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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pply augmented reality as a new media in busines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ubliciz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active scene atmosphere.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human body part recognition, we 
construct an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 and elaborate the key technology about the recognition of 
human body part based on color and depth images. At the same time, we explain the technical 
scheme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reality interactive display system based on human body 
part recognition, valida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the two technologies to iden-
tify the human body and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s in business applic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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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增强现实作为新的宣传媒介应用到商业活动中以达到宣传企业文化、活跃现场气氛的目的，基于人

体部位识别技术构建了一个基于人的肢体语言识别的增强现实应用，阐述了基于彩色图像识别人体部位、

基于深度图像识别人体部位的关键技术和基于人体部位识别构建虚拟现实交互展示系统的技术方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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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应用这两种技术进行人体部位识别存在的优缺点和可交互的增强现实系统在商业活动中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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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是在用户观察到的真实自然环境中添加计算机生成的文字、3D 模

型等信息的技术[1]。1992 年 Caudell 等[2]首次提出了 AR 的概念，Azuma [3]认为，AR 可以被定义为满

足三个基本特征的系统：真实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实时交互，虚拟和真实物体在 3D空间中的真实注册[4]。
将增强现实应用到新闻业的实践，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也在持续不断的探索中[5]。 

增强现实主要应用各类成像技术、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交互技术等来实现，是一门涉及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领域[6]。近年来，增强现实技术在医疗、教育、娱乐、军事等领域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7]，
同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中也在探索方法，以获取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本文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获取人体头部位置，利用摄像头捕获的真实场景作为背景，在进入画面的用

户头部偏上位置生成带有动画效果的文字特效，文字特效跟随用户移动，达到吸引用户的目的，向用户

展示企业文化等内容，同时在画面最下方可以叠加企业活动宣传等广告内容。该应用在商业活动中可以

提升参与活动主动性、活跃现场气氛，同时也能够宣传企业文化，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帮助。 

2. 人体部位识别技术 

人体部位识别即从视频图像中获取到运动的人的肢体部位在视频图像中的位置，根据图像数据不同

可以分为基于可见光图像识别和基于深度图像识别[8]。本文利用人体部位识别技术，获取到进入摄像头

视角范围内的用户的头部位置，根据其头部位置生成文字特效跟随动画，是实现系统人机交互的关键。 

2.1. 基于可见光图像识别人体部位 

基于可见光图像的识别人体部位，是通过对摄像头获取的视频流的每一帧图像检测所有人脸的位置，

以人脸位置中心点表示系统中所需的头部位置信息，本文使用级联分类器的方法进行人脸位置的检测，

其实现原理是：首先，利用若干人脸图像样本，提取特征进行分类器训练，得到若干个简单的分类器，

这些分类器进行级联，进而得到一个级联的分类器。训练样本分为正例样本和反例样本，其中正例样本

是指包含人脸特征的样本，反例样本指其它任意图片，所有的样本图片都被归一化为同样的尺寸大小；

分类器训练完以后，就可以应用于输入图像中的感兴趣区域(与训练样本相同的尺寸)的检测。检测到目标

区域(人脸)分类器输出为 1，否则输出为 0。为了检测整幅图像，可以在图像中移动搜索窗口，检测每一

个位置来确定可能的目标。为了搜索不同大小的目标物体，分类器被设计为可以进行尺寸改变，这样比

改变待检图像的尺寸大小更为有效。所以，为了在图像中检测未知大小的目标物体，扫描程序通常需要

用不同比例大小的搜索窗口对图片进行几次扫描。 
分类器的实现原理虽然复杂，但在该系统实现的过程中，没有必要编码实现每一个细节，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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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类库进行功能开发。我们使用 OpenCV 中一个基于树的分类器：Haarcascades 来检测人的面部，

选用此分类器是因为它建立了“boosted”筛选时级联分类器，“boosted“即指级联分类器的每一层都可

以从中选取一个 boosting 算法，并利用基础分类器的自我训练得到。 
分类器构建完成后，我们先通过摄像头捕捉到每一帧的图像，然后将图像进行直方图均衡化，再转

化为灰度图像传递给分类器，这样分类器将会得到脸部的数量，和每一个脸部位置信息的数据。通过访

问这些数据列表的每一项，我们可以算出脸部的轮廓，确定人头部上方的具体坐标值，将坐标储存作为

每一个特效的初始化位置，完成特效的生成。 
基于可见光识别人体部位的优点在于对外界环境要求较低，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可使用，识别人数也

不受限制，只要空间条件允许，多少人都可以识别，其缺点在于容易受到场景中变化的光线、影子等因

素影响，尤其是场景中灯光剧烈变化的话，很容易出现识别不准确的情况。 

2.2. 基于深度图像识别人体部位 

深度图像也称为距离图像，与彩色图像相比，深度图像能直接反映出物体表面的三维特征，且不受

光照、阴影等外部因素的干扰[9]。深度图像不能通过普通摄像头直接获得。微软的 Kinect 体感设备可以

生成深度图像，然后利用分隔策略，将人体从深度图像的背景环境中区分出来，进行复杂的矩阵变换、

计算，辨别出人体不同的部位[10]，然后得出人体各个关节的坐标。 
利用 Kinect 设备进行人体部位识别，性能稳定，可以准确的得到人体各个部位的相对坐标，微软也

为使用该设备的开发者提供了良好的接口。在实际应用中，kinect 设备识别人体关键部位有存在一些缺点，

首先，由于 kinect 设备深度图像的获取是利用红外线发射器将镭射光均匀的投射到物体的表面，然后利

用红外摄像头拍摄得到镭射光在物体表面形成的图像，经过计算得到的，在室外由于红外线的干扰，不

能得到准确的深度图像。其次，第一代 kinect 设备最多可识别人数为 2 个，第二代 kinect 设备最多可识

别人数为 6 个，识别人数有限。最后，kinect 设备对识别空间范围有限制，在近景模式下最远识别距离为

3 米(如图 1 所示)，在默认模式下最远识别距离为 4 米(如图 2 所示)。 

3. 应用系统构建 

系统功能模块如图 3 所示，利用 Unity3D 游戏引擎进行开发，Unity3D 游戏引擎为 AR 系统的开发提

供了非常便利的工具，它为图像的获取、图像的处理、视频的叠加都提供了简单易用的接口，同时，也 
 

 
Figure 1. The recognition distance of close range mode 
图 1. 近景模式识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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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cognition distance of prospect mode 
图 2. 远景模式识别示意图 
 

 
Figure 3. Modules of system function 
图 3. 系统功能模块图 

 

能很好地兼容 opencv 所提供的程序运行库，并专门为 Kinect 工具的使用提供了开发包。系统流程如图

4 所示，首先获取实时图像作为背景，然后利用人体部位识别技术计算得出进入图像用户的头部坐标，

为每个坐标随即选取跟随文字特效内容，利用程序生成跟随动画，文字特效叠加在实时图像之上，创建

广告展示图层，叠加在在实时图像底部。 

3.1. 系统功能模块及处理流程 

实时图像采集模块从摄像头获取真实场景视频流，并将视频流作为背景图像交给 AR 融合器，然后

由图像处理接口对每一帧视频图像进行识别，获取到人头部位置，图像处理接口让识别得出的结果提供

给文字动画控制器，文字动画控制器根据识别结果，为每一个人物头部以上位置，生成一个跟随的动画

特效，整个处理流程如图所示。图像处理接口模块实现了两种识别人体头部的接口：基于 Opencv 的可见

光图像识别技术识别人体部位和基于 Kinect 深度图像的人体部位识别，两种接口可以满足在不同环境下

的应用需求。 

3.2. 跟随文字动画实现 

文字特效动画的实现完全由程序控制，特效由跟随动画、文字、背景色三部分组成，首先为每一个

用户随即选择配置文件中所存在的句子，为每个句子随即选择一种背景颜色，句子有单词组成，单词间

在竖直方向上间距事先设置完成，在水平方向上，第一个单词根据配置时间、速度变化曲线运动到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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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头部位置，第二单词以同样的逻辑运动到第一单词的位置，随着时间更新的单词及其背景颜色形

成了运动的动画特效。 
系统被应用在商业活动中，吸引参与用户，系统会对用户肢体语言自动的产生响应，给用户新奇感，

活跃活动现场气氛。同时，也能够将宣传信息传递给用户，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了营销的目的，

是增强现实技术转化为实际成果的一个成功应用案例，用户参与效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4. System flowchart 
图 4. 系统流程图 

 

 
Figure 5. The effect of following animation 
图 5. 跟随动画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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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利用人体部位识别技术实现的用于企业理念宣传的可交互增强现实应用验证了不同的人体部位

识别技术在应用中存在的优缺点，该系统的应用效果表明虚拟现实作为新的广告媒介受到广大用户的青

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该系统图像处理所截取的图像分辨率低，交互内容单一，是影响用户体验关

键因素，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进步提高处理速度，提升图像质量，增加交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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