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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年龄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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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龄变化是影响人脸识别模型性能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解决年龄变化所带来的模型识别率低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年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CA-CNN）用于跨年龄人脸识别。首先，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

人脸图像中的深度人脸特征；然后，提出一种高效的卷积注意力模块从深度人脸特征中获取年龄特征，并结合多层

感知机和多任务监督学习，将深度人脸特征非线性分解为年龄特征和身份特征；最后，为了更好地区分身份特征和

年龄特征，提出了一种批核典型相关性分析模块对分解后的身份特征和年龄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经过对抗性学

习训练后，相关性最小化，实现了跨年龄人脸识别。所提模型在MORPH Album 2数据集上的 rank-1识别准确率达

到了 99. 03%，在 CALFM数据集上的人脸验证等错率为 9. 8%，表明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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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 change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face recogni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face recognition rate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age, a cross-age face recognition model (CA-CN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s proposed for cross-age face recognition. First, the overall face feature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face
image by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hen, an efficient convolutional attention module is proposed to obtain age
features from overall face features, and combined with multi-layer perceptrons and multi-task supervised learning, the
overall face features are non-linearly decomposed into age features and identity features; finally, for better distinguish
between identity features and age features, an approved batch kernel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ule is put
forwar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composed identity features and age features. After the training of
adversarial learning, the correlation is minimized and cross-age face recognition is realized. The proposed model
achieves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up to 99. 03% of rank-1 on the MORPH Album 2 dataset, and the face verification of
equal error rate of 9. 8% on the CALFM dataset, which indic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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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人脸识别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

的技术，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

注。人脸识别一般包括人脸检测、特征提取和特征

比对 3个阶段，准确率受年龄、角度、光照、遮挡和面

部表情等因素影响较大。目前人脸识别算法虽然

取得了很好的识别效果，但这些算法都是针对相同

年龄的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Cheng等［1］和 Best-
Rowden L等［2］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变化对人脸

识别的影响较大。跨年龄的人脸识别仍然是一项

比较艰巨的任务［3-5］，因此探索一种抗年龄干扰的人

脸识别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主要为生成式模

型、判别式模型及深度学习模型［6-7］。生成式模型主

要针对年龄变化过程中的人脸老化过程进行建模，

通过已标注年龄信息的人脸图像生成其他年龄段

的人脸图像，对数据集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大量

带有年龄标签的人脸图像。判别式模型的主要思

想则是寻找人脸图像中对年龄具有鲁棒性的特征，

从而减小年龄对模型的影响。基于梯度方向金字

塔（GOP）、局部特征描述子（LBP）及旋转不变特征

（SIFT）相结合的模型［8-9］先后被提出。Gong等［10-11］

提出了隐变量分析（HFA）和增强的隐变量分析

（MHFA）特征分解模型，MHFA利用隐性因子分析

算法将提取到的特征线性分解为平均脸特征、身份

因子和隐性年龄因子，从而将年龄特征从人脸特征

中分离，显著提高了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的性能。

但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人工特征描述子

的设计和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深度学习发展迅速，由于强大的非线

性表达能力，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及自然语言

处理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Wen等［12］将卷积

神经网络（CNN）应用于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提出

了隐性因子引导的 CNN模型（LF-CNN）。Xu等［13］

提出了耦合自编码网络（CAN）来模拟人脸老化过

程，该网络通过自编码网络学习到身份因子、年龄

因子及噪声因子的非线性表示。Zheng等［14］受文

献［10-11］的启发，去掉了平均脸特征，认为年龄因

素不是隐性的因子，年龄特征也可以通过年龄回归

任务得到，提出了年龄引导下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模

型（AE-CNN）。 为 实 现 更 好 的 识 别 效 果 ，Wang
等［15］利用正交分解将人脸特征分解为互相正交的

身份信息和年龄信息；Wang等［16］借用典型相关性

分析（CCA）［17］的思想，提出了适用于深度学习的批

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BCCA），该方法通过去相关

对抗学习将人脸特征分离为两个不相关的身份信

息和年龄信息，在跨年龄人脸数据集上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表明了身份和年龄信息的非线性关系不可

忽略。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年龄卷积

神经网络模型（CA-CNN）用于跨年龄人脸识别。

采用一种高效的卷积注意力模块（ECBAM）对深度

人脸特征进行非线性分解 ，并利用多层感知机

（MLP）［18］去除身份特征中的年龄影响因子；同时，

提出一种批核典型相关性分析（BKCCA）方法，对

分解后的身份特征和年龄特征进行相关性约束，以

期实现更好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效果。

2 所提算法

2. 1 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

所提模型主要由 CNN特征提取模块、深度人

脸特征分解模块和 BKCCA约束模块 3部分组成，

如图 1所示。为使用多任务学习的方式提取人脸图

像中的身份信息和年龄信息，首先由 CNN特征提

取模块提取深度人脸特征图（feature map），利用

ECBAM、MLP和多任务监督学习模块对深度人脸

特征进行非线性分解，得到年龄特征向量 X age和身

份特征向量 X id。然后对 X age和 X id进行 BKCCA，通

过反复训练，调整权重，降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将模型优化后的身份特征 X id与人脸库中的特

征向量进行余弦距离比较，达到跨年龄人脸识别的

目的。

为提高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的准确率，寻找一

种有效的 CNN提取深度人脸特征至关重要。主流

的 CNN网络如AlexNet［19］、VGG［20］等都通过增加网

络的层数来获得更好的效果，但通过增加网络的深

度来提升性能，网络容易出现过拟合、梯度消失和

梯度爆炸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献［21］和文献

［22］分别从拓展网络宽度和跨层连接的角度提出

了 GoogLeNet和 ResNet。Deng等［23］提出了一种更

适合人脸特征提取的 improved residual unit（IR）网

络结构，该结构由批量归一化层（BN）［24］、3× 3卷
积、非线性映射单元 PReLU［25］、3× 3卷积、BN层串

联组成。

受 InsightFace、ResNet、OE-CNN［15］和文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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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发，设计了图 1中的 CNN特征提取模块。该特

征 提 取 模 块 主 要 由 2 组 CBR 模 块 、4 个 残 差 组

（Res1、Res2、Res3、Res4）、3个 CBRP模块和 1个池

化层组成，每个残差组分别包含 3、4、6、3个残差块，

每个残差块由 3组 CBR组成。每个残差组输入特征

通道数和输出特征通道数相同，分别为 64、128、256、
512，残差块之间通过 CBRP模块进行下采样及通道

维度的扩充。预处理之后的人脸图像大小为 96×
112× 3，将其输入到 CNN特征提取模块，经过两组

CBR模块及最大池化后，特征图大小为 48× 56×
64，残差组Res1不改变特征图的大小，经过CBRP_1
模块后，特征图大小为 24× 28× 128，同理可知经

过残差组Res4后的特征图大小为 6× 7× 512。
2. 2 深度人脸特征分解模块

为减少从人脸特征中分离年龄特征时对身份

特征造成的损失，提出了一种非线性深度人脸特征

分解模块（feature factorization），结构如图 1所示。

首先利用 ECBAM对年龄子网进行监督学习，增强

显著的年龄特征并抑制其他冗余特征，从而得到更

加充分和准确的年龄特征。然后将身份因子与

MLP提取的年龄因子相减，实现非线性人脸特征分

解，得到不含年龄影响的身份特征，去除年龄因素

对身份识别的影响。

注意力机制是仿照人类视觉的观察模型，使网

络更关注目标的显著信息，抑制冗余信息，具有对

特定区域进行特征提取的作用。卷积注意力模块

（CBAM）［27］依次利用通道注意力模块（CAM）和空

间注意力模块（SAM）来增强特征的表达能力，结构

如图 2（a）所示。CAM模块中，分别将全局平均池

化（GAP）和全局最大池化（GMP）后的特征输入至

MLP进行通道间的信息交互；而 CAM模块中MLP
先压缩后扩展的操作会造成信息的部分损失 。

ECA-Net［28］证实了适当的跨通道交互能够提高通

道 注 意 力 模 块 特 征 提 取 的 有 效 性 。 所 使 用 的

ECBAM由高效空间注意力模块（ECAM）和 SAM
模块串联组成，通过引入可训练参数 α对不同通道

特征加权，结构如图 2（b）所示。

ECAM利用 2个一维卷积代替 CAM中的共享

MLP对 GAP和 GMP两种池化通道上的特征实现

相邻 K个通道间的信息交互，2个通道的卷积核参

数不共享；为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引入可训练参

数 α对双通道信息进行加权求和，通过反向传播训

练，实现模型自主选择通道中的有效特征；最后经

过 Sigmoid函数得到每个通道的权重。假设经过

CNN 特 征 提 取 模 块 得 到 的 feature map 为

t∈ RC×W× H，C、W、H分别为特征图的通道数、宽和

高，特征图经过 ECAM模块和 SAM模块的输出分

别为W ′age和W ″age。W ′age的表达式为

图 1 CA-CNN模型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CA-CN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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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ge= t⊗ σ{Conv1[ ]F 1
GAP ( )t ，F 2

GAP ( )t ，⋯，FC
GAP ( )t × α+

}Conv2 [ ]F 1
GMP ( )t ，F 2

GMP ( )t ，⋯，FC
GMP ( )t × ( )1- α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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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W ]，j∈ [ 1，H ]，k∈ [ 1，C ]， （2）

F k
GMP ( t) =Max [ vk( i，j) ]，i∈ [ 1，W ]，j∈ [ 1，H ]，k∈ [ 1，C ]， （3）

式中：F k
GAP和 F k

GMP分别表示对第 k个通道上的特征

图进行 GAP和 GMP操作；v k( i，j)表示第 k个通道

上的特征图中坐标为 ( i，j)的值；Conv1和 Conv2表

示两个一维卷积操作，卷积核大小设为 5，α∈ [ 0，1]，
参与训练；σ表示 Sigmoid激活函数；⊗表示矩阵张

量元素对应位置相乘。

SAM模块利用特征的空间关系生成空间注意

力图，突出特征图中的有效信息，是通道注意力的

补充，结构如图 2（b）所示。SAM 模块对 GAP和

GMP 生 成 的 2 个 二 维 特 征 进 行 通 道 上 的 级 联

（Concat），经过卷积操作后送入 Sigmoid中得到空

间维度上的注意力权重，然后将其与输入特征相

乘，实现特征重校准。W ″age的表达式为

W ″age=W ′age⊗ σ [ f 3× 3 ( F s
GAP，F s

GMP) ] （4）

F s
GAP ( i，j) = 1

C∑k= 1
C

W ′k age ( i，j) ，i∈ [ 1，W ]，j∈ [ 1，H ]，k∈ [ 1，C ]， （5）

F s
GMP ( i，j) =Max [W ′1 age( i，j) ，W ′2 age( i，j) ，⋯，W ′C age( i，j) ]，i∈ [ 1，W ]，j∈ [ 1，H ]， （6）

式中：F s
GAP ( i，j)和 F s

GMP ( i，j)分别表示对特征图通道

上位于坐标 ( i，j)处的所有元素进行 GAP和 GMP
操作；f 3× 3 ( ⋅ )表示 3× 3的卷积操作；⊗表示矩阵

张量元素对应位置相乘。

2. 3 相关性分析模块

多数深度人脸特征分解模块仅通过年龄任务

加身份识别任务进行联合监督学习，分离年龄特征

图 2 CBAM和 ECBAM的结构。（a）CBAM；（b）ECBAM
Fig. 2 Structure of CBAM and ECBAM. (a) CBAM; (b) EC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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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份特征，并未增加分析模块来约束年龄特征和

身份特征。文献［26］利用余弦相似性度量引导年

龄任务与身份识别任务之间的特征学习，但该方法

只能对两个特征向量对应位置的元素进行分析。

因此，DAL模型［16］利用 CCA的思想，提出了适用于

深度学习的 BCCA，BCCA将年龄和身份的高维特

征通过线性变换映射到低维空间上进行相关性分

析，但忽略了特征向量内部元素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核典型相关性分析（KCCA）［29］的思想是将低维

特征的内部元素通过非线性核函数映射到高维空

间，然后再将高维特征线性映射到低维空间进行相

关性分析的。基于 KCCA、MLP和 DAL模型［16］的

思想，所提 BKCCA模块如图 3所示，该模块对特征

分解模块输出的身份特征向量 X id和年龄特征向量

X age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

首先将 X age和 X id利用MLP非线性映射到高维

空间，然后再线性映射到一维空间上进行分析，并

使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ρ分析一维空间上的关系。

∀i∈{ id，age}：V i=ℜ i( )B i ， （7）

ρ (V id，V age)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ê

ê Cov ( )V id，V age

Var ( )V id ⋅ Var ( )V age

ù

û

ú

ú
úú
ú

ú
，（8）

式中：ℜ表示MLP函数；Cov ( ⋅ )为协方差；Var ( ⋅ )
为方差。设 B id={X 1

id，⋯，X m
id }，B age={X 1

age，⋯，X m
age}

为一个 batch，m为 batch的大小，设为 32，则 ρ可化

简为

ρ (V id，V age) =
1
m∑ i= 1

m ( )viid- v̄ id ( )viage- v̄ age

σ 2id+ ε ⋅ σ 2age+ ε
，（9）

式中：v̄和 σ 2分别为均值和方差；ε是一个避免分母

为零的极小值常量。由（9）式可知，ρ∈ [ - 1，1]，因
此，定义优化的相关性约束损失函数为 | ρ |。

设输入图像为 P，F ( ⋅ )表示模型的 CNN特征

提取模块，则大小为 6× 7× 512的深度人脸特征图

（feature map）t的计算过程为

t= F ( P )。 （10）
t经过特征分解模块后，得到 512维的身份特征

向量 X id和年龄特征向量 X age。

X age= F 3 ( )t ， （11）
X id= F 1 ( t) - F 2( )X age ， （12）

式中 ：F 3 ( ⋅ ) 表示 t 到 X age 的映射 ；F 2( )⋅ 为 MLP；
F 1 ( )⋅ 表示 t到全连接层 FC1输出的映射。

采用对抗学习的方式进行网络参数的更新训

练。首先，保持 F、F 1、F 2、F 3、F id、F age 的参数不变，

通过最大化 | ρ |来训练 ℜ；ℜ参数固定后，再训练参

数 F、F 1、F 2、F 3、F id、F age，计算 X id和 X age之间的相关

性。重复上述步骤，通过不断迭代更新网络参数，

使得最后两特征向量之间相关性最小。

L ( )id，age = min
F，F1，F2，F3，F id，F age

max
ℜ

|
| ρ{ℜ{F 1[ F ( )P ] }}-

F 2{F 3[ F ( )P ] }，ℜ{F 3[ F ( )P ] } ||， （13）

式中：F id和 F age分别为身份任务和年龄任务的映射。

2. 4 模型的多任务训练

3个模块联合监督学习身份任务、年龄任务和

相关性约束任务。进行身份任务判别时 ，使用

CosFace损失［30］对身份特征 X id进行监督学习，将分

类边界投影到余弦角度空间上，以期增大类间距

离，减少类内距离。CosFace损失的表达式为

L id=
1
N∑i= 1 - log

e
s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cos ( )θyi，i - b

e
s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cos ( )θyi，i - b
+∑ j≠ yi

es× cos ( )θj，i

，（14）

式中：N为身份个体的数量；yi为第 i个样本的身份

标签；cos ( )θyi，i =
W T

j

 W j

⋅ X i
id

 X i
id

为第 i个样本特征 X i
id

和类别 yi之间的余弦值。 s（s> 0）为缩放因子；b为

控制余弦边界的常量。

对于年龄任务，采用线性回归的方式估计年

龄，以均方差作为损失函数。

L age=
1
2m∑i= 1

m

[ ]F age( )X i
age - zi

2
， （15）

式中：X i
age为第 i个样本的年龄特征向量；zi为第 i个

样本的年龄标签。

综合（13）~（15）式，整个网络的联合损失函

数为

L= L id+ λ1L age+ λ2L ( )id，age ， （16）

式中：λ1和 λ2为平衡 3个损失函数的权重超参数。

图 3 BKCCA模块

Fig. 3 BKCCA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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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分析与讨论

3. 1 数据预处理与实验方案

为避免角度对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的干扰，在

进行模型训练、测试之前，首先用MTCNN算法［31］

对人脸图像进行面部和面部关键点检测，然后根据

5个面部关键点进行相似性变换，实现人脸对齐。

对齐后的人脸图像大小为 96× 112，将人脸图像像

素值归一化到 [ - 1，1]。对齐效果如图 4所示。

由于跨年龄人脸数据集采集困难、涉及隐私等

问题，可用于跨年龄人脸识别的公开数据非常有

限。因此，按照文献［10‒12，32］的方式，由 CNN特

征提取模块加上 FC1全连接层组成 Baseline模型，

利用 Softmax损失函数在 CASIA-WebFace数据集

上预训练，得到 Baseline模型参数，然后加入所提特

征分解模块、相关性分析模块及多任务损失函数，

利用跨年龄人脸数据集进行模型的微调，从而实现

对 CA-CNN模型的训练。

模型预训练时，在 Ubuntu16. 04 64位操作系统

和 Pytorch 1. 3. 0版本上搭建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平

台，采用 1块 GPU（NVIDIA Tesla P100）进行加速，

batch size设置为 128，采用随机梯度下降法（SGD）
进行模型优化，初始学习率设置为 0. 01，动量因子

为 0. 9，迭代训练轮数设置为 70，在第 5、15、30和 45
轮，学习率降至上轮的十分之一。模型微调与测试

时，在Windows 10 64位操作系统和 Pytorch 1. 2. 0
上 搭 建 训 练 测 试 平 台 ，采 用 1 块 GPU（NVIDIA
2080TI）进行加速。

3. 2 Morph Album 2数据集上的实验

Morph Album 2 数据集包含 55134 张人脸图

像，13617个个体，单个个体的年龄跨度最大为 12周
岁，其中 457个个体只有一张人脸图片，因此可用的

个 体 数 为 13160。 经 过 图 像 预 处 理 后 ，按 照 文

献［33］的设置将整个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

集，随机抽取 10000个个体内年龄跨度最大的两张

图片作为训练集，共 20000张图片；剩下的抽取 3000
个个体内年龄跨度最大的两张图片作为测试集，共

6000张图片，其中年龄较小的作为 gallery集，年龄

较大的作为 probe集，训练集和测试集无交集。在

模型微调阶段，batch大小设置为 32，训练轮数为

25，初始学习率设置为 0. 001，学习率在第 6、10和
18轮衰减为上一轮学习率的十分之一。（14）式中的

b和 s按照文献［15‒16，32］设置为 b= 0.35，s= 64。
模型测试时，将 probe原始图像与水平翻转之后图

像输入到模型中得到两个 512维身份特征向量，进

行 级 联 后 得 到 1024 维 的 最 终 身 份 特 征 向 量 。

gallery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最后将 probe中每一张

图像与 gallery集中所有图像进行余弦距离比较，距

离从小到大，即 top-1到 top-n排序，若 gallery集中最

近的那个与 probe身份相同，则为 Rank-1识别准确。

图 4 人脸对齐效果

Fig. 4 Face align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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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6）式中的超参数，设置了不同的值，对

应的 Rank-1准确率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当 λ1 为 0. 01，λ2 为 1时，Rank-1的
准确率最高，为 99. 03%。当 λ1为 0. 01，λ2为 1时，训

练过程中的曲线变化如图 5所示，其中 age loss、id
loss、total loss均为训练时的损失值。由测试时的年

龄损失值曲线 test age loss可知，测试时，年龄估计

任务的年龄误差在 5周岁左右。

为了验证改进的 ECBAM和相关性约束模块

BKCCA的有效性，CNN特征提取模块加上 FC1组
成了 Baseline模型。预训练后，设置了 CA-CNN模

型 、Baseline+基 于 ECBAM 的 特 征 分 解 模 块+
BCCA及 Baseline+基于 CBAM的特征分解模块+
BKCCA的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 6中可

以 看 出 ，3 种 模 型 的 Rank-1 准 确 率 最 高 分 别 为

99. 03%，98. 80%，98. 67%，充分说明了所提基于

ECBAM的特征分解模块和 BKCCA的有效性。

在Morph Album 2数据集上对比了近年来主要

的跨年龄人脸识别算法的 Rank-1准确率，实验结果

如表 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提 CA-CNN模型

的 Rank-1准确率高于其他模型，虽然相较于 DAL
模型只有 0. 06个百分点的提升，但 DAL模型的训

练集是未开源的大规模跨年龄人脸数据集及其他

一些通用人脸数据集，训练集人脸图片数量达到了

170 万 张 ，而 所 提 CA-CNN 模 型 仅 在 CASIA-

WebFace数据集上预训练和Morph Album 2数据集

上微调就可达到 99. 03%的准确率，训练集照片数

量仅有 51万张，说明所提 CA-CNN模型在小训练

集下就可达到较好效果。同时设置了对比试验，

Baseline利用 Softmax损失函数在 CASIA-WebFace
数据集上预训练后，未在Morph Album 2上微调，此

时 Rank-1准确率仅为 95. 67%，说明年龄对身份识

别确实有影响。Baseline+Age表示加入年龄子网

后的模型，但年龄子网仅有 FC3，采用多任务学习

的方式在Morph Album 2进行模型微调，此时模型

的准确率达到了 97. 73%，说明多任务学习对身份

识别任务有利，但模型仍有改进空间。图 7为错误

识别的部分人脸图像，第 1行为测试的人脸图像，

第 2行为模型得到的 top-1图像，第 3行为对应的真

图 6 训练过程中不同模块作用下的 Rank-1曲线

Fig. 6 Rank-1 curves of different models during training

表 2 不同算法在Morph Album 2上的 Rank-1结果

Table 2 Rank-1 results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on Morph
Album 2

Algorithm
HFA（2013）［10］

MEFA（2015）［11］

LF-CNN（2016）［12］

AE-CNN（2017）［14］

AFJT-CNN（2018）［34］

JMCNN（2018）［26］

OE-CNN（2018）［15］

DAL（2019）［16］

FSDS-CNN（2020）［32］

Baseline
Baseline+Age

Proposed algorithm

Accuracy of Rank-1 /%
91. 14
93. 80
97. 51
98. 13
97. 85
98. 36
98. 67
98. 97
98. 41
95. 67
97. 73
99. 03

表 1 不同的 λ1和 λ2所对应的 Rank-1准确率

Table 1 Recognition rate of Rank-1 for different values of λ1
and λ2

λ1
0. 01
0. 005
0. 015
0. 01
0. 02

λ2
1
1
1
0. 5
1

Accuracy of Rank-1 /%
99. 03
99. 00
98. 80
98. 56
98. 67

图 5 损失值和 rank-1准确率在训练过程中的变化曲线

Fig 5 Variation curve of loss value and rank-1 accuracy
dur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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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结果，每张图像底部数据为年龄。从图 7可以看

出，识别失败大多是由于姿态、光照等问题。

3. 3 在CALFW数据集上的实验

CALFW数据集［33］是用来评估模型在大年龄间

隔下的人脸验证性能的，该数据集挑选了 3000对有

年龄间隔的相同个体为正样本对，还挑选了 3000对
具有相同性别和种族的不同个体为负样本对。由

于 CALFW没有年龄标签，在 CASIA-WebFace数
据集上预训练和Morph Album 2数据集上微调后，

只在 CALFW数据集上进行人脸验证实验，没有进

行任何训练和微调。首先进行人脸图像的对齐矫

正，测试时，采用与 Morph Album 2相同的测试方

法，将原始图像与水平翻转后的图像输入网络，得

到 1024维身份特征向量，计算每对身份特征向量的

余弦距离作为配对得分，根据错误匹配率（FMR）和

错误非匹配率（FNMR）得到等错率（EER）及错误

匹 配 率 为 0. 1 时 的 错 误 非 匹 配 率［FNMR@
FMR ( 0.1 )］，EER越低，说明模型的性能越好。

在 CALFW数据集上对比了近几年主要的跨年

龄人脸识别模型，实验结果如表 3所示，所提 CA-

CNN模型的EER和FNMR@FMR ( 0.1 )都优于其他

模型，充分说明了所提模型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

4 结 论

针对跨年龄人脸识别，提出了一种新的跨年龄

人脸识别模型（CA-CNN），该模型仅需在开源数据

集上进行网络训练，就可以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

同时，所提 ECBAM后续也可以考虑应用于 CNN特

征提取模块中，BKCCA方法也可为多通道网络提

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而年龄因素的干扰也可以替

换为其他干扰因素（如光照、表情、角度等），从而解

决类似的干扰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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