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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轨迹局部拟合方式的有效性分析

从图(2)中可知，四条轨迹的拟合轨迹曲线都几乎和原始
轨迹曲线重合，因此可以认为使用三次样条插值对公式进行
拟合是有效的，进而基于轨迹局部拟合方式来计算在轨迹点
处的曲率是合理的。
2.徘徊行为识别模型的对比分析

从表(1)可知，相比于基于曲率信息熵和异向位移差的徘
徊行为识别模型，基于分类函数的识别模型在召回率和F1值
上分别提升了12.5%和0.067，基于异常检测的识别模型在召回
率和F1值上分别提升了6.25%和0.035，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提出
的两种模型是有效的且优于其他2种模型。由于本文提出的两
种模型从特定场景下有标签或无标签的轨迹数据中学习到了
徘徊行为的行为模式，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种模型是具有场景
特定性的。

摘要
徘徊行为判定作为异常行为识别的热点难题，目前存在难以构建具有场景特定性的识别模型问题。特定场景下的行人轨

迹数据，或是有标签，或是无标签。本文针对如何利用特定场景下有标签轨迹数据信息问题，结合行人多种轨迹特征，提出
了基于分类函数的徘徊行为识别模型，该模型能够通过分类函数自动学习该场景下有标签轨迹数据中的徘徊行为模式。针对
如何利用特定场景下无标签轨迹数据信息问题，提出了基于异常检测的徘徊行为识别模型，该模型能够在大量无标签轨迹数
据中自动学习潜在的徘徊行为模式。基于两种徘徊行为识别模型，提出了徘徊行为识别框架，该框架能够利用目标跟踪算法
获取特定场景视频中行人的轨迹数据，并根据数据是否带有标签合适地构建对应的具有场景特定的徘徊行为识别模型。

背景
异常行为是与生活常见行为或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相违背

的行为。目前在异常行为分析、异常轨迹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与应用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徘徊行为识别作为异常行为分
析的核心难点，在构建具有场景特定性的徘徊行为识别模型
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随着智慧安防、智慧城市等应用对该
技术的需求日益递增，徘徊行为识别成为异常行为研究中的
热点和难点，因此利用特定场景中的轨迹数据设计具有场景
特定性的徘徊行为识别方法是本课题的核心。

结论
徘徊行为判别作为异常行为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

对构建具有场景特定性的徘徊行为识别模型问题，提出了基
于分类函数和异常检测的识别模型，有效地通过联合多种轨
迹特征识别特定场景下的徘徊行为，提高了徘徊行为的识别
精确率和召回率，通过与三种基于不同轨迹特征的识别模型
的对比分析验证了两种模型可以实现多种轨迹特征的自动综
合，有效解决构建场景特定性识别模型问题。另外，针对轨
迹的多项式拟合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三次样条插值的局部
拟合方式，降低了轨迹拟合的计算量，通过局部拟合方式的
有效性分析验证了该方法可以在不对轨迹进行分段的情况下
以三次多项式拟合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