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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影是現代人類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

隨著數位化電影資料日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電影資料的內涵式分析成為目前重要

的研究主題。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一種電影摘

要自動合成技術以及一種角色自動分析技術。

我們利用鏡頭樣板來判別電影鏡頭是否為特寫

鏡頭。再將特寫鏡頭依照膚色特徵來作叢集分

析，來找到一部電影各個主要演員的戲份。最

後我們根據演員的戲份比重，由特寫鏡頭叢集

中挑選代表性特寫鏡頭來合成電影摘要。 

關鍵字 
MPEG-4、視訊摘要(video summarization)、電
影摘要(movie summarization)、特寫鏡頭(close-
up shots)、電影資料庫(movie databases) 、內
涵式查詢(content-based retrieval) 

1. 序論 
多 媒 體 資 料 的 摘 要 (multimedia 

summarization)為目前多媒體資料庫領域的重

要研究主題之一。而電影是現代人類最重要的

文化資產之一，隨著數位化電影資料日漸成為

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所以電影資料的自動

化摘要成為許多視訊/電影應用系統的重要技
術。 

一部電影在要上映之前的第一步就是為這

部電影作宣傳，而最直覺宣傳的工具當然就是

這部電影的電影摘要。典型的電影摘要，如電

影海報跟電影劇照的設計，目的是為了讓所有

使用者能對此部電影的大致內容能一目了然。

尤其是電影海報，在宣傳時期可以說到隨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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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就連是公車站牌都能看見正當宣傳期的電

影海報。除此之外當然還有最動人心弦的電影

預告片，可以說是一部電影最精華的部分。從

預告片中可以看到主要演員在重要場景中的演

出，以及最具代表性的鏡頭(shots)。 
不論是在電影海報、電影劇照或電影預告

片中，都可以清楚的看到其中使用了大量的特

寫鏡頭。因此我們可以藉由特寫鏡頭的偵測及

擷取，來自動合成電影摘要。我們也可將自動

合成的電影摘要作為索引，用於電影資料庫內

涵式查詢。如此一來使用者可在大量的電影資

料中，很快的搜尋到有興趣欣賞的電影。 
MPEG-4 為新一代的多媒體資料壓縮標準

[1]。由於 MPEG-4 以物件作為壓縮單位，不

會將單調的背景一起壓縮進去，如此便能降低

一定程度的資料量。MPEG-4 視訊中最重要之
概念就是所謂的視訊物件平面(Video Object 
Plane;VOP) [1] [2]。為了達到與過去視訊壓縮

標準的相容性(如 MPEG-1、MPEG-2、H.261
以及 H.263 等)，視訊物件平面仍然是以區塊
為主(Block-based) ，但也容許有任意形狀的物

件，因此不但有更多的彈性，也能達到與過去

標準的相容性。此外亦可提供對畫面上不同的

物體，依頻寬傳送不同解析度的資料流[6] (不
論是空間上或是時間上)，這對於像是網路傳

送視訊摘要的應用非常實用。所以，未來電影

資料非常可能是以MPEG-4格式來儲存。 
在多媒體的摘要的相關研究方面，視訊摘

要的應用是屬於比較成熟的部分，但是視訊摘

要的做法與定義看法十分分歧。在[4]論文中
說明目前視訊摘要主要有兩種方法，第一種是

將鏡頭中的重要物件形狀或場景取出，作為一

段視訊摘要的；第二種則是將”重要的”或”有
趣的”場景取出，作為一段視訊摘要。而在[3]



的論文中，則是提出使用人類心理學作為視訊

內容的基礎，改變了以往使用框架(Frame)架
構的方式，將視訊摘要融入心理結構的成分。 

[11]一文中提出一種電影摘要方式。提出
以”米字形”物件形狀特徵值來偵測並擷取特寫

鏡頭，然後將特寫鏡頭合成電影摘要。但是特

寫鏡頭有很多都是在兩人對話時出現，此時的

特寫鏡頭會讓人物物件靠左或靠右，如此便會

影響特寫鏡頭偵測的準確度。在本文中，我們

提出另一種電影摘要自動合成技術以及一種角

色自動分析技術。我們利用特寫鏡頭樣板

(close-up templates)來比對電影鏡頭是否為特
寫鏡頭。再將特寫鏡頭依照膚色特徵來作叢集

分析，來找到一部電影各個主要演員的戲份，

然後將特寫鏡頭合成電影摘要。 
本論文的結構說明如下。在第 2節中我們

將介紹現行電影摘要的種類與涵義；在第 3節
中說明我們所提出的電影摘要系統的整體架

構；鏡頭的種類與定義以及特寫鏡頭的偵測方

法將在第 4節中說明；如何利用膚色特徵將特

寫鏡頭做叢集分析來進一步辨識演員戲份的技

術將在第 5節中說明；第 6節中說明電影摘要

合成方式；第 7節說明主要的實驗結果；最後

第 8節為本文的結論。 

2. 目前電影摘要的種類 
目前電影摘要主要有電影海報(posters)、

劇照(stage photos)、電影預告片(previews)、劇
情簡介(synopsises)以及電影寫真集[14]等。 
2.1 電影海報及劇照 

   

a.特寫版面海報     b.演員群版
面海報 

 
c.摘要版面海報 

 
d.綜合版面海報 
圖 1. 電影海報種類 

電影的宣傳方式大致分為靜態與動態兩大

類，其中以電影海報為靜態宣傳的主要代表。

電影的海報分類如圖(1)所示，圖(1.a)為特寫版
面海報，內容為將一部電影中的一個主要角

色，以特寫方式搭配電影場景作為海報；圖

(1.b)為演員群版面海報，擷取電影中重要角色
的鏡頭畫面，利用合成技術合成電影海報，這

類電影海報是最常見的一類，而使用的鏡頭又

以特寫鏡頭占絕大多數；圖(1.c)為摘要版面海
報，從電影的劇照中挑選具帶表性的精采劇

照，結合成為電影海報；圖(1.d)為綜合版面海
報，它讓設計者可以自由排版，自由度相當



高，沒有侷限應用的鏡頭種類，包含電影場景

也可成為海報主題。 

2.2 電影預告片 
電影動態宣傳方式的主要為電影預告片，

它是將電影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吸引人的電影

鏡頭結取出來，然後合成一段電影短片。 

2.3 劇情簡介 
劇情簡介是以第三者的身分，對一部電影

做文字的簡介與劇情說明，國家電影資料庫

(http://www.ctfa.org.tw/)目前的電影摘要就是以
劇情簡介為主。 

2.4 電影寫真集   
電影寫真集裡有許多精采劇照都是使用特

寫鏡頭，除此之外它記載電影幕前幕後花絮

[14]，其中包括電影的劇本、電影裡的服裝設

計介紹、排演過程等等，配合著電影的上映，

進一步的促進該部電影的推廣。 

3. 電影摘要的系統架構 
本文所提出之電影摘要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2 所示。我們假設要建立電影摘要的電影為

MPEG-4 格式，因為其中的物件已經標明，若

為其他格式的電影資料，則須經過物件辯識的

程序取出電影中的物件。經由鏡頭偵測模組

(Shot Change Detection) [12]，以鏡頭為單位對
一部電影進行切割。再將電影鏡頭做鏡頭前製

處理(Pre-Processing)，取出關鍵視訊物件平面
後，對視訊物件平面做特寫鏡頭偵測(Close-
Up Shot Detection) 。 

自動判斷出特寫鏡頭之後，將特寫鏡頭輸

出到鏡頭叢集分析器(Shot Cluster Analysis)做
鏡頭叢集分析，進而判定演員的戲份。最後將

鏡頭叢集輸出到電影摘要合成模組 (Movie 
Summary Synthesis)中，在電影摘要合成模組
中，我們可以從演員的戲份決定各個演員的重

要性，依照重要性調整其在合成電影摘要時所

佔之比重。 

 
圖 2. 電影摘要系統架構圖 

4. 特寫鏡頭辨識 
4.1 鏡頭的種類 

表 1. 電影鏡頭分類表[9][10][13]. 

鏡頭種類 鏡頭解釋 

特寫鏡頭
(Close-

up) 

經由近距離所拍攝的人或物的
放大或細節描繪的鏡頭，如拍
攝對象是人，則指肩部以上的
拍攝範圍。 

近景鏡頭
(Close 
shot) 

介於中景與特寫之間的鏡頭，
如拍攝對象為人，指頭頂至胸
腹的範圍。 

中景鏡頭
(Medium 

shot) 

在視界與視覺角度方面介於特
寫鏡頭與遠景鏡頭之間的一種
鏡頭。以中景鏡頭來表示一個
人時，最典型的視覺範圍是從
該人的膝蓋以上來拍攝。 

全景鏡頭
(Full shot)

拍攝對象佔滿整個螢幕的鏡
頭。若被攝體是一個人，則他
或她的身體會全部容納在鏡頭
中。 

大特寫鏡
頭 

一種構圖非常緊密的特寫鏡
頭，能將一件微小的物體，或
物體和人物的某部分誇張放



(Extreme 
close-up) 

大，譬如一張人臉的鏡頭，只
顯出眼睛、鼻子或嘴唇部分。 

不論是電影海報、劇照或是電影預告片，

特寫鏡頭都是其主要內容來源。所以本文主要

是提出使用鏡頭樣板自動偵測並擷取特寫鏡

頭，再利用特寫鏡頭進一步合成視訊摘要。我

們可以從表 1 的電影鏡頭分類[9][10][13]得知
一般電影鏡頭大致分為特寫鏡頭(Close-up)、
近景鏡頭 (Close shot)、中景鏡頭 (Medium 
shot)、全景鏡頭 (Full shot)、大特寫鏡頭
(Extreme close-up)等類型。各類鏡頭的範例如

圖 3 所示，資料取自電影”哈利波特 2-消失的
密室”。 

 
a.特寫鏡頭 

  
b.近景鏡頭         c.中景鏡頭 

  
d.全景鏡頭         e.大特寫鏡頭 
圖 3. 各類型電影鏡頭實例 

4.2 使用鏡頭樣板偵測特寫鏡頭 
由表 1我們可以發現鏡頭的種類，是與視

訊物件在鏡頭中出現的大小跟位置相關，因此

我們便可以利用視訊物件在鏡頭裡的大小跟位

置來判斷是否為特寫鏡頭，偵測方法如下： 
1. 首先我們找出各 256 x 3 = 768個鏡頭，分
別有 256 個視訊物件置中的特寫鏡頭、
256 個視訊物件偏右的特寫鏡頭以及 256
個視訊物件偏左的特寫鏡頭。利用 768個
特寫鏡頭合成三種初始鏡頭樣板，如圖 4
所示。 

2. 將初始鏡頭樣板做影像處理，將樣板做極

色化(posterize)的處理，使得極色化的樣

板分三區，分別為全黑區域(值為 0) 、全
白區域(值為 255)以及中間地帶(值為 128) 
如圖 5。 

3. 對三個區域分別設定權重，也就是當物件
落到該區域時的得分。經由實驗結果，發

現將全黑區域得分設為 2 ，中間地帶得分
設為 1，全白區域得分設為 -6 ，可以得到
較佳實驗結果。 

4. 我們將以鏡頭為單位的視訊物件平面分別
與我們的三個樣板做位置比對，然後再將

所得分數(S)代入正規化公式得到正規值
(R)，公式如下： 

左樣板  
⎩
⎨
⎧

<=
≥=

0S, 0R
 0S, 41469/SR

中樣板  
⎩
⎨
⎧

<=
≥=

0S,  0R
0S, 38746/SR

右樣板  
⎩
⎨
⎧

<=
≥=

0S, 0R
0S, 47462/SR

5. 視訊物件平面分別在三個樣版得分中，我
們取最高的正規值作為正規值的代表，然

後設定一個門檻值(Threshold)，若是正規

值大於門檻值則判定其為特寫鏡頭。經由

實驗的結果，我們發現將門檻值設為 0.85
可得到較佳的準確度(Precision)跟回覆率

(Recall)。 



 
a.左樣板 

 
b.中樣板 

 
c.右樣板 

圖 4. 三種特寫鏡頭比對用初始鏡頭樣板 
 

 
a.左樣板 

 
b.中樣板 

 
c.右樣板 

圖 5. 三種特寫鏡頭比對用極色化後樣板 

5. 演員戲份分析 

5.1 特寫鏡頭的叢集分析 
由前節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到整部電影裡

的特寫鏡頭。我們希望能進一步對這些特寫鏡

頭以演員為分類單位做叢集處理(假設每個鏡
頭的演員身份皆為未知)。最終得到的結果是
多個特寫鏡頭叢集，每個叢集可以視為同一個

演員的特寫鏡頭集。 
在[7]提出了一個在視訊影像的膚色識別

方法。此方法首先將畫面切為 5x5 的區塊
(patch) ，在將顏色由 RGB(Red, Green, Blue)領
域轉換為 HSV(Hue, Saturation, Value ) 領域。
一開始讓使用者指派一個起始的區塊，然後以

色度跟飽和度為基礎並計算其直方圖

(histogram)相似度，可以得到一個不錯的膚色

識別結果。 
我們將[7]所提出方法運用在對演員的臉

部做膚色叢集處理上。由於三種樣板比對法可

以提供特寫鏡頭中演員臉部的大略位置的資

訊，因此我們可以不用一開始讓使用者指派一

個起始的區塊，而在每個樣版的額頭位置取一

5*5 像素的區塊作為起始的區塊，如圖 6 之紅
色區域，如此便能有效的自動識別出特寫鏡頭

的臉部部位。我們再以鏡頭的臉部部位的直方

圖統計作為特徵值做叢集處理，每一個特寫鏡

頭在初始化的狀態下會被視為是各自獨立的特

寫鏡頭叢集，對每兩個特寫鏡頭叢集。我們嘗

試將其合併為一個特寫鏡頭叢集，當兩個特寫

鏡頭叢集的直方圖 相似度大於我們設定的門



檻值時，我們則將這兩個叢集合併為一個特寫

鏡頭叢集。我們就可以得到叢集分類的結果。 
下面我們舉一範例說明之。假設有 13 個

特寫鏡頭，初始化時將每個特寫鏡頭設定為各

個獨立的叢集，接著加入特寫鏡頭 2，由於特
寫鏡頭 1和特寫鏡頭 2皆互相相似，特寫鏡頭
1和特寫鏡頭 2會被歸納在同一個叢集(叢集 1)
中。再來加入特寫鏡頭 3，它會試著加入叢集
1。因為特寫鏡頭 1 和特寫鏡頭 2 其中有一個
與特寫鏡頭 3 不相似，則特寫鏡頭 3無法加入
叢集 1，它會自己成為一個獨立的叢集。同

理，我們就可以得到叢集分類的結果。如圖 7
所示。 

 
圖 6. 樣板額頭位置起始膚色區塊圖 

 
圖 7. 特寫鏡頭叢集分析範例 

5.2 演員戲份的統計 
我們統計每一個叢集的特寫鏡頭總數，並

依照特寫鏡頭的數量由多到少排序，叢集 1為
最大的叢集，叢集 2次之，叢集 3再次之，依
此類推。因為一個叢集代表一個演員，所以當

叢集愈大則代表此演員的戲份愈重，藉由戲份

的統計如表 2 所示，我們便可作角色自動分

析，找出電影中的主要角色，並以主要角色的

特寫鏡頭來製作電影摘要。 

表 2. 哈利波特主角戲份排行表 
主

角 
排

行 

叢集 1 叢集 2 叢集 3 

代

表 
鏡

頭 
戲

份 45.7% 12% 6.8% 

6. 製作電影摘要 
6.1 合成電影劇照 
由特寫鏡頭叢集所佔的特寫鏡頭總數來判

斷此演叢集所佔的戲份，由戲份便可判定出主

要演員的色寫鏡頭叢集之後便可按戲份比重來

挑選主要演員的特寫鏡頭進行電影劇照合成，

圖 8為取自電影”哈利波特 2-消失的密室”中的
合成劇照。 

 

 



 
圖 8. 電影“哈利波特 2-消失的密室”的合成劇

照 

6.2 合成電影海報 
在電影海報合成方面，我們先制定出電影

海報的樣板，然後在依照演員的戲份在樣板上

進行排列。圖 9為我們所以使用的樣板之一，
樣版中的劇照一為第一主角放置位置，我們從

最大的特寫鏡頭叢集中挑出一個特寫鏡頭當第

一主角，再從其他次大的從集中挑出特寫鏡頭

當配角放置於劇照二、劇照三與劇照四等位

置，再挑選一張無角色出現的鏡頭當背景，如

此便能合成電影海報如圖 10所示。 

 
圖 9. 電影海報合成用的樣版 

 
圖 10. 電影“哈利波特 2-消失的密室”合成海報

實驗 

6.3 實驗環境 
為了與米字形方法[11]判斷方法做比較，

所以我們採用相同的實驗樣本。將實驗樣本分

為兩部分，第一部份為 MPEG-4所提供的標準
範例為實驗樣本，第二部分使用以下四部電影

分別代表四種電影類型： 
 臥虎藏龍：武俠片。 

 駭客任務：動畫特效片。 

 鐵達尼：文藝愛情片。 

 神鬼戰士：戰爭格鬥片。 



6.4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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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特寫鏡頭辨識之準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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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特寫鏡頭辨識之回復率 
由我們的實驗結果可以看出使用鏡頭樣板

偵測的實驗結果比使用米字形較佳，尤其在回

覆率(Recall)的提昇上有明顯改進。 

6.5 實驗結果分析 

 
圖 13. 誤判樣本 

圖 13 為一近景鏡頭。由於其中只包含一
個視訊物件，由於近景鏡頭的物件大小與樣板

加分區相近，所以當其位置剛好落在在加分區

時，可能會將鏡頭誤判為特寫鏡頭，不過我們

可以經由加分區域的加分調整，將其誤判降

低。 

7. 結論及未來的工作 
本文提出一種以樣板比對為基礎的特寫鏡

頭偵測方法，能夠有效的偵測到特寫鏡頭，並

將其做叢集處理來進行主角的戲份比重分析，

並進一步自動合成電影摘要。希望能藉由電影

摘要的自動合成，能夠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到一

部電影的內涵，充分發揮電影資料庫的典藏功

能。 
我們未來的首要工作為提昇鏡頭叢集技術

的準確率，並進行大規模實驗。經由提昇叢集

技術我們希望除了可以識別演員戲份外，更能

進一步判別男演員與女演員，如此便能識別出

男主角與女主角，使得電影摘要的合成能更適

合電影真正內涵。若能進行大規模實驗，就能

藉由實驗的結果修正我們的錯誤，進一步增加

我們的準確率與回復率，相對的電影自動化摘

要的效果和可靠性也會相對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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