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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海量数据导致文献检索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文献资源与用户间呈现复杂的耦合

性关系。传统文献搜索机制要侧重于知识服务，实现智能化的发展，在满足多元化的用户

需求的基础上，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移动视觉搜索机制，利用泛在知识理论，以用户需求

为核心，进行图像、视频的有效检索。论文构建移动视频检索机制模型，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构建模型具有较好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可以为移动视觉搜索

提供参考。

揖Abstract铱Document retrieval is intellig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sers is complex.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call andprecision canbe improved.The paper

constructs a mobile video retrieval mechanism model, and uses MATLAB software to analyze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good recall and precision,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obilevisual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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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视觉检索属于重要的信息检索方式，用户无需掌握

专业的检索知识就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检索结果。极限学习

算法（ELM）是视频检索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标准权重小和

检索效果好的特点，非常适合大数据背景下的知识检索[1]。下

面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移动视觉检索的问题，提出

极限学习模型，以实现对传统信息检索的优化。

2 移动视觉搜索机制

移动视觉检索通过移动终端摄取现实世界中的图像，在

短时间内检索到相似数据图书。其中，移动视觉搜索应用包括

图像匹配和图像检索。在大数据的图像检索中，图像检索技术

成为检索的研究热点，而移动视觉搜索需要将图像信息元素

分解，提取特征数值，选择检索模式，识别数字图书，依据相应

算法得到与图像类似的数字资源。

移动视觉检索是通过一个终端获取图像，并将图像与类

似的图书资料进行对比，以此获得相应的文献。整个移动检索

过程包括将检索对象进行图像信息分解、提取特征值、选择检

索方式、与图书馆资料进行匹配、反馈相似结果。在移动视觉

检索过程中，存在信息处理巨大和检索效率低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移动检索的发展[2]。因此，视觉检索方式需要

进行优化，以提高检测的准确度。梯度下降法、标准优化约束

法和最小二乘法等存在局部最优解的问题，检索准确度低。极

限学习法通过设定阀值，提高收敛速度的同时进行局部最优

解的控制，以此来提高检索的准确度。同时，极限学习法通过

反复的学习和优化，可以实现图像的简化检索，提高处理速

度，避免频繁访问网络。

3 移动视觉搜索模型

3.1 ELM 算法

将视觉 信息分为 k 个不同 的数据样板，得到

（xi，ti）
k
i=1奂Rn伊Rm，R 代表信息元包含的元素，该元素的误差为

0，那么其计算公式如下：

FL（Xj）=
L

i = 1
移茁ihi（x）=

L

i = 1
移茁iG（aixj+b i）=tj （j=1，2，…，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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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b i为图像信息检索阀值，茁i为第 i个节点在整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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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的特征矩阵间。

上述公式将检索图像和视频分解为更小单元，并进行相

应的检索，将检测结果汇聚成为完整图像，反馈给用户。

3.2 移动视频检索

为了维持查全率和查准率之间的平衡，本文采用提出

A-ELM算法，对 ELM进行优化，提高了模型中隐藏节点的检

测效率，具体如公式（2）所示：

fL（x）=fL-1（x）+茁LgL（x） （2）
式中，f为目标函数，L 为样本数，茁L 为权重，gL 为调整函数。

移动终端获取数据后，与大数据云进行连接，并将相应的

信息与图像传递到服务器上。服务器获取信息后，依据图像单

元的范围进行特征提取、信息训练、结果反馈，并将最终结果

合成为完整的图像资源。整个移动视频检索过程中，离线任务

处理和在线信息传输的方式显著地降低了对带宽的占用率，

有效地节约了系统资源，详细步骤如下：

第 1 步，确定图像的范围 祝i，对范围单元 k 进行训练，提

取 RGB元素。经过 HSV转化（H通道量化 16级，S、V通道量

化为 4级）转化为数组，形成特征值。

第 2步，获得特征值的平均值 兹，其计算公式为：

兹= 1
L

L

i = 1
移茁i。

第 3步，计算样本的方差 Di=茁i-兹，i=（1，2，…，k）。

第 4步，计算样本协方差，其维度为：B=
L

i = 1
移DiDi

T

L-1 。

第 5 步，获得协方差矩阵 B 的特征值，并按照特征值的

大小进行排序，得到数据空间。

4 模型测试试验分析

依据上述模型，利用 MATLAB 软件，对上述图片信息进

行仿真分析。首先，设置图片集合数量为 3 种，每种集合选 15
个样本。每次实验选取 10 样本，并进行 5次反复测试，测试总

次数 3伊10=30个训练样本，3伊5=15个测试样本，最后的查全

率和查准率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ELM 和 SVM 对比总结

对比内容 A-ELM ELM
样本查全率（k=30） 99.25% 91.32%
样本差准率（k=15） 81.25% 76.2%

测试次数/次 5 5
测试时间/s 67 89
由表 1 可知，A-ELM法在查全率、查准率、测试时间和次

数方面均优于 ELM法。这主要是由于 A-ELM法对残差进行

了调整，避免了局部极值的问题，由于简化测试步骤，缩短了

数据的处理时间。

5 客户端 App测试

为了进一步验证 2 种方法的检测效果，我们进行移动终

端的 APP分析，先对 2种方法进行端口和 IP设置，继而将收

集图片上传服务器，用二进制流构建图像数据库，最后对 2 种
算法的图像数据流进行检测，并返回相关查询结果。

A-ELM法在查全率和查准率方面优于 ELM法，且 ELM测

试过程中存在断点，说明该方法陷入局部极限，最终虽然成功完

成测试，但测试的幅度存在显著变化，说明 ELM法的可靠性逊

色于 A-ELM法。2种算法的最终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ELM 查询结果

组别 查全率/% 查准率/%
78.25 75
82.4 78
85.6 82
92.1 85
93.2 90
100 96

2样本数量时
ELM法

A-ELM法

4样本数量时
ELM法

A-ELM法

12样本数量时 ELM法

A-ELM法

6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A-ELM法在查全率和查准率方面优

于 ELM法，主要是由于 A-ELM法有效地避免了局部极值的

问题，并且通过残差函数构建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降低了

数据的复杂程度。同时，A-ELM法通过设置权重和阀值对局

部极值的问题进行了有效调节，大大缩短了检索时间，提高了

图像搜索的准确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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