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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

方法及系统，属于图像识别技术领域，该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首先获取证件图像集，对证件区域

和文字区域分别进行分割成二分类标签，制作分

割训练数据集；然后设计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

并使用损失函数计算分割预测结果和对应标签

的损失，在Pytorch框架中进行训练；再将待识别

的证件图形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获取证件

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结合分

割预测结果中的角点对图形进行校正；最后基于

分割结果结合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对权属人

信息进行提取，并将权属人证件信息录入系统。

本发明能够提高复杂拍摄环境下证件信息的识

别效率和识别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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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获取证件图像集，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

步骤2、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行训

练验证以获取关于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的分割网络模型，并对分割网络模型进行优化调整

训练；

步骤3、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模型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

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

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测框；

步骤4、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建立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根据文字检测框提取出证

件中的文字，输入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果，再根据文字检测框坐标确定

该文字对应的信息，获得权属人证件信息；

步骤5、从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自动录入预设模板表格中对应各

个属性信息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权权属证件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制作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分类标签，其中，文字分割二分类标

签只勾画证件中的文字，忽略背景中的干扰字样；

然后，将证件图像集中的证件原始照片、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分类

标签保持长宽比并缩放为固定尺寸，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分割训练数据集包括证件分

割训练数据集和文字分割训练数据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权权属证件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对分割网络模型进行优化调整训练的具体方法为：

根据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对应标签的损失进行计算得到分割网络模型的整体损失函

数，整体损失函数为：loss＝loss证件+γ*loss文字，其中，γ为权重；通过所述整体损失函数对

分割网络模型的参数进行调整，直至所述整体损失函数符合预设标准，完成对所述分割网

络模型的优化调整训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的具体方法为：

对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将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先腐蚀后膨

胀的形态学操作优化分割边界并进行空洞填补，获取证件分割区域轮廓，并根据轮廓大小、

长宽比排除误分割区域，获得处理后的证件分割区域，并计算出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角点

坐标；

对文字分割预测结果，同样的，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使用先腐蚀后膨胀的形态学操

作优化分割边界并进行空洞填补，获取文字检测框轮廓，利用文字检测框的几何特征滤除

冗余检测框，获得处理后的文字检测框，并计算出文字检测框的四个角点坐标，得到文字检

测框的轮廓大小和坐标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矫正操作的具体方法为：根据文字检测框的坐标位置和轮廓大小，以证件先验知识为依据，

对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角点坐标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后的四个证件角点坐标使用Ope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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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透视变换，得到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测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权属人证

件信息包括权属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地址、民族的属性信息。

7.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割训练数据集制作模块、分割

网络训练模块、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和信息录入模块；

所述分割训练数据集制作模块，用于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割训

练数据集；

所述分割网络训练模块，用于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行训练验

证，优化分割网络参数，获取用于证件和文字分割预测的神经网络模型；

所述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用于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模型

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

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

测框；

所述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用于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建立CRNN+CTC文字识别模

型，根据文字检测框提取出证件中的文字，输入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

果，再根据文字检测框坐标确定该文字对应的信息，获得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

所述信息录入模块，用于从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自动录入预设

模板表格中对应各个属性信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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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图像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及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影响巨大。近年，我国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通过调查明晰产权，使权源信息更完整准确。为维护国民合法权益，在自然资源和不动

产登记等工作的外业调查中，产权权属信息快速录入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环节，为解

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快速准确的权属人信息识别录入系统。传统的权属信息是通过人工

识别手动输入的方法获得，是一种较为耗时且准确率受操作人员状态所影响的方法。

[0003] 目前图像识别领域对权属人证件信息提取识别研究应用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集

中于对理想情况下证件的信息提取，如证件必须位于规定框线内，拍摄视角不能发生较大

的变动，且对光线要求也不低，这样对拍摄者的拍照技巧也有一定的要求。而产权属性录入

时证件信息识别精度较低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权属人大多没有较为熟练

的拍摄技巧，拍摄时由于光照、角度、背景和对焦等因素无法控制，导致对权属信息的识别

变得困难；另一方面，部分证件上有着特殊的花纹，提高了识别的难度，降低了识别的准确

性，导致识别的结果不理想。鉴于权属信息录入时效性和有限人力资源，建立高效智能证件

信息提取模型对于提高权属信息入库效率、降低人工时间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权属人证件信息识

别录入方法，能够提高复杂拍摄环境下证件信息的识别效率和识别准确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获取证件图像集，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

集；

[0008] 步骤2、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

行训练验证以获取关于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的分割网络模型，并对分割网络模型进行优化

调整训练；

[0009] 步骤3、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模型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

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

理操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测框；

[0010] 步骤4、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建立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根据文字检测框提取

出证件中的文字，输入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果，再根据文字检测框坐标

确定该文字对应的信息，获得权属人证件信息；

[0011] 步骤5、从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自动录入预设模板表格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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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各个属性信息的位置。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1中，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

成分割训练数据集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3] 首先，制作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分类标签，其中，文字分割二分

类标签只勾画证件中的文字，忽略背景中的干扰字样；

[0014] 然后，将证件图像集中的证件原始照片、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

分类标签保持长宽比并缩放为固定尺寸，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分割训练数据集包括证

件分割训练数据集和文字分割训练数据集。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2中，对分割网络模型参数进行优化训练的具

体方法为：

[0016] 根据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对应标签的损失进行计算得到分割网络模型的整体损

失函数，整体损失函数为：loss＝loss证件+γ*loss文字，其中，γ为权重；通过所述整体损失函

数对分割网络模型的参数进行优化更新，直至所述整体损失函数符合预设标准，完成对所

述分割网络模型的优化训练。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3中，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

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的具体方法为：

[0018] 对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将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先腐蚀

后膨胀的形态学操作优化分割边界并进行空洞填补，获取证件分割区域轮廓，并根据轮廓

大小、长宽比排除误分割区域，获得处理后的证件分割区域，并计算出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

角点坐标；

[0019] 对文字分割预测结果，同样的，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使用先腐蚀后膨胀的形态

学操作优化分割边界并进行空洞填补，获取文字检测框轮廓，利用文字检测框的几何特征

滤除冗余检测框，获得处理后的文字检测框，并计算出文字检测框的四个角点坐标，得到文

字检测框的轮廓大小和坐标位置；

[002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3中，矫正操作的具体方法为：根据文字检测

框的坐标位置和轮廓大小，以证件先验知识为依据，对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角点坐标进行

排序，并根据排序后的四个证件角点坐标使用OpenCV进行透视变换，得到矫正后的证件图

像以及文字检测框。

[002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包括权属人姓名、性别、身份证

号、地址、民族的属性信息。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产权权属信息识别录入系统，包括分割训练数据集制作模块、

分割网络训练模块、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和信息录入模块；

[0023] 所述分割训练数据集制作模块，用于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

割训练数据集；

[0024] 所述分割网络训练模块，用于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行训

练验证，优化分割网络参数，获取用于证件和文字分割预测的神经网络模型；

[0025] 所述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用于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

模型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

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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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检测框；

[0026] 所述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用于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建立文字识别模型，根

据文字检测框提取出证件中的文字，输入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果，再根据文字检

测框坐标确定该文字对应的信息，获得权属人证件信息；

[0027] 所述信息录入模块，用于从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自动录入

预设模板表格中对应各个属性信息的位置。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的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方法具有识别速度快，识别准确率高的

特点。首先获取待处理的证件原始图像；之后针对证件区域和文字区域分别制作二分类分

割标签，制作证件分割训练数据集和文字分割训练数据集；然后设计双分支U‑Net分割网

络，并使用损失函数计算分割预测结果和对应标签的损失，在Pytorch框架中进行训练；再

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形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

测结果，结合分割预测结果中的角点对图形进行校正；最后基于文字分割结果使用CRNN+

CTC文字识别模型对权属人身份信息进行提取。该方法根据权属人证件的特点使用了双分

支U‑Net分割网络对权属人证件图形进行分割操作，使用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对证件信

息进行提取，解决了普通用户使用手机拍照时，因照片受到背景、光照、噪声、模糊等因素影

响导致传统方法识别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高权属人证件信息的识别效率，还解决了人工

录入证件信息效率低的问题。

[0030] 2.本发明通过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将其运用于证件图像分割问题上，以证

件图像集制作分割数据集进行训练、验证、测试，得到识别准确率较高的分割网络模型。

[0031] 3.本发明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进行后处理操作，能

够提高图像的容差性，保证证件识别的准确度。预测结果通过先腐蚀后膨胀的形态学操作，

使预测结果连通为一个类似矩形区，腐蚀能够消除连通域的边界点以及细小区域，使边界

内缩，而膨胀则将与物体接触的所有背景点合并到该物体中，使边界向外部扩张。分割结果

通过腐蚀操作，可以去除离线的细小误分割噪点，平滑分割边界，通过膨胀操作将因腐蚀而

内缩的分割结果外扩还原。通过后处理操作够有效解决因光照强度不均匀而影响U‑Net分

割网络对证件图像的证件区域和文字区域的识别定位以及分割精度的问题。

[0032] 4.本发明的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系统具有泛用性好，识别快，识别准确

率高的特点，本系统能够将证件信息从背景复杂、光照不均、拍摄模糊等情况下识别出来，

解决了普通用户使用手机拍照时，因照片受到背景、光照、噪声、模糊等因素影响导致识别

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一种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方法的具体流程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待识别的身份证图像；

[0036]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矫正操作后的身份证图像,；

[0037] 图5是本发明一种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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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具体实

施例只是为了能更清楚的描述技术方案，而不能作为本发明保护范围的一种限制。

[0039] 请参阅图1‑图4，一种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0] 步骤1、获取证件图像集，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

集；以作为训练阶段的输入，具体步骤如下：

[0041] 首先，制作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分类标签，其中，文字分割二分

类标签只勾画证件中的文字，忽略背景中的干扰字样；

[0042] 然后，将证件图像集中的证件原始照片、证件区域分割二分类标签及文字分割二

分类标签保持长宽比并缩放为固定尺寸，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分割训练数据集包括证

件分割训练数据集和文字分割训练数据集；

[0043] 步骤2、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

行训练验证，优化分割网络参数，获取用于证件和文字分割预测的神经网络模型，利用训练

好的分割网络模型对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进行识别分割。对分割网络模型进行优化调整训练

的具体方法为：

[0044] 根据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对应标签的损失进行计算得到分割网络模型的整体损

失函数，整体损失函数为：loss＝loss证件+γ*loss文字，其中，γ为权重；本实施中，为提高文

字分割准确率，γ＝2。通过所述整体损失函数对分割网络模型的参数进行调整，直至所述

整体损失函数符合预设标准，完成对所述分割网络模型的优化调整训练，获得训练好的证

件背景分割和文字分割网络。

[0045] 步骤3、基于Pytorch框架训练，图3为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证件里面的个人信息做

了模糊处理)，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使用与制作成分割训练数据集相同的方式，缩放为固定

尺寸，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模型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

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

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测框；其中：

[0046] 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的具体方法为：

[0047] 对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将证件分割预测结果使用先腐蚀

后膨胀的形态学操作并进行空洞填补，能够提高图像边缘处的分割精度，获取更好的分割

结果，得到更好的证件分割区域轮廓，并根据轮廓大小、长宽比排除误分割区域，获得处理

后的证件分割区域，并计算出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角点坐标；

[0048] 对文字分割预测结果，同样的，使用OpenCV进行后处理，使用先腐蚀后膨胀的形态

学操作优化分割边界并进行空洞填补，获取文字检测框轮廓，利用文字检测框的几何特征

滤除冗余检测框，获得处理后的文字检测框，并计算出文字检测框的四个角点坐标，得到文

字检测框的轮廓大小和坐标位置。

[0049] 本发明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进行后处理操作，能够

提高图像的容差性，保证证件识别的准确度。预测结果通过先腐蚀后膨胀的形态学操作，使

预测结果连通为一个类似矩形区，腐蚀能够消除连通域的边界点以及细小区域，使边界内

缩，而膨胀则将与物体接触的所有背景点合并到该物体中，使边界向外部扩张。分割结果通

过腐蚀操作，可以去除离线的细小误分割噪点，平滑分割边界，通过膨胀操作将因腐蚀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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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的分割结果外扩还原。通过后处理操作够有效解决因光照强度不均匀而影响U‑Net分割

网络对证件图像的证件区域和文字区域的识别定位以及分割精度的问题。

[0050] 矫正操作的具体方法为：根据文字检测框的坐标位置和轮廓大小，以证件先验知

识为依据，对证件分割区域的四个角点坐标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后的四个证件角点坐标

使用OpenCV进行透视变换，得到正投影下的证件图像，得到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字检

测框，以身份证为例，图4为矫正后的身份证图像。

[0051] 步骤4、收集大量文字图片，将文字剪裁出并将所包含的文字写入文档中作为标

签，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文字识别使用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基于Pytorch框架训练，输

入图像统一缩放为高32像素。根据文字检测框提取出证件中的文字，缩放为高32像素，输入

训练好的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果，再根据文字检测框坐标确定该文字

对应的信息，获得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以key：value格式输出。

[0052] 步骤5、从所述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所述权属人证件信息包

括权属人相关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地址、民族等属性信息；产权权属人信息自动录入预

设模板表格中对应各个属性信息的位置，获得产权权属人信息表格并存储至产权信息系统

的信息数据库中。

[0053] 由于证件照拍摄背景复杂导致U‑Net分割网络直接用于证件图像的分割时其网络

分类性能较低，网络预测精度较低。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改进的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包括结构相同的证件背景分支网络和

文字分支网络，利用证件背景分支网络对图像中的证件整体背景进行分类，以及利用文字

分支网络对图像中的文字进行分类，然后对二者的分类结果进行融合等操作即可将图像划

分为证件背景部分和文字部分。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具体的方法为：

[0054] (1)取w×h×3的图像，经过卷积操作提取特征，获得w×h×64的特征图F1，再经过

四次卷积特征提取层下采样提取特征后，得到w/2×h/2×128的特征图F2、w/4×h/4×256

的特征图F3，w/8×h/8×512的特征图F4，w/16×h/16×1024的特征图F5；

[0055] (2)将F5上采样一倍与F4融合并通过卷积提取特征获得w/8×h/8×512的特征图

F4*，将F4*上采样一倍与F3融合并通过卷积提取特征获得w/4×h/4×256的特征图F3*，将

F3*上采样一倍与F2融合并通过卷积提取特征获得w/2×h/2×128的特征图F2*，将F2*上采

样一倍与F1融合并通过卷积提取特征获得w×h×64的特征图F1*；

[0056] (3)w/4×h/4×256的特征图F3*通过1×1的卷积得到w/4×h/4×2的特征图，使用

插值进行两倍上采样，经softmax激活函数得到证件分割预测结果；w×h×64的特征图F1*

通过1×1的卷积得到w×h×2的特征图，经softmax激活函数得到文字分割预测结果，其W和

H分别为输入图像的宽度和高度。

[0057] 本发明采用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对输入的证件图像进行不同尺度的下采样、融

合及上采样，能够提高网络预测精度。本发明通过构建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将其运用于

证件图像分割问题上，以证件图像集作为样本数据集进行训练、验证、测试，便于得到识别

准确率较高的分割网络模型。

[0058] 如图5，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系统，包括分割训练数据

集制作模块、分割网络训练模块、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和信

息录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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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所述分割训练数据集制作模块，用于将证件图像集进行标准化预处理以制作成分

割训练数据集；

[0060] 所述分割网络训练模块，用于将训练数据集输入双分支U‑Net分割网络中进行训

练验证以获取关于证件和文字预测结果的分割网络模型，并对分割网络模型进行优化调整

训练；

[0061] 所述分割结果获取及矫正模块，用于将待识别的证件图像输入训练好的分割网络

模型中，获取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分别对证件区域分割预测结果

和文字区域预测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再进行矫正操作，以获取矫正后的证件图像以及文

字检测框；

[0062] 证件信息识别及提取模块，用于制作文字识别数据集，建立CRNN+CTC文字识别模

型，根据文字检测框提取出证件中的文字，输入CRNN+CTC文字识别模型，得到文字识别结

果，再根据文字检测框坐标确定该文字对应的信息，获得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

[0063] 信息录入模块，用于从所述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中提取各个属性信息，自动录入

预设模板表格中对应各个属性信息的位置。

[0064] 本发明的产权权属人证件信息识别录入系统适用的证件类型包括：身份证、户口

本、士官证、学生证、驾驶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多种证件，具有泛用性好，识别快，识别准

确率高的特点，本发明将证件信息从背景复杂、光照不均、拍摄模糊等情况下识别出来，解

决了普通用户使用手机拍照时，因照片受到背景、光照、噪声、模糊等因素影响导致识别效

果不理想的问题。

[0065]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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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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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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