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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网安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华南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广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

心、国源天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广州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阳

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希鹏、胡贺吉、黄庆慧、颜建辉、胡斌、柯树森、胡莉琼、赵美婷、范家

翔、李威、黄梓煜、梁智颖、区德成、杜森、肖西西、钟萌、郭怡兵、凌嘉蔓、张建豪、蔡维婷、龚

楚贤、周颖、潘慧敏、邓永成、潜冬、魏苏丹、李丹彦、胡颖林、谢文浩、陈金坤、陈沛钧、王惠君、

成珍苑、周贵招、黄珊珊、黎韵婷、覃丽娟、刘悦、刘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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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智能相册产品功能评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相册类产品功能的评测环境、基本测试流程、指标及评测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相册类产品或具有类似功能点的产品的性能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864-2022  信息技术 计算机视觉 术语 

  GB/T 41867-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相册 smart album 

智能相册是一种利用智能算法来管理、处理照片的相册软件。 

3.2  

图像分类 image classification 

根据一定的规则，将图像自动划分到某一个预定义类别。 

[来源：GB/T 41864-2022，3.5.3.8] 

3.3  

图像超分辨率 image super-resolution 

一种通过单张或多张低分辨率图像构建高分辨率图像的方法。 

[来源：GB/T 41864-2022，3.3.1.7] 

3.4  

图像增强 image enhancement 
任何基于主观观察和偏好设计的改善图像质量的过程。 

[来源：GB/T 41864-2022，3.3.1.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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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 image segmentation 

将图像分解成若干个各向同性区域。 

[来源：GB/T 41864-2022，3.4.12] 

3.6  

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 

一种用于评价分类器性能的二维矩阵。 

[来源：GB/T 41864-2022，3.9.7] 

3.7  

精度 precision 

预测类别为正样本的集合中真实类别为正样本的比率。 

[来源：GB/T 41864-2022，3.9.8] 

3.8  

召回率 recall 

被正确预测的正样本占全部正样本的比率。 

[来源：GB/T 41864-2022，3.9.20] 

3.9  

F1测度 f1-score 
精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 

[来源：GB/T 41864-2022，3.9.6] 

3.10  

重叠度 intersection over union，IoU 
一种在特定数据集中衡量目标检测准确度的标准。预测范围和标记范围的交叠率,即两个区域重叠

的部分除以两个区域的集合部分得出的结果。 

[来源：GB/T 41864-2022，3.9.4] 

4 评测环境要求 

4.1 所需软件与硬件 

所需软件与硬件包含： 
a） 具备图像分类、图像超分辨率等智能算法的相册软件或类似软件。 

b） 支持运行前述软件的硬件平台。 

c） 如软硬件的运行需要互联网连接，还应准备相应的网络环境。 

4.2 所需素材 

所需素材应包含： 

a） 测试图像，测试图像应当内容丰富，涵盖多种主题。 

b） 测试图像所对应的标签、原始图像或标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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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测试流程 

5.1 概述 

基本测试流程规定了测试人员的一般测试步骤、测试记录的操作规范，各项指标的评测方法应在基

本测试流程要求的基础上开展，具体测试流程如图 1。 

图 1 测试流程 

5.2 功能确认 

分析智能相册的功能点，按照下列规则将其分类至对应的类别。 

智能相册软件通常包含相册分类功能，可能包含智能抠图、图像增强等其他智能算法功能。测试前

先按照功能特点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图像分类型：将图像依据主体物体类别归类到某一预定义的类别中。常见的相册分类属于此功能类

别，人物识别、人脸识别等也属于此类别。 
图像增强型：任何基于主观观察和偏好设计的改善图像质量的功能。常见的“照片修复”、“模糊

图片清晰”等功能输入此类别。 

图像分割型：将图像依据某种因素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常见的“智能抠图”、“智能去背景”属于

此类别。 

5.3 性能测试 

按照智能相册的功能点所属的类型，分别开展测试。 
图像分类型： 

a)  测试时应当准备一定数量的测试图像并记录下其实际所属的类别，确保每种类别图像的数量超 

过10张。 

b)  将准备好的测试图像导入至智能相册软件，并开启分类功能。 

c） 待图像分类完毕后，记录每张图像的编号、实际类别、相册分类的类别。 

图像增强型： 

a） 图像增强型在准备测试图像时根据增强前后分辨率是否会变化分成两类。如果分辨率不变，在      

选定一批图像后，将其称之为参考图像。之后使用通过对参考图像添加高斯模糊和噪点的方式    

得到相应的输入图像。如果分辨率会发生改变，如使用了图像超分辨率技术的增强功能，则应

当先测试增强前后的分辨率变化情况。假设一张分辨率为m×n的图像，在处理完成后分辨率为

M×N,这时可以先准备一批分辨率为M×N的图像作为参考图像，之后将其缩放至m×n，作为输

入图像。参考图像应当选取内容差异较大的图像，数量大于30张。 

b） 使用智能相册软件中图像增强的功能依次处理输入图像。处理后的图像称之为输出图像。记录    

每张参考图像对应的输入图像和输出图像。 

图像分割型： 

a） 准备一批主体明确、类型不同的图像作为原始图像。人工处理图像，精确地确定图像中主体的

边缘，得到掩膜图像。数量大于30张。 

b） 使用智能相册的“智能抠图”等图像分割类功能处理原始图像，得到处理后的图像作为输出图

像。 

c） 记录每张原始图像对应的掩膜图像和输出图像。 

开始 功能确认 结束 性能测试 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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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结果统计 

收集整理性能测试过程中被测产品输出的结果，将结果与输入的测试数据及标注信息一一对应。根

据功能确认的产品各功能所属的类型，按照“评测及评测方法”章节所述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各指标的得

分。 

6 指标及评测方法 

6.1 评测指标体系 

智能相册产品质量评测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智能相册产品质量评测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 评测方法 

图像分类 Macro-F1测度 测试计算 

图像增强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主观评估 

峰值信噪比评分 测试计算 

结构相似度评分 测试计算 

图像分割 图像分割主观评价 主观评估 

像素准确度评分 测试计算 

像素重叠度评分 测试计算 

6.2 图像分类 

6.2.1 Macro-F1评分 

将测试图像实际所属的类别称之为真实值，将智能相册分类的结果称之为预测值。对于每一个分类

类别，根据真实值与预测值将测试分成如表2的四类。 

表2 图像分类混淆矩阵表 

 

预测值 

正类 Positive 负类 Negative 

真实值 

正类 

Positive 
真正类 TP 假负类 FN 

负类 

Negative 
假正类 FP 真负类 TN 

 

根据每一类的混淆矩阵，计算单独一类的精准率、召回率，并计算得到单独一类的 F1分数。令 TP、

FP、TN、FN分别表示其对应的样例数，则精度 P与召回率 R及 F1测度的计算见式（1）、式（2）、式

（3）： 

                                  P =  TP
TP+FP

································································· (1) 

                                                                            R = TP
TP+F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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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 2 × P×R
P+R

······················································ (3) 

假设相册可识别 C1至 Cn等 N类事物，则 Macro-F1分数为 N类 F1测度的平均值，该指标评分见式

（4）： 

                                                           评分 = MacroF1 × 100 =
∑ F1CiN
i=1

N
× 100 ········································· (4) 

6.3 图像增强 

6.3.1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将图像增强后的输出图像与原始的参考图像进行对比，依据人的主观感受进行评分，见表 3。 

表 3图像质量主观评分规则表 

评分 主观评分标准 

100 分 输出图像与参考图像无明显差别。 

80 分 输出图像的质量相对输入图像而言有较大的改善，仍存在一些模糊、噪点。 

60 分 
输出图像的质量相对输入图像而言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存在较多的模糊、噪点等未去

除。 

40 分 
输出图像的质量相对输入图像而言稍有改善，但是存在很多的模糊、噪点未消去、或

生成了新的影响质量的不利因素。 

0 分 输出图像未见任何感官上的改善，或者出现感官上的劣化。 

 

参照表 3的标准，在 0-100 分的范围内进行评分。在评分时应当安排不少于 3名测试人员独立进行

评估，最终取所有测试人员的平均评分。 

6.3.2 峰值信噪比评分 

将图像增强后的输出图像与原始的参考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分别为图像 K和图像 I，以像素为单

位，图像的尺寸是 M×N，则峰值信噪比的定义见式（5）： 

PSNR =  20 × log10 �
MAXI
√MSE

� ················································· (5) 

其中 MAXI是参考图像上取值最大的像素点的取值。MSE的定义见式（6）： 

MSE =
1

M × N
� �‖I(i, j) − K(i, j)‖2

N−1

0

M−1

0

············································· (6) 

根据计算得到的 PSNR 值，评分规则见式（7）： 

评分 =  

⎩
⎪
⎨

⎪
⎧

100, PSNR ≥ 40

60 +
(PSNR− 30) × 40

10
, 40 > PSNR ≥ 30

(PSNR− 20) × 60
10

, 30 > PSNR ≥ 20
0, PSNR < 20

····························· (7) 

6.3.3 结构相似性指数评分 

将图像增强后的输出图像与原始的参考图像转化为灰度图像，分别为 x 和 y，则 SSIM 计算方法见

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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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M(x, y) =
(2𝜇𝜇x𝜇𝜇y + C1)(2𝜎𝜎xy + C2)

(𝜇𝜇𝑥𝑥2 + 𝜇𝜇𝑦𝑦2 + C1)(𝜎𝜎𝑥𝑥2 + 𝜎𝜎𝑦𝑦2 + C2)
·········································· (8) 

𝐶𝐶1 = (𝑘𝑘1 × 𝐿𝐿)2 
𝐶𝐶2 = (𝑘𝑘2 × 𝐿𝐿)2 

其中𝜇𝜇x和𝜇𝜇y分别表示两张图片的均值，𝜎𝜎x和𝜎𝜎y为 x和 y的协方差，𝜎𝜎xy表示 x和 y之间的协方差，k1、
k2为常数，分别取 0.01和 0.03。L表示图像像素的最大取值，对于一般的 8位深度的图像，L = 28 − 1 =
255。 

SSIM值取值范围为[-1,1]，当值为 1时代表 x与图像完全一致。该指标的评分方法见式（9）： 

评分 =  �SSIM ×  100, SSIM > 0
0, SSIM ≤ 0 ······································· (9) 

 

6.4 图像分割 

6.4.1 图像分割主观评价 

评价图像分割的边缘是否够流畅、完整，方法见表 4。 

表 4 图像分割主观评分规则表 

评分 主观评分标准 

100 分 输出图像边缘流畅无毛刺，与参考的掩膜一致。 

80 分 输出图像边缘比较流畅、毛刺较少，与掩膜基本一致。 

60 分 输出图像边缘流畅程度一般，存在较多毛刺，与掩膜相比整体形状有局部细节差异。 

40 分 
输出图像边沿不流畅、毛刺较多，形状与掩膜相比有出入，主体有部分缺失或者存在

额外内容。 

0 分 输出图像和掩膜有较大差异，遗漏或额外增加较大面积的内容。 

参照表 4的标准，在 0-100 分的范围内进行评分。在评分时应当安排不少于 3名测试人员独立进行

评估，最终取所有测试人员的平均评分。 

6.4.2 像素准确率评分 

遍历图像，根据对应位置的像素是否包含在输出图像及掩膜中，划分混淆矩阵见表5。 

 表5 像素分类混淆矩阵表 

 

输出图像 

存在 Positive 不存在 Negative 

掩膜图像 

存在

Positive 
真正类 TP 假负类 FN 

不存在

Negative 
假正类 FP 真负类 TN 

像素准确度PA定义见式（10）： 

 PA = TP+TN
TP+TN+FP+FN

························································ (10) 



 

 

T/GDCSA 022—2024 

 
 

7 

该指标评分方法见式（11）： 

评分 = PA × 100 ······················································ (11) 

6.4.3 像素重叠度评分 

遍历图像，根据对应位置的像素是否包含在输出图像及掩膜中，划分混淆矩阵（同上节）。重叠度

IoU的计算方法见式（12）： 

IoU =
|A ∩ B|
|A ∪ B| =

TP
TP + FP + FN

·············································· (12) 

该指标评分方法见式（13）： 

评分 = IoU × 10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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