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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秩表征学习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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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像记忆性预测包含两个核心问题:特征表征与预测模型.当前对图像记忆性预测的研究多聚焦于探索对

其有影响的视觉因素,预测过程采用特征处理与预测相分离的方式,这使预测性能很大程度上受前期特征处理的

制约,如果整个预测过程缺少整体性的学习机理,可能会产生次优的预测结果.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低秩表征学习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将低秩表征学习和线性回归整合到一个框架下.低秩表征学习将原始的特

征矩阵映射到具有低秩约束的潜在子空间中,以学习到本征稳健的特征表征;线性回归学习了一个回归系数从而

建立图像特征表征和记忆性分数之间的联系.基于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以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大量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方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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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memorabilitypredictioninvolvestwoproblems featurerepresentationandpredictionmodel敭Most
ofpreviousresearchesjustfocusedonaddressingthefirstproblembyinvestigatingthefactorsmakinganimage
memorable andconductedfeaturefusionandregressionlearningintwoseparatesteps敭Resultsoffeature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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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

图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成千上万

的图像中,一些图像能在脑海中存留很长时间,而一

些图像很快就会被遗忘.基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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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性的概念,以衡量一张图像在被浏览后能被记

住的程度.因在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用户界面设

计等领域中的应用需求,图像记忆性成为了新兴热

门研究方向.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记忆性是图像的内在属

性[１].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记忆性分数相似的图像

包含的图像信息具有趋同性.比如,含有人物或突

出物体的图像的记忆性相对较高,而描述自然风景

等相对平和画面的图像的记忆性比较低,这表明图

像记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内容本身进行推

断测量.目前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向.１)探
索能够影响图像记忆性的视觉因素,发掘图像特征

与图像记忆性的潜在关系或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取具

有更强表征能力的图像特征集以提高图像记忆性预

测性能.例如,当前研究表明图像的高级语义特征

与图像记忆性存在更强的相关性[２Ｇ３],包括目标类

别、场景类别、情感种类和人物属性等.文献[３]基
于信息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特征选择模型并应用到图

像记忆性预测任务中.文献[４]建立了一个大型的

图像记忆性数据库LaMem,并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对

图像进行场景分类,将分类结果作为一种深度特征

对图像记忆性进行预测.２)从模型的角度出发,针
对不同的场景需求,设计更加稳健的预测模型以实

现图像记忆性的自动预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

较少.文献[５]提出了一种多视图环境下的自适应

回归模型,将多视角特征的融合和图像记忆性的预

测统一到一个框架中.文献[６]提出了一种基于自

适应迁移学习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利用外部数

据库提供的先验信息学习一组弱属性分类器,以进

一步提高图像记忆性的预测性能.为取得较好的预

测结果,通常会提取多种特征来描述图像.现有研

究主要是对所有特征采用串联的方式,不仅造成信

息冗余,而且容易受到“维数灾难”的影响,所以要考

虑更有效的特征表示形式.此外,目前研究中用到

的大部分预测模型较为简单,且与特征处理阶段分

离进行,使整个预测过程缺少整体性的学习机理,不
能很好地处理噪声干扰.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从

模型角度出发,结合低秩表征在数据全局结构探索

中的优势,将低秩表征学习和回归预测整合到一个

框架下,利用特征间的相关性和冗余性训练得到图

像记忆性预测模型,以提高预测准确性.

２　低秩表征

低秩表征[７]将数据分解为低秩部分与稀疏部

分,其对噪声的稳健性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并被广

泛应用于机器学习、机器视觉、图像处理等诸多领

域,可 以 解 决 人 脸 识 别[８]、图 像 重 构[９]、目 标 跟

踪[１０]、图像分类[１１]、子空间分割[１２]等问题.
低秩表征由压缩感知理论[１３]衍生而来,将信号

的稀疏性推广到矩阵的低秩性,并利用矩阵内部结

构增强对噪声的稳健性.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X＝
[x１,x２,,xN]∈RD×N,其中 N 代表样本个数,D
代表特征维数.低秩表征的核心是构造一个字典

G,为数据矩阵X 寻找一个基于G 的最低秩线性组

合解,即最低秩表示系数矩阵A,使得X＝GA.为

了简化模型,一般会采用数据矩阵本身作为构造字

典,在此情况下得到的数据最低秩表示系数矩阵A
可以有效地反映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揭示数据样本

的低秩结构.低秩表征的基本模型可以表示为

min
A,E

A ∗ ＋β E １,s．t．X＝XA＋E, (１)

式中:E 为稀疏的噪声部分;λ＞０为平衡参数;
 ∗为核范数,代表矩阵奇异值的总和; １为

矩阵l１ 范数,对噪声数据进行规则化.

３　基于低秩表征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为取得较好的预测结果,人
们往往会提取多种特征来描述图像,但大部分情况

下无法保证提取的图像特征之间完全不相关,因为

很多特征是互相关联的或共生的.比如一副图像中

有了发色等与人类有关的属性特征,是否有人这一

信息也已经被包含.特征冗余会增加模型复杂度,
降低模型预测准确性.鉴于低秩表征探究数据间相

关性的优势,本文将其运用于图像记忆性预测研究

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低秩表征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

型.该模型使特征表征与回归预测两个阶段的学习

能够在同一框架下进行,进而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

性.本文模型如图１所示,图中蓝色箭头代表训练

过程,红色箭头代表预测过程.
为使低秩表征能更好地应用于回归学习中,本

文方法做了一些改进.传统的低秩表征模型训练得

到的矩阵A∈RN×N 探究的是给定样本间的相关性,
由此训练得到的低秩矩阵不适用于新的测试样本.
为解决该问题,将低秩表征表达式中的X＝XA＋E
变为X＝AX＋E,再对A∈RD×D 进行低秩约束,可
将原始的特征矩阵映射到具有低秩约束的潜在子空

间中,揭示图像特征间本质存在的相关性而非样本

间的结构信息.改进后的低秩表征不仅适用于测试

样本,也可以利用相关性和低秩约束来去除特征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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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模型示意图

Fig敭１ Illustrationoftheproposedmodel

余,此时模型表示为

min
A,E

A ∗ ＋β E １,s．t．X＝AX＋E, (２)

式中:A∈RD×D 代表低秩投影矩阵;E∈RD×N 为稀

疏噪声矩阵.
线性回归是一种典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常用于

预测学习问题.给定 N 个图像样本集构成的特征

矩阵X＝[x１,x２,,xN]∈RD×N 和对应记忆性分

数向量y＝[y１,y２,,yN]∈RN,其中D 代表图像

特征维数.由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图像特征与图

像记忆性之间的系数向量w:

w∗ ＝argmin
w

y－XTw ２
２, (３)

式中: ２ 为向量l２ 范数,表示向量绝对值的平

方和的开方.
为了建立低秩表征和回归模型之间的关系,利

用低秩投影后的特征映射矩阵AX 代替原来的样本

X 代入回归模型的目标函数中,使回归模型的研究

对象由原始图像特征矩阵变为低秩投影后的特征映

射矩阵AX,采用一个新的回归系数向量b 表示特

征映射矩阵和图像记忆性之间的关系.将低秩表征

和回归模型的目标函数联合起来,最后得到目标

函数:

min
A,b,E

y－XTATb ２
２＋α A ∗ ＋β E １,s．t．

X＝AX＋E. (４)

　　目标函数将低秩表征学习和线性回归整合到一

个框架下,两个阶段的学习不是相互独立的,会在学

习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约束:结合回归学习,低秩表

征会将对图像记忆性没有影响的特征看作“噪声”,
从而使特征表示更为“干净”,而更为“干净”的特征

表示使回归模型在防止过拟合的同时可以提高预测

准确度.算法的整体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算法的整体原理图

Fig敭２ Overallprincipleoftheproposedalgorithm

　　对目标函数采用基于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线性交

替方向法[１４Ｇ１５]进行求解,使得算法能够快速收敛并

得到理想的结果.具体步骤如下.
引入w＝ATb,使得目标函数变为

min
A,b,E,w

y－XTw ２
２＋α A ∗ ＋

β E １,s．t．X＝AX＋E,w＝ATb. (５)
引入Y１,Y２ 两个拉格朗日乘子矩阵得到增广拉格朗

日乘子式:

L(A,b,E,w,Y１,Y２,μ)＝ y－XTw ２
２＋

α A ∗ ＋β E １＋‹Y１,X－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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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２,w－ATb›＋μ
２ X－AX－E ２

F ＋(

w＝ATb ２
２ ) , (６)

式中:μ 为惩罚参数;‹›为矩阵内积算子.
采用固定其余变量的迭代法求解上述增广拉格

朗日乘子式,迭代式为

Ak＋１＝argmin
A

α A ∗ ＋η１μ
２

A－Ak ＋

AkX－X＋Ek －
Y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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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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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wk＋１＝argmin
w

w－wk ＋
　
　

(－X) ２
μ

é

ë
ê
ê

(y－XT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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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１bk ＋

Y２,k

μ
æ

è
ç

ö

ø
÷

ù

û
úú η２

２

２
, (９)

bk＋１＝argmin
b

Ak＋１b－wk＋１－
Y２,k

μ

２

２
,(１０)

式中:k为迭代次数;η１＝ X ２
F,η２＝２/μ X ２

F 为

辅助参数.

在预测阶段,利用训练得到的低秩投影矩阵A
和关系向量b预测样本的记忆性,图像记忆性预测

公式为

y＝xTATb, (１１)
式中:x∈RD 是图像的特征向量;y 是图像对应的

记忆性分数.

４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４．１　实验数据及设置

使用的实验数据为文献[３]中构建的数据库,
作者从SUN数据库[１６]中选取２２２２张图像,通过

ATM(AmazonMechanicalTurk)平台上的视觉记

忆游戏得到图像的记忆性分数.数据库图像样例

如图３所示,图像下方为其对应的记忆性分数.
实验中用图像的三类属性特征进行预测,分别为

标签属性特征(１２７维)、物体属性特征(２５６维)和
场景属性特征(５４０维).其中物体属性特征和场

景属性特征通过LabelMe[１７]标注,描述图片所含

物体类别和所属场景类别信息;标签属性特征是

作者自定义的一些与美观性、情感、空间布局等相

关的语义属性.实验采用三倍交叉验证方法,将
数据库随机等分为３份,２份作为训练集,１份作

为测试集进行实验.根据经验设置参数为α＝１０,

β＝１,求解过程中的惩罚参数和迭代次数分别设

置为μ＝０．１,k＝１５.

图３ 数据库中具有不同记忆性分数的样本图像

Fig敭３ Sampleimageswithvariousmemorabilityscoresselectedfromthedataset

４．２　评估方法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评估方法:将测试集图像

分别按照实际分数和预测分数排序,采用排序相关的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两种排序之间的

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是－１~１,值越高代表

两种排序越接近.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ρ(r１,r２)＝１－
６∑

M

i＝１

(r１i－r２i)２

M(M２－１)
, (１２)

式中:M 是图像个数;r１ 中的元素r１i是第i张图片

在实际分数下排序的位置;r２ 中的元素r２i是第i张

图片在预测结果中排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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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结果分析

４．３．１　算法收敛性

本文算法采用基于增广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线性

交替方向法进行求解,为证明算法可行性及求解方

法合理性,以某一变量在迭代前后的绝对差值为参

考值验证其收敛性.为体现算法整体性能,在参数

α取不同值时验证算法收敛性,收敛结果如图４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参数α 的取值会适当影响算

法收敛性,但整体收敛趋势大致相同,变量的绝对差

值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快速递减,并且在大约１２次

后收敛.所以在后续实验中,设置迭代次数k＝１５.
参数β取值对收敛性影响差异量级很小,可视为没

有影响,收敛曲线也在１２次后平稳.

图４ 参数α取不同值时算法收敛性曲线图

Fig敭４ Convergencecurvesofthe

proposedalgorithmfordifferentα

４．３．２　参数对比实验

经实验发现目标函数中的平衡参数α的取值对

预测结果的影响比较大,当β＝１时,取不同α 值并

观察其影响.实验中α的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０,实验

对比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α＝１０时

能取得最好的预测结果,当α增加到１００时预测性

能降低,当α＝０时相当于忽略了目标函数中的低秩

约束,预测结果也变差,这证明了低秩表征学习在模

型中的重要性.

图５ 不同α取值对本文算法预测性能的影响

Fig敭５ Influenceofαontheperformanceof
theproposedalgorithm

４．３．３　与其他算法的对比

为证明本文预测模型的性能,利用相同的数据

库和图像特征将本文方法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除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评估方法外,选取在真实记

忆性分数排序下的前２０、１００、２００张图像和后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张图像,计算这些图像对应的预测分数的

平均值以检验整体预测趋势.当模型性能较好时,
原先记忆性分数较高的一组图像在预测后分数依然

整体较高,反之亦然.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采用

的对比 算 法 有 线 性 回 归 (LR)、支 持 向 量 回 归

(SVR)[１８]、岭回归(RR)[１９]、Lasso回归、多阶回归

(MRR)[２０]及多特征融合分层回归(MLHR)[２１].从

比较结果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回归方法和文献[３]
中基于信息理论的回归模型的实验结果ρ＝０．５５４,
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预测效果更好.

表１　不同算法的预测性能对比

Table１　Performance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

Item LR SVR RR Lasso MRR MLHR Proposed
Top２０ ０．８６１３ ０．７８４２ ０．８２７４ ０．８７５２ ０．８７８５ ０．８８８３ ０．８７５２
Top１００ ０．８２８７ ０．７８１５ ０．８１３６ ０．８００３ ０．８４４０ ０．８１２６ ０．８３２０
Top２００ ０．７９２５ ０．７８３２ ０．７９６４ ０．７５８９ ０．８１１０ ０．７７２７ ０．８０２３
Bottom２００ ０．５９９８ ０．５９７６ ０．６０３６ ０．５７９８ ０．６００６ ０．５７９１ ０．５９０２
Bottom１００ ０．５４８３ ０．５６９５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５５ ０．５８００ ０．５３９６ ０．５４８３
Bottom２０ ０．５２６１ ０．５６３１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８９ ０．５５８４ ０．５０７８ ０．５２１２

ρ ０．５２５７ ０．５３１０ ０．５２６３ ０．５４９３ ０．５７５７ ０．５８１６ ０．５９３６

４．３．４　子数据集下的预测性能

提取三类图像属性特征,即标签属性特征、物体

属性特征和场景属性特征.每一类特征在预测中发

挥的作用不同.不同特征在预测模型中的性能如图

６所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图像包

含的信息有区别.比如在包含人的图像中,与人相

关的标签属性特征较多且与图像记忆性更相关,而
风景图像包含的场景信息更多,所以对记忆性产生

影响的也多为场景属性特征.实验中用到的数据库

图像中包含人的图像和室内图像更多,室外风景图

相对较少,所以相比于其他两个特征,场景属性特征

预测性能较差.从数据库中挑选图片构成４个子数

０７１００２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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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分别是人脸图像数据集、建筑图像数据集、室
内图像数据集和室外风景图像数据集,每个数据集

中所含的图像个数分别为１００、７０、１１０和８９,对子

数据集图像记忆性进行预测,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在不同数据集下,某一类属性特征对图像记忆性影

响更大,其余特征可视为“干扰噪声”特征.从结果

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有“干扰噪声”特征的情况下本文

提出的预测模型依然表现出不错的性能,能够利用

特征间相关性进行特征选择并去除冗余特征,因而

在实际应用中也具有一定优势.

图６ 不同图像子数据集上的预测性能对比

Fig敭６ Comparisonoftheperformanceinpredictingimage
memorabilitywithindifferentimagesubsets

５　结　　论

针对目前关于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研究较少的

现状及研究中遇到的挑战,提出了一种基于低秩表

征学习的图像记忆性预测模型,将低秩表征学习和

线性回归整合到一个框架下.该框架利用低秩表征

挖掘特征的相关性,学习更本征稳健的特征表征,结
合线性回归以得到预测模型.采用基于增广拉格朗

日乘子法的线性交替方向法对提出的模型进行求

解.在公开的图像可记忆性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

明,模型能够在多特征融合的情况下通过特征间的

相关性选择有用信息,去除冗余信息,提高预测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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