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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脸感知：从二维到三维》围绕人脸这一研究对象，从计算机图像认知的角度，对二维人脸图
像分析和三维人脸建模进行全面介绍，内容包括：人脸检测及特征点标定，人脸轮廓定位，三维人脸
建模完整方案（包括人脸形状知识库的建立、人脸统计模型、基于特征点的形变算法、人脸建模具体
方案、纹理映射），光照分析及姿态估计。
最后，本书对一些经典算法以附录的形式加以详述，并提供源代码，以利于读者理解并尽快上手应用
。
　　《人脸感知：从二维到三维》可作为信息处理、计算机、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认知心理学等有
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习参考用书，也可供以上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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