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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

性转换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训练生成网络G‑Net，

其中，生成网络G‑Net负责生成图像，即输入一个

随机向量获得一个视觉上真实的人脸图像；训练

属性判别网络E‑Net，其中，属性判别网络E‑Net

负责判别属性，即判断当前图片是否具有限定的

属性；在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网络E‑Net完

成训练后，把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网络E‑

Net串联在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E‑Net的输入，

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该方法可以快速生成效

果自然的图片，解决生成结果可能是不自然人脸

或者不是人脸的问题，不需要手工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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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训练生成网络G‑Net，其中，生成网络G‑Net负责生成图像，即输入一个随机向量获

得一个视觉上真实的人脸图像；

S2：训练属性判别网络E‑Net，其中，属性判别网络E‑Net是一个二分类网络，负责判别

属性，即判断当前图片是否具有限定的属性；

S3：在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网络E‑Net完成训练后，把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

网络E‑Net串联在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E‑Net的输入，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

所述步骤S3中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的过程是：

S31：z_0表示G‑Net的输入，I表示G‑Net的输出，O表示原始图像，首先随机产生z_0，得

到I，然后定义损失函数为 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反向传播求O在G‑Net输入

空间的表示z_1，即当输入为z_1时G‑Net的输出图像为O；

S32：将串接的G‑Net和E‑Net作为一个整体网络，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使用z_1作

为输入，得到对于属性的判断，E‑Net输出为1表示拥有该属性，为0表示不拥有该属性，反向

传播寻找z_2达到属性转换的效果，即从原来不拥有该属性变为拥有该属性，反向传播的

loss函数为 或者从原来拥有该属性变为不拥有该属性，反向传播的loss函数为

S33：将z_2作为G‑Net的输入，得到的输出即为属性转换结果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成网络G‑Net的训练过程是：

S11：将辅助训练的判别网络D‑Net与G‑Net连接到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D‑Net的输

入，其中判别网络D‑Net是一个二分类网络，负责区分生成图片和真实图片，即判断当前图

片是真实人脸图像还是G‑Net输出的；

S12：固定住G‑Net的网络参数，训练D‑Net，目标是使得D‑Net可以区分出G‑Net的输出

和真实人脸图像，过程为将G‑Net的输出即标签标注为0的图片和真实人脸图像即标签标注

为1的图片输入到D‑Net，得到D‑Net对于输入图片的判断结果，将判断结果与标签进行比较

根据loss函数计算残差，反向传播残差，通过Adam方法学习D‑Net的网络参数；

S13：固定住D‑Net的网络参数，训练G‑Net，目标是使得D‑Net无法区分出G‑Net的输出

和真实人脸图像，过程为将随机向量输入到G‑Net得到G‑Net的生成结果，将G‑Net的输出即

标签标注为1的图片和真实人脸图像即标签标注为1的图片输入到D‑Net，得到D‑Net对于输

入图片的判断结果，将判断结果与标签进行比较根据loss函数计算残差，反向传播残差，通

过Adam方法学习G‑Net的网络参数；

S14：不断重复S12和S13，直到D‑Net无法区分G‑Net输出和真实人脸图像，训练完成，D‑

Net不会再被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属

性判别网络E‑Net的训练过程是：

S21：将含有限定的属性的真实人脸图片即标签标注为1的图片以及不含限定属性的真

实人脸图片即标签标注为0的图片输入到E‑Net，得到E‑Net对输入图片的属性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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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比较E‑Net的输出与标签的差距，使用SGD方法更新参数，即通过定义loss函数衡

量输出与标签的差距，然后根据loss得到残差，进行反向传播更新网络的参数；

S23：重复S21和S22，直到loss收敛，训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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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字图像处理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

转换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脸属性是面部图像的描述，通常人们使用PS手工修改达到人脸属性转移的效

果，为了得到满意的结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此外，使用属性判别网络反向传播修改

原图的方法也可以达到人脸属性转移的目的，但该方法得到的图片可能不是人脸。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快速生成效

果自然的图片。

[0004] 为了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训练生成网络G‑Net，其中，生成网络G‑Net负责生成图像，即输入一个随机向

量获得一个视觉上真实的人脸图像；

[0007] S2：训练属性判别网络E‑Net，其中，属性判别网络E‑Net负责判别属性，即判断当

前图片是否具有限定的属性；

[0008] S3：在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网络E‑Net完成训练后，把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

判别网络E‑Net串联在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E‑Net的输入，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生成网络G‑Net的训练过程是：

[0010] S11：将辅助训练的判别网络D‑Net与G‑Net连接到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D‑Net的

输入。其中判别网络D‑Net是一个二分类网络，负责区分生成图片和真实图片，即判断当前

图片是真实人脸图像还是G‑Net输出的；

[0011] S12：固定住G‑Net的网络参数，训练D‑Net，目标是使得D‑Net可以区分出G‑Net的

输出和真实人脸图像。过程为将G‑Net的输出(标签标注为0)和真实人脸图像(标签标注为

1)输入到D‑Net，得到D‑Net对于输入图片的判断结果，将判断结果与标签进行比较根据

loss函数计算残差，反向传播残差，通过Adam方法学习D‑Net的网络参数；

[0012] S13：固定住D‑Net的网络参数，训练G‑Net，目标是使得D‑Net无法区分出G‑Net的

输出和真实人脸图像。过程为将随机向量输入到G‑Net得到G‑Net的生成结果，将G‑Net的输

出(标签标注为1)和真实人脸图像(标签标注为1)输入到D‑Net，得到D‑Net对于输入图片的

判断结果，将判断结果与标签进行比较根据loss函数计算残差，反向传播残差，通过Adam方

法学习G‑Net的网络参数；

[0013] S14：不断重复S12和S13，直到D‑Net无法区分G‑Net输出和真实人脸图像，训练完

成，D‑Net不会再被使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属性判别网络E‑Net的训练过程是：

说　明　书 1/3 页

4

CN 107665339 B

4



[0015] S21：将含有限定的属性的真实人脸图片(标签标注为1)以及不含限定属性的真实

人脸图片(标签标注为0)输入到E‑Net，得到E‑Net对输入图片的属性判断结果；

[0016] S22：比较E‑Net的输出与标签的差距，使用SGD方法更新参数，即通过定义loss函

数衡量输出与标签的差距，然后根据loss得到残差，进行反向传播更新网络的参数；

[0017] S23：重复S21和S22，直到loss收敛，训练完成。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中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的过程是：

[0019] S31：z_0表示G‑Net的输入，I表示G‑Net的输出，O表示原始图像，首先随机产生z_

0，得到I，然后定义损失函数为 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反向传播求O在G‑Net

输入空间的表示z_1，即当输入为z_1时G‑Net的输出图像为O；

[0020] S32：将串接的G‑Net和E‑Net作为一个整体网络，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使用

z_1作为输入，得到对于属性的判断，E‑Net输出为1表示拥有该属性，为0表示不拥有该属

性，反向传播寻找z_2达到属性转换的效果，即从原来不拥有该属性变为拥有该属性，反向

传播的loss函数为 或者从原来拥有该属性变为不拥有该属性，反向传播的loss

函数为

[0021] S33：将z_2作为G‑Net的输入，得到的输出即为属性转换结果图。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通过训练生成网络G‑Net，其中，生成网络G‑Net负责生成图像，即输入一个

随机向量获得一个视觉上真实的人脸图像；训练属性判别网络E‑Net，其中，属性判别网络

E‑Net负责判别属性，即判断当前图片是否具有限定的属性；在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

网络E‑Net完成训练后，把生成网络G‑Net和属性判别网络E‑Net串联在一起，即G‑Net的输

出为E‑Net的输入，进行人脸属性转换操作；该方法可以快速生成效果自然的图片，解决生

成结果可能是不自然人脸或者不是人脸的问题，不需要手工二次修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G‑Net和D‑Net训练结构图；

[0025] 图2为G‑Net和E‑Net串联图；

[0026] 图3为E‑Net和D‑Net结构图；

[0027] 图4为G‑Net结构图；

[0028] 图5(a)为男转女结果示意图；

[0029] 图5(b)为女转男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1] 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

的尺寸；

[0032]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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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发明一种通过神经网络实现人脸属性转换的方法要训练两个网络，一个是GAN

(生成式对抗网络)中的生成网络G‑Net，一个是属性判别网络E‑Net。其中G‑Net负责生成图

像，即输入一个随机向量可以获得一个视觉上很真实的人脸图像。E‑Net负责判别属性，即

判断当前图片是否具有我们限定的属性。G‑Net和E‑Net使用真实人脸图像进行训练。

[0036] G‑Net的训练方法。G‑Net的训练过程需要配备一个判别网络D‑Net，但G‑Net完成

训练后，D‑Net不再需要使用。训练结构图见附图图1。G‑Net的定位是生成图像，D‑Net的定

位是尽可能区分出图像是来自G‑Net还是真实的图像，因此D‑Net是一个分类网络。两个网

络训练的各自目标是：G‑Net尽可能生成出相对与训练样本的逼真图像，D‑Net则尽可能区

分出图像是G‑Net生成的还是真实图像，因此D‑Net的训练样本包括真实的图像(标签为1)

和G‑Net的生成图像(标签为0)。

[0037] E‑Net的训练方法。E‑Net是一个分类网络，它的训练样本有两类，一类具有我们限

定的属性，一类没有我们限定的属性，使用E‑Net对两类样本进行分类。

[0038] 在G‑Net和E‑Net完成训练后，把G‑Net和E‑Net串联在一起，即G‑Net的输出为E‑

Net的输入，结构图见附图图2。人脸属性转换方法如下：

[0039] 1.z_0表示G‑Net的输入，I表示G‑Net的输出，O表示原始图像。首先随机产生z_0，

得到I，然后定义损失函数为 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反向传播求O在G‑Net输

入空间的表示z_1，即当输入为z_1时G‑Net的输出图像为O。

[0040] 2.将串接的G‑Net和E‑Net作为一个整体网络，固定好学习到的网络参数，使用z_1

作为输入，得到对于属性的判断，E‑Net输出为1表示拥有该属性，为0表示不拥有该属性。反

向传播寻找z_2达到属性转换的效果，即从原来不拥有该属性变为拥有该属性，反向传播的

loss函数为 或者从原来拥有该属性变为不拥有该属性，反向传播的loss函数为

[0041] 3.将z_2作为G‑Net的输入，得到的输出即为属性转换结果图(转换结果如图5(a)‑

(b))。

[0042] 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

[0043] 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用于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44]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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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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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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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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