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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饮食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据数据显示，全球每

年有 1100 万人死于不健康饮食。因此，为了提高饮食

健康状况，记录饮食，分析饮食营养状况是一项十分重

要的研究任务。鉴于饮食健康管理的重要性，食物识别

与营养分析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食物识别的目的是

帮助用户自动构建饮食日记，避免手动记录食物名字带

来的麻烦。相比于通用图像识别，细粒度食物图像识别

有其特有挑战。首先，由于切菜，烹饪方法的差异导致

同类食物图片视觉上的差异很大。其次，同类食物的组

成原料会随着地域，季节的改变而变化，使得很多食物

没有固定的组成原料。图 1 展示了三种食物由于所用食

材的差异造成的食物图片的类内视觉差异大的例子。类

内视觉差异大使得细粒度食物图片识别成为一个比较

难的问题。 

早期的食物识别研究主要基于手工特征，如 SIFT，

HoG 等，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再训练 SVM 分类器进行

分类。由于食物图片类内差异大，手工特征难以取得满

意的分类效果。近几年内，由于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识

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近期的食物识别研究主要基于深

度卷积网络。除了常见的用在通用物体分类上的深度卷

积模型（如 VGG, ResNet）外，针对食物图像分类的深

度卷积模型，例如，Wide slice Residual Networks[1]

也被提出。目前，在包含上百个类的中等大小的数据集

上，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能够取得高达 80%的识别准确率。 

尽管深度卷积网络的出现使得食物图像识别的性

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现有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食物识别模型离实际应用仍有一段距离。首先，现有食

物识别模型都是在中小数据上训练得到，仅能识别百种

食物图片，难以处理实际场景中上千万种类别的食物识

别。其次，现有的食物识别模型依赖于大量手工标注的

食物图片进行训练。由于手工标注成本高，这些识别模

型的难以通过直接扩充训练数据集的方式提高模型的

泛化能力。 

为了解决实际应用中的大规模食物识别问题，现有

的工作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对食物图片进行原料识

别。食物由多种原料组成，与食物类别数量相比，原料

种类的数量要少很多。因此，相比于食物类别识别，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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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用食材差异造成的食物图片的类内视觉差异。

第一排，第二排以及第三排图片分别属于“黄瓜炒鸡

蛋”，“香辣藕丁”以及“手撕杏鲍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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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食物原材料对于大规模的食物识别更加有效。另外一

种途径是通过跨媒体菜谱检索进行食物识别。给定一个

食物图片，通过跨媒体菜谱检索找到对应菜谱。由于菜

谱包含食物名字，食材，甚至营养成分，因此，通过菜

谱检索能够有效的进行食物识别以及营养分析。同时，

由于网络上有大量的包含食物图片的菜谱，直接利用这

些菜谱数据训练跨媒体检索模型能够节省人工标注，进

而有效应对大规模食物图像识别问题。 

二、研究现状 

本章将从三个方面对现有食物识别工作进行介绍，

数据集，食物识别以及跨媒体菜谱检索。 

2.1. 数据集 

食物数据集是食物识别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研究者

们为此建立了大量的基准数据集，包含中国菜[2,3]、日

本菜[4,5]和西式菜[6,7]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对美食有

极度追求的国家，也是食物种类、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1]从众多的中文菜谱网站中爬取了大量的菜谱和食物

图片数据，建立了首个大规模中国菜数据集：Vireo 

Food-172。该数据集总共包含 172 种不同类型的食物

类型和 353 中不同的食材，同时图片数量达到 110,241

张。西式菜中属 Recipe1M+[5]最大，包含百万菜谱和超

过一千万的图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集的标签

并不是人工标注得到，而是通过对菜谱标题进行聚类自

动生成。因此，该数据集提供的食物种类和食材的标注

包含很多噪声。 

2.2. 食物识别 

现有工作对食物识别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部分：食

物分类和食材识别。给定一张食物图片，食物分类模型

需要能够判断是那种食物类型，是一个多类问题；而食

材识别则更复杂些，需要识别图片中的食物是由哪些食

材制作出来的，是一个多标签分类问题。[2]提出了不同

的面向食物分类与食材识别的多任务学习模型。[2]中的

结果显示，同时学习食物分类和食材识别能够比单任务

学习食材识别好很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菜食物分类

的 Top-5 准确率能够达到近 96%，食材识别也取得了

不俗的表现。 

众所周知，食材的切法和烹饪方法对食物最终食物

的视觉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只考虑食材来做识别显然

有其缺陷性。因此，[8]对食材的切法和烹饪方法进行了

进一步的标注，通过引入食材切法以及烹饪方法为辅助

任务进行多任务学习，使得食材识别的效果有了进一步

的提升。此外，除了多任务学习，[8]为了处理由于相机

到食物距离以及不同的切菜方法造成的食材大小差异

问题，引入多尺度局部原料识别，实验证明该方法能够

有效提高原料识别准确率。 

2.3. 跨媒体菜谱检索 

除了原料识别，应对大规模食物识别的另外一种有

效方法为跨媒体菜谱检索。该方法不需要人工进行数据

标注，因此近几年来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相比与其他的

跨媒体检索问题，菜谱检索有其独特的挑战性。首先菜

谱是结构性文本，通常包含标题、食材和准备步骤三块

信息。如何对菜谱的进行有效建模，从而学习到菜谱表

征是一个难题。其次，菜谱步骤是教学性语言，食物图

片是该教学语言产生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步骤

都会对食物造成视觉上可见效果。因此，如何对菜谱步

骤的视觉相除了原料识别，应对大规模食物识别的另外

一种有效方法为跨媒体菜谱检索。该方法不需要人工进

行数据标注，因此近几年来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相比与

其他的跨媒体检索问题，菜谱检索有其独特的挑战性。

首先菜谱是结构性文本，通常包含标题、食材和准备步

骤三块信息。如何对菜谱的进行有效建模，从而学习到

菜谱表征是一个难题。其次，菜谱步骤是教学性语言，

食物图片是该教学语言产生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每一

个步骤都会对食物造成视觉上可见效果。因此，如何对

菜谱步骤的视觉相关性进行建模以建立起菜谱到实物

图片的映射关系也是一个难题。 

针对跨媒体菜谱检索，现有的方法大都是针对菜谱

文本和食物图像学习一个联合嵌入空间，在该联合嵌入

空间中计算图片与菜谱的相似度，以此进行菜谱检索。

在学习联合嵌入空间的过程中，[9][10]引入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odel) 使得学习到的联合嵌入空间更好，



|科 技 前 沿  

食 物 识 别 研 究 进 展   
 

 

                                                                          
CCFCV 专 委 会 简 报  17    

从而有效提高菜谱检索的准确率。为了对菜谱到食物图

片的视觉相关性进行建模，[10]引入了层次注意力机制。

如图 2 所示，在菜谱表征学习中，层次注意力机制会对

每一个单词以及每一个句子学习到相应的权重。权重的

大小表示该单词或句子的重要性。引入层次注意力能够

帮助过滤掉一些视觉无关的句子或者单词，使得学习到

的联合嵌入空间的过程能够更好的进行菜谱检索。

R2GAN[11]探索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的检索

模型，通过专门设计的一个生成器两个识别器结构，让

检索模型能够学到更有效的特征表达。并且，由菜谱特

征重建出的食物图像能够协助用户更快速的找到相应

的菜谱，对检索中的排序结果也起到了解释的作用。

三、 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通过原料识别，跨媒体菜谱检索能够一定程度

上解决大规模食物识别问题。然而，这些方法仍有一定

的局限性。首先，目前的识别模型难以应对跨地区识别

以及检索。例如，对于原料识别，在中国菜上训练的模

型难以应用到日本菜或者西方菜的原料识别上。同时，

在西式菜上训练的跨媒体检索模型也难以搬迁到中国

菜的菜谱检索上。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

利用迁移学习实现跨区域原料识别以及菜谱检索。此外，

小样本学习也是解决大规模食物识别的一个有效途径，

因此，小样本食物识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委 任桐炜 

图 2 基于层次注意力机制的跨媒体菜谱检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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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像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

如何将多模态图像提供的互补信息有效融合，是医学图

像领域的经典科学问题之一。针对不同来源的图像数据，

通过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等手段捕捉与生理变化或疾病

进展紧密相关的影像特征，建立面向特定临床应用的数

据模型，是多模态融合方法在与医学交叉研究中常采用

的技术路线。 

近期，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合成在医学图像领域大

显身手。例如，可以由磁共振(MR)图像合成获得 CT 图

像，或者在对应不同成像序列或场强的 MR 图像之间进

行转化。图像合成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医学图像多模态

融合。长期以来，多模态融合主要依赖于图像配准，即

建立多模态图像之间的相似性测度并进行优化，从而估

计图像之间的空间变换。但是，不同模态图像视觉特征

迥异，跨模态的相似性测度设计是众所周知的难点。我

们通过图像合成实现不同模态图像之间的相互转化，进

而将多模态图像之间的配准问题分解为(多个)与合成图

像相关联的单模态配准问题，重塑了多模态融合的概念。 

同时，深度学习推动多模态融合从传统图像后处理 

 

领域延伸至前端成像，奠定了图像智能重建基础。以 MR

图像中最常用 T1、T2 序列为例，我们通过深度学习融

合不同序列图像互补视觉特征，将较快 T1 成像数据注

入 T2 重建，使得在对 T2 数据 K 空间快速降采样的条

件下，仍然可以重建出高质量 T2 图像。这些成果可以

用于以新一代国产 PET-MR 设备为代表的高端医学影

像设备中，从而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装备产业链的发展。 

以上工作已发表于国际会议 MICCAI 2017-2019。 

责任编委 王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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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过深度学习实现不同输入/输出之间快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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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专委会常委委

员、华中科技大学白翔教授团

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放射科、华为云、蓝

网科技等共同研发出一套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面向新

冠肺炎肺部 CT 影像量化分析系统，实现 CT 影像结果

秒级输出。 

该系统可自动分离出毫米级微小病灶，自动计算出

肺部病变面积的百分比, 实现单病例全自动精准量化结

果的秒级输出。可以辅助医生更高效地区分新冠肺炎的

早期、进展期与重症期，有利于早期筛查与防控。同时，

对于确诊病人，基于对多次复查影像数据的量化分析，

医生能够有效评估病情进展及用药疗效等情况，大幅提 

升诊断效率，减轻医生诊断

工作负荷。目前该系统已在

全国几十家医院使用。 

2 月 29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到华中科技大学考察疫情防

控科研攻关情况，肯定了研究团队所开发系统的精确性。

同时也非常关注该系统的落地应用情况，特别是在湖北

省、武汉市的应用，鼓励团队结合 CT 影像与核酸试剂

等信息进行更为精准的新冠肺炎诊断。3 月 3 日央视新

闻以“科研攻关助力抗疫一线”、3 月 25 日《焦点访谈》

以“救治在一线 科研当先锋”为题分别进行了报道。 

责任编委 储珺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

http://news.hust.edu.cn/info/1002/38080.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华为云和 TA 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GxZ1F2qug3vUk7hbChUkQw 

中央电视台官网：http://tv.cctv.com/2020/03/25/VIDE5rVd8uYIksbfguXqbrov2003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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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简

称 ACM MM）是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计算机图形学

与多媒体领域的 A 类学术会议，一年举办一次。2019

年的 ACM MM 会议已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5 日

在法国尼斯举行。 

一、多媒体会议主题的变化 

多媒体会议主要由 Systems（系统）、Experience

（体验）、Engagement（参与）、Understanding（理

解）四大主题组成。2019 年的多媒体会议给出了这四

大主题更详细的诠释和更新：Multimedia Systems 

（多媒体系统）、Multimedia Experience（多媒体体验）、

Engaging Users with Multimedia（用多媒体吸引用

户）、Understanding Multimedia Content（理解多媒

体内容）。 

Multimedia Systems （多媒体系统）今年包含的

子主题为：Systems and middleware （系统与中间件）、

Transport and delivery（传输与交付）、Data Systems 

Management and Indexing（数据系统管理与索引），

去掉了 2018 年的 Multimedia Telepresence and 

VR/AR （ 遥 现 与 虚 拟 / 增 强 现 实 ）、 Multimedia 

Scalability and Management （扩展与管理）、Mobile 

Multimedia （移动多媒体）。 

Multimedia Experience （多媒体体验）今年包含

的子主题为：Interactions and Quality of Experience

（交互和体验质量）、Art and Culture（艺术与文化）、

Multimedia Applications（多媒体应用），去掉了 2018

年的 Multimedia for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 & 

Distributed Environments（教学协作与分布式环境）、

Music, Speech and Audio Processing in 

Multimedia （ 音 乐 、 语 音 、 声 音 ）、 Multimedia 

Authoring and Enrichment（多媒体创作与丰富化）,

新添加了多媒体艺术与文化。 

Engaging Users with Multimedia（用多媒体吸

引用户）主要包含：Emotional and social signals（情

感 与 社 会 信 号 ）、 Multimedia 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 （ 多 媒 体 检 索 与 推 荐 ）、

Summarization, Analytics, and Storytelling（摘要、

分 析 与 故 事 讲 述 ）， 去 掉 了 2018 年 的 Social 

Multimedia（社交多媒体）。 

Understanding Multimedia Content（理解多媒

体内容）今年全面改版，新增了：Multimodal Fusion 

and Embedding（多模态融合与嵌入）、Vision and 

Language（视觉与语言）、Media Interpretation（媒

体解译），去掉了 2018 年全部的三个子主题：Deep 

Learning for Multimedia （ 多 媒 体 深 度 学 习 ）、

Multimodal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多媒体分析

与描述）、Multimedia and Vision（多媒体与视觉） 

笔者认为在深度学习技术火了几年之后，现在多媒

体领域已经进入了后深度学习时代，更多的注意力转向

多媒体问题本身的解决，而不是只关注特殊的方法，多

模态融合尤其是视觉和语言的融合成为了新主题，笔者

团队发表的论文[1]正好就属于该新主题。 

    

 

顶 会 观 察  

ACM Multimedia 2019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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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与论文录用情况 

本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共 750 名，来自 42 个国家，

收到摘要投稿共 1275 篇，有效投稿 936 篇，共有 98

名领域主席以及 758 名审稿人，最终录用了 252 篇论

文，录用率为 27%。 

在 被 录 用 的 论 文 中 ， 占 比 最 多 的 是 Media 

interpretation（媒体解译），共 89 篇，占比 35.3%，

其次是 Vision and Language（视觉与语言），共 31 篇，

占比 12.3%，排名第三的是 Multimodal Fusion & 

Embedding（多模态融合与嵌入），共 25 篇，占比 9.3%。

占比最少的主题是 Art and Culture，共 6 篇，占比 2.4%，

其次的两个主题是 Data Systems Management and 

Indexing（数据系统管理与索引）与 Summarization, 

Analytics, and Storytelling（摘要、分析与故事讲述），

各 7 篇，占比都是 2.8%。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第一次增加了一个代码可重

复 Track：ACM Multimedia Reproducibility Track，

收录的是 2018 年 ACM MM 录用论文中一些可重复代

码的论文，以鼓励作者提供自己论文的相关代码，增加

论文实验的可信度及对比实验的便利性。笔者认为这个

学术氛围非常好，这两年在生物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实验

不可重复的丑闻，而在计算机领域，不应该出现这个现

象，今年的这个 Track 为计算机领域的学术界注入了一

股清风，为今后学术界的规范开了一个好头。 

三、Keynote Speak 

笔者今年听了两个主旨报告，第一个是来自法国国

家视听研究所（The French National Audiovisual 

Institute）的 Jean Carrive，题目是：“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eserve Audiovisual Archives: New 

Horizons, More Questions”。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成

立于 1974 年，是一个保存国家视听资料遗产的公共研

究所，集科研、培训、教育、产品、咨询、编辑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长达 123 公里的模拟

视听材料，大于 1900 万小时的电视与广播，预计在

2021 年能够完成 100%的数字化,。该研究所正在利用

语音翻译、图像识别、人脸和人声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视听资料的索引，同时指出了在如此庞大的视听资

料中进行人工智能分析面临的两大困难：（1）没有现成

的数据集可以用于训练，（2）资料中概念和词汇过于复

杂，期望能做成一个公开项目，以得到学术界更多的技

术支持。 

笔者今年听的第二个主旨报告是来自比利时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Brussels）和荷兰拉德

堡 德 大 学 （ Radboud University ） 的 Mireille 

Hidebrandt 教授，题目是：“EU Data Protection Law: 

An Ally for Scientific Integrity?” Hidebrandt 教授

介绍了欧洲的 GDPR 组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是一个欧洲专门从事数据保护的公共组

织，并且介绍了欧洲数据保护法的相关情况。 

四、Best Paper Session 

与计算机视觉的会议不同，ACM MM 会议的 Best 

Paper Session 需要进行现场的报告和投票，因此笔者

听到了 5 篇最佳论文提名的精彩报告，分别来自中科院

自动化所[2]、山东大学[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nap

研究院[4]、新加坡国立大学[5]、山东师范大学[6]。内容涉

及基于多模态知识网络的医学问答[2]、多模态对话系统

[3]、视听缩放[4]、隐私保护[5]、基于多模态哈希的大规模

多媒体检索[6]。最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nap 研

究院的“Audiovisual Zoomin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Hear”胜出获得了最佳论文奖，在该篇论文

中，作者创造性的提出了 Audiovisual Zooming 问题，

能够在视频进行缩放的同时，缩放画面所对应的声音，

用户可以只听见所看见的人或物体。 

五、Brave New Ideas 

这个 Session 是笔者所感兴趣的版块之一，共包含

了四篇论文，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7]、荷兰阿姆斯特

丹大学[8]、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9]、新加坡国立大

学 [10]。内容涉及故事可视化 [7]、多模态数据超学习

（HyperLearn）[8]、基于人眼聚散行为的内部思维检测

[9]、图像主观属性学习[10]，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 Shizhe 

Chen 以画饼充饥这个故事所对应的图像序列生成为例

子，生动的讲解了内容涉及故事可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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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展望 

ACM MM 会议还有多个丰富多彩的 sessions，例

如 workshops、Art & Culture、艺术展、Best Demo、

Open Source Competition 等等，会议时间有限，笔

者并没有在上文中介绍全部的内容，笔者的理解仅代表

个人观点，如有偏差还请各位读者指出。在最后的

SIGMM（国际多媒体特别专家组）会议上，组委会介绍

 

了 2020 年的一些多媒体相关会议安排，包括 ICMR、

ACM IH & MMSec、ACM Multimedia Asia（由 PCM

和 ICIMCS 合并）等。2020 年的 ACM MM 会议将在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期待

与 MM 的下一次相遇。 

责任编委 王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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