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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專題的主要工作是針對影像作

膚色偵測，找出人體的位置並框出人

身，之後再分割上下半身，分別對其

做去背景、去膚色，留下衣服後進行

分析衣服的款式、顏色及花素程度。 

 

2. 簡介 

現今網路日益發達，網路購物也

隨之蓬勃發展，無論男女都喜歡網購

服飾。然而，因為無法有實際的體驗

造成收到貨品後與期望不符，亦或者

是衣服不適合自己。因此，若能設計

出一套完善的服飾分析軟體，幫助使

用者在未能接觸到實物也能大略了解

該衣服的搭配方式及穿起來可能的樣

子，便能大大改善買不到喜歡的衣服

的困擾。 

因此本次專題的目標是將影像中

的衣服從人身上分離出來進而去判斷

樣式，得到正確的分析結果。 

其中分析的項目又細分為： 

（1） 款式 

 上半身：長袖、短袖 

 下半身：短褲（裙）、長褲、

長裙 

（2） 花色 

 主色調 

 素色／花色 

 

3. 專題進行方式 

 

Figure 1 實驗流程圖 

 

以下針對各作法進行說明。 

 

（1） 對原圖分析背景判斷為花、

素背景 

 

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之後判斷衣服

的分類及去背景做準備。 

首先，對原圖做 Canny edge 

detection得到一 Edged Map，此



為一種能有效降噪並精準找到邊

緣位置的方法。一開始先透過高

斯濾波器將圖片去雜訊，再記錄

像素梯度方向及強度以利之後找

邊緣。第二步，設置兩個閥值，

由閥值判斷此像素是否為邊緣：

當此像素梯度強度大於上閥值則

視為邊緣；小於下閥值則不為邊

緣；若界於上下閥值間，如果此

像素周圍有像素的梯度強度大於

上閥值則亦為邊緣，否則不為邊

緣。 

 

偵測完的 Edged Map 上有人及背

景的數條輪廓，再透過 Find 

contours 分別將邊緣線記錄下

來，統計出輪廓數。此外，將影

像對 X軸做投影，計算有 Edge反

應的最大寬度(edge_w)。當○1 輪

廓數<205 或者○2 輪廓數>=205 且

edge_w 佔整個影像寬不到 0.85

倍，則辨別為素背景；其餘則歸

類為花背景。 

 

 

Figure 2 素背景之範例 

 

 

Figure 3 花背景之範例 

 

（2） 做膚色偵測找出人體在影像

中可能的位置 

 

作法是將原圖從 RGB格式轉成

YCbCr格式，再依各分量 Y（光的

濃度）、Cb（藍色色度）、Cr（紅

色色度）設定 threshold： 

  

  

  

界在此範圍內的像素點標示為白

色，其餘則為黑色，故而得到一

二值化的圖。 

 

在此 RGB轉成 YCbCr的公式： 

 Y = 16 +  + 

 +  

 Cb = 128 -  - 



 +  

 Cr = 128 +  - 

 -  

 

之後，利用形態演算中的 Open方

法，以先侵蝕再膨脹的方式將多

餘的小白點去除，留下真正可用

的區域。之後，使用 Component 

Labeling 將各個有連通的白色

的區塊作編號並淘汰掉面積過小

的區塊或者是位置在照片外圍的

區塊。 

 

 

Figure 4 第二階段結果（素） 

 

 

Figure 5 第二階段結果（花） 

 

（3） 找出頭的大小與位置，框出

正確的人身分段 

 

在此階段我們框出人身的位置以

便切割出上、下半身並初步判斷

衣服款式。 

 

首先，為了框出正確的人身位

置，我們比較先前標記過的各區

塊其邊界(boundary)，找出上下

左右的極值及頭的位置，在此對

人寬我們稍微放大一點，因為手

腳位置不能確定一定是垂放。人

高的部分，若為素背景，則直接

以 Sobel 後的影像對 Y 方向做投

影找出人框的高度。Sobel 為一常

用的邊緣偵測方法，會分別對影

像進行水平與垂直的運算，得到

像素的梯度。花背景則是比較找

到的邊界高與投影高判斷剛剛找

到的頭是否正確，若不適當則另

外決定頭的位置與大小，並以八



個頭高來推算身高。 

其次，依人框作分段： 

 素背景 

肩線 : 頭頂 + 身高    

胸線 : 頭頂 + 身高 

半身 : 頭頂 + 身高    

膝線 : 頭頂 + 身高 

 花背景 

肩線 : 頭頂 + 頭高      

胸線 : 頭頂 + 頭高     

半身 : 頭頂 + 身高     

膝線 : 頭頂 + 頭高 

 

 

Figure 6 框出人身之結果（素） 

  

  
Figure 7 框出人身之結果（花） 

 

最後，藉由下手臂是否露出以及

膝蓋是否露出決定服飾長短。若

膚色區塊不為扁形( )且跨

胸線則為短袖，否則為長袖；若

膚色區塊為長形( )且跨膝

線則為短褲(裙)，否則為長褲

(裙)。 

 

（4） 對原圖去除背景及膚色留下

衣服 

 

在此去背景我們用到的方法是

Region Growing，它是藉由種子

點與周邊像素點的相似程度來決

定是否擴張。 

在此我們以兩點間的 R、G、B 分

量的差平方相加起來是否超過自

訂的 threshold(素背景：90；花

背景：150)，如若未超過則留下

比對的像素點，並將該點視為一



新的種子點繼續擴張，否則留下

該像素點，繼續試周圍其他的像

素點。當各種子點皆試完周邊所

有點，影像狀態不再改變後則為

結果。 

而背景的種類不同我們也就產生

不同的應對方式。當為素背景時

是以人框外圍為種子點擴張；花

背景則是在上下半身框內各找一

些種子點往外擴張，找出衣服。

再將之前偵測出的膚色區域去

除，最後剩下衣服。 

 

 
Figure 8 Region Growing 結果（素） 

 

Figure 9  Region Growing 結果（花） 

 

（5） 設定條件判斷衣服款式、圖

案密集程度及主色調 

 

此階段我們將只剩衣服的影像依

先前找到的人框作分割，留下上

下半身再分別從 RGB轉成 HSV。 

HSV是將顏色分成 H、S、V三種分

量，其中 H為色調(Hue)；S為飽

和度(Saturation)；V為亮度

(Value)。在此我們只參考 H值。

我們統計 H值從 0~180中各出現

的次數，以最常出現的 H 值決定

主色調。再依 variance的大小來

決定色調的多寡，大於 150 則視

為素色，其餘為花色。若為素色

則再判斷 Sobel過後的 Edged map

的線條密集程度，若愈密集則辨

別為花色。這裡我們訂的規則是

衣服的色調為一到兩個且圖案不

太大視為素色，其餘為花色。 

 

此外，若下身在先前步驟上判定

為長，則另外辨別裙子與否。利

用影像的每條橫向切線來收集背

景的次數，並以眾數為主，次數 = 

0 or 2 則初步判定為裙子，之後

再從影像中找垂直線，若有垂直

線則確定為裙，否則為褲。 

 

4. 主要成果與評估 

（1） 實驗結果 

 素背景 

上身：素短袖(H：26) 

下身：素長褲(H：108) 



 

Figure 10 素背景上身 

 

 

Figure 11 素背景下身 

 

 花背景 

上身：素短袖(H：125) 

下身：素長褲(H：120) 

 

Figure 12 花背景上身 

 

 

Figure 13 花背景下身 

 

（2） 成功率 

由於此次實驗我們主要是針對素

背景的照片作探討，因此花背景

的照片相較之下比較少。 

實驗的數據 : 照片總共 855張，

其中素背景有 809 張，花背景有

46張。 

 

Figure 14 成功率 

 

（3） 發現問題 

 若衣服顏色與膚色太過相近

有可能使衣服誤判為膚色區

域的一部份。 

 當衣服顏色與背景太過相

似，Region Growing 會一併

吃掉衣服。 

 花背景的衣服除非是素色不

然很難成功找到整件衣服。 

 長短著的問題若判斷錯誤，

可能是因為姿勢問題，拍照

有多種姿勢，難以保證每張

人像都站得很直，雙手垂放。 

 在判斷長裙或長褲時可能會

因為腳的擺放姿勢導致中間

沒有洞或是中間的洞沒辦法

被判斷是背景而出錯。 

 

5. 結語與展望 

雖然此次研究的作法有一定的成

功率，但仍然有許多可改善的地方以



利提升。像在判斷頭的地方若能加上

人臉辨識的功能，也就能更準確地找

到頭的位置及大小，在框人體的時候

也就更精準，對於提升成功率有多少

幫助。而在短褲及短裙的部分，在本

次專題中我們並未探討這個問題有很

大的原因是因為除非人是以腿大開的

方式站立，否則很難判斷出是裙是褲。 

本次專題的內容若能更精準分析

出衣物款式便可透過有效的結果給使

用者穿搭建議，也能進一步作為一開

始動機中所提到的軟體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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