像信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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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facilitated people's  lives and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various  field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er  language, 

various anthropomorphic operations can be achieved beyond human precision and speed. The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solve various  complex problems. Especially 

through  feature  extra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mages,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nables  computers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image  information  like  human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 is worth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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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成为引领各领域变革的核心力量。图像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

关键组成部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从日常的安防监控、智能相册分类，到医疗领域的精准诊断、工业生产中

的质量检测等，图像识别技术无处不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感知和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图像识别技术

在准确性、效率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众多行业带来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1]。深入研究人工智能背景下

的图像识别技术，对于把握其发展脉络、挖掘应用潜力、应对潜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图像识别技术概述

（一）基本概念

图像识别技术模拟人类视觉系统的功能，对输入的图像或视

频内容进行处理、分析和理解，识别出其中所包含的对象、场

景、特征等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或判断。简单

来说，就是赋予计算机 “看懂” 图像的能力 [2-3]。例如，人脸识

别系统中对输入的人脸图像进行分析，与数据库中已有的人脸特

征进行比对，确定该人脸的身份信息。从本质上讲，图像识别是

一种模式识别技术，它将图像中的各种特征与已有的模式进行匹

配，以实现对图像内容的分类和识别。

（二）发展历程

图像识别技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

着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早期，人工智能刚刚萌芽，图像识别主

要基于一些简单的算法和规则，通过将待识别图像与预先存储的

模板图像进行逐一比对，寻找最匹配的模板来确定图像内容。但

模板匹配算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对图像的大小、角度、光照

等变化非常敏感，且需要大量的模板存储，在实际应用中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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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4]。

随着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

量机、决策树等不断发展，图像识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

通过人工设计特定的特征提取和分类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处

理复杂图像。例如，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构建的图像识别模型，可

以对大量图像数据的学习，调整网络的权重和阈值，实现对图像

特征的自动提取和分类。但对于实际应用中千变万化的复杂图

像，仍然在识别准确率、泛化能力上十分有限。

直到深度学习技术的兴起，图像识别技术迎来了革命性的突

破。其是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能够自动从大

量数据中学习特征表示。以卷积神经网络作为图像识别领域的核

心技术。CNN 通过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接层等结构，能够自

动提取图像的局部和全局特征，有效减少了对人工特征工程的依

赖，极大地提高了图像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随着深度学习技术

的不断发展，还有递归神经网络、自编码器逐渐应用，进一步推

动了该技术的发展 [5-7]。

近年来，强化学习技术也开始涉足图像识别领域。强化学习

通过让智能体在环境中进行交互，根据环境反馈的奖励信号来学

习最优策略。可以实现帮助机器学习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决

策，以实现更高效的图像识别。同时，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

发展，图像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的融合也成为研究热点，使得机

器能够更好地理解图像中的信息，实现更高级别的视觉识别。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图像识别技术的多元应用

（一）安防领域

图像识别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典型应用是人脸识别系统，目前

已经广泛应用于门禁控制、监控报警、考勤管理等多个方面，为

人们的家庭安全、出行安全等贡献一份科技力量。在机场、火车

站等交通枢纽，人脸识别技术用于旅客身份验证，实现快速通

关，提高安检效率。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采用了先进的人脸

识别技术，旅客在值机、安检、登机等环节无需出示身份证和登

机牌，仅凭刷脸即可完成身份验证，大大缩短了旅客的出行时

间 [8]。企业和学校之中，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能够有效控制人员进

出，保障场所安全。同时，在公共安全监控领域，人脸识别技术

可以实时监测人员活动，与数据库中的犯罪分子信息进行比对，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发出警报，为打击犯罪提供有力支持。

车牌识别是在道路卡口、停车场出入口等位置安装车牌识别设

备，能够自动识别车辆的车牌号码，实现车辆的自动登记、收费

管理以及交通违法抓拍等功能。例如，在城市道路的电子警察系

统中，车牌识别技术与闯红灯抓拍、超速检测等设备相结合，能

够准确记录违法车辆的车牌信息，为交通执法提供确凿证据。在

停车场管理方面，车牌识别系统可以实现车辆的快速进出，无需

人工发卡和收费，提高了停车场的管理效率，减少了车辆排队等

待时间。此外，图像识别技术还可以对视频监控画面进行智能分

析，实现行为识别、目标跟踪、异常检测等功能。通过对监控视

频中的人员行为进行分析，如判断人员是否存在奔跑、摔倒、打

架等异常行为，及时发出警报，以便安保人员采取相应措施。在

一些大型商场和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分析系统可以统计客流量、

分析人员流动轨迹，为商业运营和安全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9]。甚

至商场可以根据客流量统计数据合理安排营业时间、调整商品布

局，提高运营效率和顾客满意度。

（二）医疗领域

图像识别技术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应用为医生提供了有力的辅

助诊断工具。对 X 光、CT、MRI 等医学影像的分析，图像识别

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快速、准确地发现疾病和病变部位。例如，在

肺部疾病诊断中，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对胸部 X 光片或 CT 影像进

行分析，检测肺部是否存在结节、肿瘤、炎症等病变。一些先进

的图像识别算法能够对结节的大小、形状、密度等特征进行量化

分析，评估结节的良恶性概率，为医生的诊断提供参考。在心血

管疾病诊断中，图像识别技术可以用于分析心脏超声图像，测量

心脏的各项参数，如心室容积、射血分数等，辅助医生判断心脏

功能是否正常 [10-12]。病理诊断中，医生需要对大量的病理切片进

行观察和分析，以确定病变的类型和程度。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对

病理切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分析，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例

如，通过对乳腺癌病理切片的分析，图像识别系统可以识别癌细

胞的形态、数量、分布等特征，辅助病理医生进行乳腺癌的分级

和诊断。同时，图像识别技术还可以对病理切片中的免疫组化染

色结果进行分析，检测肿瘤细胞的相关标志物表达情况，为肿瘤

的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当然，随着医疗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图

像识别技术在医疗机器人的视觉导航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

在手术机器人系统中，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实时识别手术部位的组

织和器官，为机器人的操作提供精确的视觉引导，确保手术器械

准确地到达目标位置，提高手术的精度和安全性 [13-14]。在康复机

器人领域，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帮助机器人识别患者的肢体动作和

姿态，根据患者的康复需求调整机器人的运动模式和辅助力度，

实现个性化的康复训练。

（三）交通领域

自动驾驶汽车通过车载摄像头获取周围环境的图像信息，利

用图像识别技术识别道路、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其他车辆和

行人等目标物体。例如，通过对道路图像的识别，自动驾驶汽车

可以确定行驶车道的位置和方向，保持车辆在车道内行驶；通过

识别交通标志和信号灯，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做出相应的驾驶决

策，如加速、减速、停车等。同时，图像识别技术还可以对其他

车辆和行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提前采取安全措施，避免交通事故

的发生。目前，各大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都在积极研发基于图

像识别技术的自动驾驶系统，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

自动驾驶功能已经在一些量产车型中得到应用。城市交通管理

中，图像识别技术可以用于交通流量监测。通过在道路上安装摄

像头，利用图像识别算法对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图像进行分析，统

计道路上车辆的数量、速度、车型等信息，从而实时掌握交通流

量情况。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交通信号配时优

化、交通拥堵疏导等工作，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 [15]。例如，

通过对交通流量数据的分析，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动态调整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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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灯时长，优先保障交通流量较大方向的车辆通行，缓解交通

拥堵。此外，电子警察系统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对车辆的行驶行为

进行监测，如闯红灯、超速、违规变道、不按规定停车等违章行

为。通过对监控视频图像的分析，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车辆的车牌

号码、违章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并生成违章记录，为交通执法提

供有力证据。此外，一些新型的违章检测系统还可以利用深度学

习技术对复杂的交通场景进行分析，提高违章检测的准确率和可

靠性。

三、结束语

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图像识别技术的研究，对其基本概念、

发展历程进行概述。进一步深入图像识别技术的现代领域应用之

中，挖掘人脸识别、场景识别、病理分析、流量检测等的积极作

用，认识到图像识别技术的应用价值与未来前景。因此，在未来

还应当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与图像识别，为相应理论研究提供经验

范式，也为相应实践与应用指明方向，助推科技改变生活、生

产，促进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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