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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驱动下的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模型的高性能严重依赖于大量标注样本

的训练．然而在实际场景当中，大规模数据的获取和高质量的标注十分困难，限制了其在特定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推

广．近年来小样本学习在目标检测领域的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小样本目标检测旨在通过少

量标注样本实现对图像中目标的分类和定位．本文从任务和问题、学习策略、检测方法、数据集与实验评估等角度

出发，对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首先，系统性地阐述了小样本目标检测的任务定义及核

心问题，并讨论了当前方法采用的学习策略．其次，从工作原理角度出发，将现有检测方法归纳总结为四类，对这四

类检测方法的核心思想、特点、优势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为不同场景下选择不同的方法提供了依

据．之后，本文对目前小样本目标检测采用的典型数据集、实验设计及性能评估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对四类

典型方法在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进行概括总结，尤其是对部分典型方法的检测性能进行了系统性对比分析．最后，

立足于现有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我们指出当前方法面临的挑战，并对下一阶段小样本目标检测技术未来的发展趋

势提出了见解，期望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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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ｍ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ｐｏｉｎｔｏｕｔ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ｏｆ

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ｔ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　引　言

得益于大规模数据集和硬件技术的发展，基于

深度学习的模型在基础的计算机视觉任务中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１］．如图像和视频分类
［２３］、目标检

测［４］、语义分割［５］和图像生成［６］等．传统监督式的机

器学习模型需要借助大规模带标注的数据进行训

练，而现实世界中的视觉数据呈现显著的长尾效应，

数据丰富的类别占据总类别的大多数，在某些特定

应用场景下，一些稀缺的类别可能由于隐私、安全和

高标记成本等因素使得数据的获取和标注十分困

难，例如军事遥感检测［７］、疾病诊断［８］及工业生产中

的残次品检测［９］等，这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进一步

发展带来了挑战．在有限的训练样本条件下，传统的

深度学习算法无法得到充分的训练，使得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易发生过拟合，导致模型的泛化能力受到

严重影响，仅依靠当前深度学习技术难以满足样本

较少的场景和需求［１０］．

机器学习与人类智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

于深度神经网络，人类擅长从极少的样本示例中学

习认识新事物，并做出准确的预测与评估，这种高效

的数据利用能力正是当前机器学习模型在实际应用

中所需要的．目前数据驱动下的深度学习模型，其通

用性和泛化能力还远不能达到人类认知学习的水

平，弥补这种差距是迈向更高机器感知能力的关键

４５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３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一步［１１］．受人类学习模式的启发，为解决因训练样

本数量较少而带来的模型过拟合问题，Ｌｉ等人
［１２］在

２００３年首次提出小样本学习的概念，认为计算机视

觉模型的学习应该利用已获得的先验知识和少量的

训练样本学习识别新类别的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理

论方法，当前小样本学习主要用于图像分类任务，并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１３１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小

样本目标检测（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ＳＯＤ）

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少量的

标注样本的训练来对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分类和定

位［１５］，通过设计合理的训练方法、模型结构和损失

函数，获得具有一定泛化能力的检测模型，实现复

杂环境下对小样本目标的有效检测，在数据获取

和标注困难的场景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相

比于小样本图像分类任务，小样本目标检测更具

挑战，其原因在于在识别目标类标签的基础上，还

需进一步定位每个目标在图像中的位置［１６］，因而

对模型的数据利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在数据稀缺场景下，如何利用极少的标注样本进

行学习，设计具有良好泛化能力的检测模型，并推

广至新任务上，成为小样本目标检测亟待解决的

问题．

随着小样本学习关注度的增加，小样本目标检

测技术迅速发展，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目前，已有

四篇关于小样本目标检测的综述文献［１７２０］．潘等

人［１７］主要对该领域发展初期的工作进行综述，将小

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分为三类，但是，该文献发表于

２０１９年，未涉及之后的研究成果．目前，小样本目标

检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２０１９年之后涌现大量新

的检测方法，本文则全面、系统性对当前小样本目标

检测技术进行梳理和总结．张等人
［１８］从小样本目标

检测的问题定义、主要方法和实验设计等方面进行

阐述．然而，该文献仅选取几种小样本检测模型在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
［２１］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分析，缺乏对

其他数据集的详细论述与评估，本文则对数据集、实

验设计及典型方法的检测效果等内容进行全面、完

整地评估与分析．刘等人
［１９］从数据、模型和算法三

个角度阐述了小样本目标检测的解决方案与存在的

难点．Ｌｅｎｇ等人
［２０］则根据数据稀缺程度将小样本

目标检测分为有限监督、半监督和弱监督三种场景

设置，基于这三种场景讨论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法．

但是，这两项工作均缺乏对较新的研究成果与数据

集及实验的归纳总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样本目标

检测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的

研究不断涌现，以上综述已不能满足该领域蓬勃发

展的需求，使得初学者难以窥其全貌．

不同于现有研究综述，本文的主要贡献可总结

如下：

（１）系统性梳理了小样本目标检测技术，涵盖

了现有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以及目前最新的研究

成果．本文通过梳理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的发展脉

络，从任务和问题、学习策略、检测方法及数据集和

实验等角度出发，对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细

致地归纳和梳理，系统性总结了小样本目标检测任

务定义及三个核心问题，讨论了现有方法采用的两

种学习策略，涵盖了较新的研究成果．

（２）分类角度独特，方法间的对比直观清晰．本

文按照工作原理将当前检测方法分为四类，根据研

究思路对每类方法进行更为精细的归类，分类角度

更加合理，使读者能够快速了解每类检测方法的工

作原理．同时，以表格的形式对四类方法采用的学习

策略、优缺点及适用场景进行了总结，使读者能够

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和使用不同的小样本目标检

测方法．

（３）对数据集、实验设计及典型方法的检测效

果等内容进行全面、完整地梳理与概括．本文详细论

述了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常用的四个数据集、实验

设计细节、性能评估指标及典型方法性能对比等内

容，以图表的方式对不同方法在四个数据集上的实

验结果进行了系统性评估，使读者能够快速掌握该

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旨在为该领域的研究者

提供一个包含最新方法的综述，加深对小样本目标

检测研究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小样本目标检测技术

的发展．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图１所示，第２节给出小样

本目标检测的任务定义及三个关键问题；第３节讨

论现有方法的两种学习策略；第４节从工作原理、问

题及存在的不足等方面对现有的小样本目标检测

方法进行分类阐述；第５节对数据集与实验等内容

进行系统性地归纳总结，对四类典型方法在数据

集上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６节梳理小样

本目标检测面临的挑战，并指出一些潜在的发展方

向，供更多相关研究者参考和借鉴；最后第７节总结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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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的组织结构图

２　任务定义及问题描述

２１　任务定义

小样本目标检测任务旨在通过少量标注样本的

训练来对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分类和准确定位，以此

得到具有良好泛化能力的检测模型．该任务可描述

为：给定数据集犇ｂａｓｅ和犇ｎｏｖｅｌ，犇ｂａｓｅ表示基类数据集，

每个类别有充足的标注训练样本，犇ｎｏｖｅｌ表示新类数

据集，每类仅有少量标注样本（通常少于１０个）．基

类和新类中的类别不重叠，即犆ｂａｓｅ∩犆ｎｏｖｅｌ＝．给定

测试图像狓，预测狓中的犖个目标的类别｛犮犾狊犻｝
犖

犻＝１∈

犆ｂａｓｅ∪犆ｎｏｖｅｌ和边界框坐标｛犫狅狓犻｝
犖

犻＝１
，小样本目标检

测的目标是借助在丰富注释的基类中学习的先验知

识和少量的新类训练样本实现对测试图像中目标的

预测．

从概念上来讲，小样本目标检测是指在带有大

量注释信息的基类数据集上训练得到基类检测模

型，仅利用极少标注的新类数据集和基类模型提供

的先验知识实现对新类的检测，如图２所示．与开放

世界的目标检测（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ＷＯＤ）和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

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ＦＳＯＤ）不同的是，前者针对

新类样本数充足、类别数未知的场景［２２］，后者在连

续的少量数据流场景下实现对新类和基类的检

测［２３］，本文中的ＦＳＯＤ则面向极少标注数据场景，

且新类类别数已知．尤其是，小样本目标检测任务更

图２　小样本目标检测示意图

注重对新类别的检测性能，广义小样本目标检测任

务则要求检测新类别的同时保持基类类别的性能．

２２　核心问题

小样本学习的根本问题在于因目标域样本稀

缺，导致难以训练出鲁棒的小样本模型．小样本目标

检测是指在给定少量训练样本的条件下，如何训练

一个能够有效识别并准确定位这些目标的检测模

型．现有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模型均是基于深度学习

的检测网络而设计的，然而在有限的数据下对模型

进行训练将会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文从模型和数

据两个角度出发，梳理出三个核心问题．

过拟合．小样本目标检测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过

拟合．当新类数据与基类数据属于同域，且新类别仅

有少量的训练样本可用，同时还需考虑目标的分类

和定位任务时，在训练深度检测模型时极易造成模

型过拟合，使训练良好的检测模型在新类数据集上

性能较差，从而导致模型的泛化能力不足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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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问题．换言之，小样本数据集与模型复杂度间的

高度不匹配导致了模型训练问题，因此，如何在小样

本条件下进行模型训练，降低模型的学习难度，进一

步增强模型的泛化性能成为当前小样本检测技术发

展的难点之一．

域偏移．目前，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通常是借助

大规模基类数据集来学习通用知识，同时将这些知

识迁移至新任务的学习中．然而，当源域和目标域数

据具有不同的数据分布时，可能出现域偏移问题．

域偏移是指源域训练的模型在应用于具有不同统计

量的目标域时表现不佳，属于异构迁移学习的范

畴［２４］．具体而言，当源域的基类与目标域的新类数

据间存在较大的域差异，且二者共享的知识较少时，

将基类训练的模型作为知识迁移至新类时很可能出

现负迁移，从而导致模型对新任务的检测性能不佳，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域偏移问题．因此，如何利用先验

知识弥补样本数据量不足问题，是当前研究面临的

巨大挑战之一．与此同时，构建小样本下的检测模

型，需综合考虑合适的先验知识和迁移策略．因此，

如何有效地将源域知识迁移并泛化至目标域有待进

一步探索．

数据及分布偏差．数据集本质上是从数据分布

中观察到的样本集合．然而，当训练样本数量不充足

时，数据的多样性降低，导致数据偏差及分布偏差等

问题．与大规模的数据集相比，有限的训练数据会放

大数据集中的噪声，造成数据偏差，比如对于相同类

别的图像存在较大的类内变化，不同类别的图像间

的距离较小等等．而且，因目标域样本极其有限，无

法准确地表征目标域的真实数据分布，导致目标域

类别间及类别与背景间相互混淆，从而影响模型的

检测精度．因此，如何提升训练数据的多样性，降低

分类混淆，进而保证小样本检测模型的稳定性具有

很大的研究空间．

３　学习策略

针对小样本下的模型训练问题，当前的小样本

目标检测方法通常采用两种学习策略，即基于任务

的ｅｐｉｓｏｄｅ训练策略
［２５］和基于数据驱动的训练策

略［２６］．前者以任务为基本单元，每个任务的数据集

分为支持集和查询集，其目标是从大量训练任务中

获取先验知识，从而能够通过少量数据在新任务中

更快地学习．整个训练流程可分为元训练和元测试

两个阶段：在元训练阶段，通过组合不同的训练集构

建不同的元任务，使得模型学习独立于任务的泛化

能力；在元测试阶段，模型不需要重新训练或仅需少

量迭代次数即可学习新任务，最终实现“学会学习”．

后者采用“预训练微调”的训练范式
［２７］，直接针对

数据集进行训练，在具有大量注释的基类数据集上

进行预训练获得基类检测模型，在小样本数据集上

进行微调泛化至新类．

基于任务的犲狆犻狊狅犱犲训练策略．训练数据表现为

集合的形式，每个小样本任务被设定为犖ｗａｙ犓ｓｈｏｔ

任务，包含支持集和查询集，从训练集中随机抽取

犖 个类别，每个类别包含犓 个样本，构成单个元任

务的支持集，同时随机选出少量图像作为查询集，

目标是使模型从犖×犓 个样本中学会识别犖 个类

别．图３展示了２ｗａｙ３＿ｓｈｏｔ任务的训练范式．其

中，不同任务间的类别不尽相同，每个任务称为一个

ｅｐｉｓｏｄｅ，在多个ｅｐｉｓｏｄｅ任务上进行元训练，每个

ｅｐｉｓｏｄｅ通过给定的小样本支持集图像来预测查询

集图像的类别，经过不同任务的元训练后，使得模型

能够学习泛化能力强的初始参数，最终快速适应至

新的元测试任务，从而掌握学会学习的能力．当执行

元测试时，新任务的设置与元训练的任务设置相同，

根据给定的少量支持集样本来预测查询集图像的类

别，最终让模型对未知的任务具备良好的判别和泛

化能力．

图３　基于任务的ｅｐｉｓｏｄｅ训练范式

基于数据驱动的训练策略．训练集表现为批量

数据的形式，直接作为模型的输入进行训练．图４展

示了基于数据驱动的训练范式，通过在大规模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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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在小的数据集上通过微

调实现模型的可迁移性，使其泛化至新任务．该过程

不需要任务具备强关联性，一般而言，任务的关联性

越强，微调至新任务的效果就越好．

图４　基于数据驱动的训练范式

当前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均采用以上两种训

练范式，两种训练范式各有优劣．基于任务的ｅｐｉｓｏｄｅ

训练策略在极少样本中表现良好，不需要微调就能

快速泛化至新任务．然而，该学习策略要求所有任务

满足同分布［２８］，其任务的设计可能限制了模型的学

习能力，原因在于单个训练任务由多种数据构成，默

认网络对所有类数据一视同仁，但是在小样本学习

设定中，可能出现某类数据比其他数据更难被区分

等情况．而且，当新任务的训练样本数较多或类别数

较多时，模型处理速度变慢，导致性能下降．基于数

据驱动的学习策略较为简单，不需要人为构建任务，

但是基类学习的先验知识迁移什么，怎么迁移至新

类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４　检测方法

目前，针对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国内外学者提

出了一系列方法，主要是借助现有的成熟的检测框

架和小样本学习方法，构建面向样本稀缺下的检测

模型．早期研究阶段通常采用较少标记数据的半监

督方法和不完全匹配标记数据的弱监督方法，核

心是通过收集额外的易注释标签的训练示例来缓

解目标检测中注释困难的问题［２９］．因其缺乏对训

练图像充分的监督及复杂的模型设计，难以泛化

至标记数据较少的新类上，从而导致新类的检测

性能较差．

近年来，小样本目标检测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工作原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小样本目标检测方

法分为基于元学习的方法、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基

于数据增强的方法以及基于度量学习的方法四类．

表１对这四类方法进行了简要地概括和对比．

表１　四种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算法的对比分析

方法 代表方法 学习策略 优势 劣势 适用场景

基于元学习的

方法

ＦＳＲＷ［３０］

ＭｅｔａＲＣＮＮ［３１］

ＭｅｔａＦＲＣＮＮ［３２］

ＳＱＭＧ［３３］

ＤＲＬ［３４］

ＭｅｔａＤｅｔ［３５］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３６］

基于任务的ｅｐｉｓｏｄｅ
训练策略

快速适应新任务；

仅需少量迭代即可

更新模型参数；

模型设计困难，不

易收敛；

类别或样本数量较

多时效率低下；

要求相似任务

样本量极少

基于迁移学习的

方法

ＬＳＴＤ［３７］

ＴＦＡ［３８］

ＦＳＣＥ［３９］

ＦＳＯＤＳＲ［４０］

ＳＲＲＦＳＤ［４１］

基于数据驱动的

训练策略

检测精度相对较高；

学习策略简单；

易出现过拟合；

不适用实时检测

场景

对速度、精度要求

较高

基于数据增强的

方法

ＴＩＰ［４２］

ＨａｌｌｕｃＦｓＤｅｔ［４３］

ＭＰＳＲ［４４］

ＦＡＤＩ［４５］

基于数据驱动的

训练策略

实现容易；

可叠加不同的增强

方法提升性能

性能提升有限；

计算量较大
样本量极少

基于度量学习的

方法

ＲｅｐＭｅｔ
［４６］

ＮＰＲｅｐＭｅｔ
［４７］

ＰＮＰＤｅｔ［４８］

ＣＭＥ［４９］

基于任务的ｅｐｉｓｏｄｅ
训练策略

简单易操作；

易添加新类别；

易实现增量学习

计算量较大；

占用内存较高；

定位精度相对较差

定位精度要求低、

样本量极少

４１　基于元学习的方法

目前，针对小样本学习问题的元学习方法，被广

泛应用于小样本检测中，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模拟一

系列相似的小样本任务，将先验知识从注释丰富的

基类迁移至数据匮乏的新类之上，以应对样本数量

不足的问题［５０５２］．元学习方法以任务为单元进行训

练，通过任务和数据的双重采样来设计不同的小样

本任务，使其能够利用少量的支持集样本快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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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最终在特定任务下仅需少量迭代即可快

速泛化至新任务，不需要进一步微调．

基于元学习方法的思想，研究人员提出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且大多数方

法采用两阶段检测模型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
［５３］来实现．

该模型的工作原理如下：首先，通过候选区域生成

网络（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ＰＮ）生成感兴

趣区域边界框（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ＲｏＩｓ），并判断

其是前景还是背景区域；然后，采用ＲｏＩ池化操作

将大小不同感兴趣区域边界框处理为相同的大

小；最后，将获得的ＲｏＩｓ特征进行边界框的分类和

回归．

为描述基于元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的基

本工作原理，本文将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作为基础检测模

型，以３ｗａｙ１＿ｓｈｏｔ任务为例，构建了基于元学习

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框架．如图５所示，该框架通常采

用并行结构，整个流程包括元训练和元测试两个阶

段，其工作原理如下：在元训练过程中，包括支持和

查询两个分支，首先利用孪生主干网络同时从支持

图像和查询图像中提取特征，支持图像经平均池化

操作得到支持向量作为类别支持特征，同时查询图

像特征经ＲＰＮ和ＲｏＩ处理得到ＲｏＩ特征图；然后，

通过特征聚合机制将支持集图像每类的特征与查

询图像特征融合，以此来检测查询图像的目标．在上

述过程中，边界框分类任务通常采用交叉熵损失，

定位任务采用ＳｍｏｏｔｈＬ１损失；为避免相似的支持

特征造成歧义，部分研究工作［３１，５４］增加了额外的元

损失以鼓励支持图像特征属于对应目标的类别．而

且，为了提升查询图像边界框的生成质量，一些工

作［３３，５５５７］在ＲＰＮ之前进行了特征融合操作．在元测

试过程中，利用少量的新类图像对所有类别计算支

持特征，故不需要支持分支．

图５　基于元学习的两阶段小样本目标检测框架

为详细阐述当前基于元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

方法的原理、性能及存在的不足，本文从解决思路入

手，从支持图像的特征表示、保留支持图像的空间信

息、挖掘支持和查询图像间的关系及小样本定位等

四个方面，对当前工作进行概括总结．同时，本文还

梳理了近期基于无候选框的方法．

４．１．１　支持图像的特征表示

早期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在元训练阶段引

入元学习者模型，获取任务级的元知识，在不同任务

间实现元知识的迁移和共享，从而提升模型在新任

务上的快速泛化能力．元知识通常被定义为特征表

示或模型的权重参数，元学习者则为学习元知识的

模型．因训练样本极其有限，支持集图像的特征表

示和学习成为衡量查询集图像预测结果的一个关键

因素，其特征表示作为支持向量来编码特定类别信

息，以指导模型能够在查询图像上检测属于支持集

中类别的目标．基于此，Ｋａｎｇ等人
［３０］提出了一种特

征重加权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ＳＲＷ），该方法

基于ＹＯＬＯｖ２检测模型，设计了特征学习、特征重

加权和预测三种机制．其中，通过大规模注释的基类

数据集训练特征提取器，特征学习机制学习可泛化

的元特征；特征重加权机制学习支持集中每个目标

类别的全局特征，将其与查询图像的元特征进行通

道级融合，得到加权后的特征图，以调整查询图像的

元特征；预测机制将调整后的元特征送入检测模块，

以预测查询图像的类别和边界框．ＦＳＲＷ 方法采用

整个查询图像的特征图进行预测，考虑到查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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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含有多个目标和背景，在整个图像上进行元

学习并不是最优方案，为此，Ｙａｎ等人
［３１］设计了

ＭｅｔａＲＣＮＮ模型，引入预测模型网络（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ｈｅａｄ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Ｎ）对支持集图像中

的所有类目标推断类注意向量，并将其作为元知识

与查询图像经ＲＰＮ提取的感兴趣区域特征图进行

通道级融合，最终得到对应的检测图，与ＦＳＲＷ 方

法的性能相比提升了５．３％．同样地，Ｘｉａｏ等人
［５４］

对支持集中图像进行实例裁剪，计算样本均值作为

支持实例的类注意向量，将类注意向量与查询图像

生成的ＲｏＩ特征图进行聚合，通过联合特征嵌入机

制聚合支持特征和查询特征，以此来衡量特征间的

相似性，该方法不仅提升了小样本检测模型的性能，

还降低了因支持集的随机采样产生的影响．上述方

法均将小样本目标检测视为小样本分类问题来解

决，通过设计元学习者模型，将少量带注释的支持集

图像作为该模型的输入，提取类别级的特征表示作

为元知识来调整查询图像的特征表示，从而对查询

图像中的目标实现更好的预测．

４．１．２　保留支持图像的空间信息

尽管早期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能够有效提升

小样本新类的检测性能，但支持集图像表示均采用

全局池化操作映射成一维向量，与查询特征图聚合

时，可能导致支持集图像的空间信息和局部上下文

信息严重缺失，从而造成误分类和漏检．而且，由于

支持集图像中背景噪声的存在，使得生成的区域边

界框并不能保证与真实目标完全对齐，可能只包含

部分目标或较大的背景区域，从而导致空间错位问

题．尤其是，部分研究工作
［３０３１，５４］直接将支持集中同

类目标的平均特征作为特定类的表示，由于存在多

个语义信息导致信息纠缠问题．总之，支持图像可能

存在背景噪声，其全局表示忽略了空间信息，严重影

响了小样本目标检测模型的性能．

针对上述提到的误分类和漏检问题，Ｈｕ等

人［５５］从上下文信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上

下文感知聚合的稠密关系蒸馏方法（Ｄ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ＣＮｅｔ），

包含稠密关系蒸馏（Ｄ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ＲＤ）

与上下文感知聚合（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ｇｇｒｅ

ｇａｔｉｏｎ，ＣＦＡ）两个机制．当图像出现外观变化或遮

挡时，局部细节特征在匹配查询图像候选目标和支

持图像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利用ＤＲＤ机制提取

查询图像的细粒度特征，同时设计浓缩蒸馏机制，实

现了查询图像和支持图像的像素级匹配．ＣＦＡ机制

自适应地利用来自不同尺度特征的语义信息，获

得更全面的尺度感知特征，从而更好地捕捉全局

和局部特征，以缓解小样本下的尺度变化问题，并

在小样本目标检测数据集上取得了优异的性能．

针对支持集中存在的背景噪声导致的空间错位问

题，Ｈａｎ等人
［３２］提出了一种将空间特征对齐机制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Ｍ）和前景注意机制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ＦＡＭ）相结合的细

粒度原型匹配网络 Ｍｅｔ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利用前景注意

掩码强调图像中的目标区域，通过度量查询图像特

征图的每个空间位置与支持类类原型间的相似性，

联合优化小样本边界框生成和分类，最终获得具有

竞争力的检测性能．然而，该方法仅适合新类数量小

于２０的情况，如果新类数量过多，则需要大量的计

算资源，导致模型推理速度缓慢，效率低下．针对空

间错位及信息纠缠问题，Ｃｈｅｎ等人
［５６］在充分考虑

支持和查询图像间成对空间关系的情况下，提出了

一种双重感知注意力（Ｄｕ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ＡｎＡ）方法，设计了背景衰减的注意力（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ＢＡ）和跨图像空间注意的注意力（Ｃｒｏｓｓ

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ＩＳＡ）两个机制．一方面，

利用ＢＡ机制学习支持图像中目标的语义表示，增

强支持特征信息，同时抑制复杂背景和不相关的前

景目标；另一方面，ＣＩＳＡ机制通过卷积级的注意力

捕获支持和查询特征间的成对空间关系，从而有效

地打破了空间对齐的物理限制．最后，通过实验验证

了减少支持集中的背景噪声和空间变化能够有效提

升小样本目标检测的性能．可以看出，上述方法均强

调了图像中的目标区域，通过抑制背景噪声来增强

支持图像中目标的语义信息，以促进查询图像中目

标的预测．

４．１．３　挖掘支持和查询图像间的关系

在基于元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中，将查

询图像的感兴趣区域与支持图像中的目标特征表示

相结合，实现分类和回归的预测．因此，支持集图像

和查询图像间的相关性对小样本检测模型的性能有

很大的影响．然而，先前工作
［３２，５５５６］仅利用单一类别

的支持集图像作为注意力来指导查询图像的预测，

并未考虑支持图像和查询图像的相关性．针对这一

问题，近期工作从增强特征表示和生成更多与查询

图像中类别相关的候选框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新

的研究思路．

增强特征表示．因新类训练样本有限，检测模型

很难学习到泛化的特征表示，从而导致错误分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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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人员利用支持集图像和查询集图像特征间

的关系，通过增强小样本新类的特征表示，使得所学

特征更具区分性．Ｌｉｕ等人
［３４］探索了所有的支持图

像和查询图像ＲｏＩ特征间的相关性，提出了一种动

态相关学习（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ＲＬ）模

型，利用所有支持图像和查询图像上ＲｏＩ特征间的

依赖性关系，构造了一个动态图卷积网络（Ｇｒａｐｈ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ＣＮ），采用该网络的输出

调整基类检测模型的预测分布，指导检测模型隐式

地改进类表示，从而使得模型更具区分性．该工作首

次将图神经网络引入至小样本目标检测中，实现了

新类特征表示的增强．类似地，Ｈａｎ等人
［５７］提出查

询自适应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Ｑｕｅｒ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ＱＡＦｅｗＤｅｔ），引入一

种异质图捕获支持类原型和查询边界框特征间的关

系．该异质图模型分为三种类型的边和子图．其中，

类与类间的边模拟基类和新类间关系，利用其它相

似类的原型来增强新类原型；边界框与类间的边使

得边界框特征与类原型相互适应，获得了查询自适

应的多类别增强原型表示，从而减少两个特征分布

的差异性；边界框与边界框间的边则提供局部与

全局上下文信息，获得了上下文感知的边界框特征，

从而促进成对匹配，最终实现边界框的分类和定

位．该方法学习了支持类与查询目标间的所有关系，

在不同的评估指标下均获得了更高的检测性能．

同时，Ｚｈａｎｇ等人
［３３］提出了一种支持查询相互引导

的方法（ＳｕｐｐｏｒｔＱｕｅｒｙＭｕｔｕ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ＱＭＧ），

包括支持引导的查询增强（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ｕｉｄｅｄＱｕｅｒ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ＱＥ）和查询引导的支持权重（Ｑｕｅｒｙ

ｇｕｉｄ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ＱＳＷ）两个机制．ＳＱＥ

机制通过动态核卷积增强查询图像的特征，ＱＳＷ

机制则利用可学习的权重操作聚合不同的支持图像

生成支持特征，同时增强了查询图像和支持集的特

征表示，并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的第二种分割

下取得了先进的性能．

候选框生成．因候选区域生成网络 ＲＰＮ提取

所有目标区域的边界框，若不借助支持集图像的相

关信息，则导致ＲＰＮ漫无目的地在查询集图像中

寻找存在目标概率大的区域，从而对后续的边界框

分类造成困难．因此，一些工作针对如何提高生成边

界框的质量展开研究，旨在生成更多与查询图像相

关的边界框，过滤掉大多数背景框和不匹配类别的

边界框，从而提升边界框分类的效率．Ｆａｎ等人
［５８］

在边界框生成和检测头部分利用了支持集和查询集

间的匹配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注意力的边界框生

成网络（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ＰＮ），以支持图像的特征为卷积核，在查

询图像上滑动，使其利用支持图像信息指导网络生

成更多与查询图像相关的候选框，抑制大多数背景

框和其它无关类的边界框，进而生成更高质量的新

类候选框，以此缓解ＲＰＮ检测新类时可能错过新

类目标或在背景上产生大量误检等问题．该方法能

够在线检测新类别，无需再训练和微调．同样地，

Ｚｈａｎｇ等人
［３３］提出一种支持引导的边界框生成机

制（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ｕｉｄｅ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Ｇ），利

用支持图像中目标的信息，通过动态卷积的方法增

强查询图像的ＲｏＩ特征图，以此生成更多与查询图

像类别相关的边界框，过滤掉大多数背景框和不匹

配的类别，从而生成更精确的新类目标边界框．

不难看出，支持集图像的信息对查询图像的特

征表示和边界框生成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何充

分利用支持集信息是提升小样本检测模型性能的关

键因素之一．

４．１．４　小样本定位

上述小样本检测方法均集中在分类任务，仅仅

将小样本分类方法引入小样本检测模型中，并未考

虑小样本定位任务，导致检测性能不佳．为此，Ｗａｎｇ

等人［３５］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同时考虑小样本分类和

定位问题，从解耦参数学习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

个基于元学习的 ＭｅｔａＤｅｔ框架，分离类别不可知部

分和特定类别部分的学习，通过引入一种参数化的

权重预测元模型（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

ＷＰＭ）来学习元知识，使其从少量样本中预测特定

类别参数，在域内、跨域和长尾等三种少量样本的场

景中，验证了该方法对新类的检测性能有显著提升．

２０２１年，Ｚｈａｎｇ等人
［３６］摒弃了区域边界框的方法，

充分利用分类和回归任务的互补关系，将近年来流

行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
［５９］与元学习结合，构建了一

个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框架，将支持集和查询集图像经编

码器生成特定类的特征，采用类无关的解码器对特

定的类别进行预测，最终在图像级层面上实现了目

标的分类和定位．该方法无需ＲＰＮ操作，通过大量

的实验证实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在小样本检测任务

上的有效性．

４．１．５　基于无候选框的方法

目前，虽然大多数小样本检测方法基于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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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模型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实现，但是，这些方法需要

进一步处理不准确的区域边界框，而无锚框的检测

模型则无需考虑该问题，且已有部分研究工作将无

锚框的模型作为基础检测模型，应用至小样本检测任

务中［３０，５６］．例如：早期的ＦＳＲＷ方法采用ＹＯＬＯｖ２

模型［６０］、ＤＡｎＡ方法则采用ＲｅｔｉｎａＮｅｔ
［６１］和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两种模型．

近年来，随着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在计算机视觉

任务中的成功应用，研究人员逐渐将其应用至小样

本目标检测中．Ｃｈｅｎ等人
［６２］提出一种自适应的图

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ＡＩＴ），将其用于单样本目标检测任务中，该模型通

过模拟语言翻译的过程，设计了一种多头注意机制

（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ｄＣ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ＣＡ）来关联支持和查

询图像的特征，利用ＡＩＴ提取每个支持查询对的共

同语义信息，自适应地翻译每个目标边界框特征，以

更好地关联给定的查询特征，从而区分支持查询对

之间的类相似性；最后，提出一种选择性的通道注意

力机制（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Ａ）对多头

信息进行有效融合，提升具有较高相似性通道的重

要性．进一步，Ｚｈａｎｇ等人
［３６］摒弃传统的两阶段检

测模型，基于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ＤＥＴＲ模型设计了 Ｍｅｔａ

ＤＥＴＲ，在主干网络之后直接聚合支持特征和查询

特征，实现了图像级的目标检测．尤其是，Ｍｅｔａ

ＤＥＴＲ通过其设计的相关聚合模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ＣＡＭ），进行查询特征与支持

集之间的特征和编码匹配．ＭｅｔａＤＥＴＲ不仅能够

在一个前馈中同时处理多个支持类别，而且能够有

效地捕捉不同类别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大大地降低

相似类间的误分类，增强类别间的泛化能力．从上述

两项研究可以看出，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应用于小

样本目标检测任务中，不仅能够消除不准确的新类

边界框带来的限制，而且还能充分利用视觉和语言

信息融合的优势，有效缓解样本缺失导致的局限性．

４．１．６　小结

概括起来，基于元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

能够有效利用少量的支持样本实现新类的检测，具

备快速适应新任务的能力，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和

不足：（１）模型只能在固定任务上进行预训练和迁

移；（２）基于任务的训练需要对每个类别执行一次

前馈计算，时间复杂度较高，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

导致效率低下，一旦类别数量过多，模型的速度变得

极其缓慢；（３）基于任务的训练方式将单个任务中

的样本看作一个训练批次，类别数固定，需人为构造

任务中的支持集；（４）虽然元知识可表示为参数、网

络结构、优化器、注意力、梯度等等，但是小样本目标

检测中的元知识难以被准确表征，使得元学习者模

型的设计较为困难，且在学习迭代过程中易出现不

收敛问题［６３］．

尽管基于元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存在上

述缺陷和问题，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检测方法．未来

需根据任务需求合理设计采样方式，对检测效率问

题深入研究和探索，进而推动小样本目标检测技术

的发展．

４２　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

与弱监督或半弱监督方法相比，迁移学习方法不

需要额外的数据收集，训练策略简单，可作为一种有

效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６４］．微调（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

ＦＴ）方法作为迁移学习的一种方法，其核心思想是：

首先，在大规模基类标注的数据集上预训练源域模

型；然后，基于少量的目标域训练样本对模型的参数

进行微调．该方法在解决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上展

现出巨大的潜力［６５］．

为阐述基于迁移学习的小样本检测方法的工作

原理，本文以两阶段检测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基于迁

移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框架．如图６所示，该框架

分为基类训练和小样本微调两个阶段：图６（ａ）展示

了基类训练阶段，该阶段在大量的基类标注数据

集上进行训练得到基类模型；图６（ｂ）展示了小样本

微调阶段，该阶段将基类模型的部分权重作为小样

本微调模型的初始化，同时将基类和新类的小样本

平衡集作为小样本微调模型的输入，以统一的方式

实现边界框分类和回归．整个模型采用交叉熵和

ＳｍｏｏｔｈＬ１损失训练，且不同的迁移策略意味着固

定和微调的参数不同，图６（ｂ）中展示了ＴＦＡ经典

算法的迁移策略，固定主干网络、ＲＰＮ和ＲｏＩ三个

部分的参数，仅微调最后一层边界框分类和回归部

分的参数．

近年来，基于迁移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

因训练方式简单，获得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相比

于元学习方法，基于迁移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

法不需要设计训练任务，通过微调的方式将基类训

练的检测模型迁移至新类．该方法不需要任务间存

在很强的关联性，且更强调在迁移的新任务上的性

能，但依然存在诸多挑战与难点．因此，本文从迁移

知识与策略、减少目标混淆、增强新类特征表示及保

持基类的性能等四个方面入手，详细地阐述当前方

法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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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于迁移学习的两阶段小样本检测框架

４．２．１　迁移知识与策略

与基于元学习的方法不同，基于迁移学习的小

样本目标检测工作更关注迁移的知识及迁移策略，

希望源域迁移的知识能够泛化至少量样本的目标

域．基于此，Ｃｈｅｎ等人
［６６］重点研究和分析了现有元

学习方法和微调方法的性能，在设定相同的实验场景

和实验条件下，通过实验证实，在小样本分类任务

中，基于微调的方法比基于元学习的方法更具优势，

因而进一步引起学术界对微调方法的关注．然而，

当新类训练样本数量不足时，深度检测模型比分类

模型更容易出现过拟合问题，直接进行微调可能存

在域偏移，从而降低可迁移性［６７］．因此，针对迁移过

程中存在的域偏移问题，Ｃｈｅｎ等人
［３７］结合单阶段

检测模型ＳＳＤ
［６８］和两阶段检测模型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

的优势，提出了一种小样本迁移检测器（ＬｏｗＳｈｏ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ＬＳＴＤ）．首先，在包含大量标注

数据的源域数据集上训练学习源域模型，用该模型

参数初始化目标域模型；然后，基于少量的目标域数

据进行微调．同时，ＬＳＴＤ设计了背景抑制正则化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Ｄ）和知识迁移正则化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Ｋ）两个机制，使其在迁移

学习过程中能够聚焦于前景目标，降低语义混淆对

模型精度的影响，更好地利用源域知识来增强对少

量目标图像的微调，从而学习到更多与目标类别相

关的知识．同样地，Ｗａｎｇ等人
［３８］指出，因评估准则

的不可靠性，基于微调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的性

能超越了很多现有的基于元学习的方法．在此基础

上，他们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微调方法（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ＦＡ）．ＴＦＡ在进行新类微

调时，冻结模型的主干网络、ＲＰＮ和ＲｏＩ特征提取

三个部分，在基类和新类的平衡小样本集合上，微调

检测模型最后一层的边界框分类器和回归器，有效

提升了模型的迁移能力．同时，为减少类内方差，将

实例级边界框特征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其输入到基

于余弦相似性的边界框分类器当中进行分类；通过

对比实验发现，简单的微调方法比基于元学习的方

法的性能提高了２％～２０％，在单样本下的精度甚

至提升一倍．然而，由于在简单的微调过程中有可

能忽略来自源域和目标域的重要知识［３７］，因此简单

的微调可能导致可迁移性的降低．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等

人［６９］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半监督学习框架（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ＵｎｉＴ），在基类训练阶

段，该框架充分利用图像级注释数据来训练弱检测

模型；在小样本微调阶段，将新类的分类器和回归器

的权重表示为基类对应项的加权线性组合，并利用

基类和新类间语言及视觉的多模态相似性度量确定

组合权重，实现有效的知识迁移和适应．

概括起来，上述方法大多从基类训练的模型中

获取先验知识，作为新类模型的初始化参数或设计

更好的参数初始化算法，其优势是不需要引入额外

的参数，但劣势是通用的检测框架可能不适合小样

本场景，从而影响模型的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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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减少目标混淆

在小样本目标检测过程中，因缺乏足够的样本

来获得可区分的特征，导致检测模型对高度相似

的类别存在目标混淆问题．自２０２１年以来，涌现出

一些新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从难样本挖掘、类间差

异、上下文信息和分类校正等四个不同的角度，对

目标混淆问题展开研究［３９，７０７２］．Ｌｉ等人
［７０］提出了一

种解耦的小样本分类网络（ＦｅｗＳｈｏ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ＳＣＮ），设计了一种小样本分类细化机

制，其核心是分割出目标边界框区域，增加额外的类

别区分信息，进而提升检测模型的语义可区分性，以

此来缓解类别混淆问题．同时，针对因注释稀缺导致

的干扰样本问题，将干扰样本建模为半监督问题，通

过设计干扰利用损失（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

ＤＵＬ）提升数据稀缺类别的利用率．该方法能够在

不增加注释成本的前提下促进对小样本新类的学习

能力．Ｓｕｎ等人
［３９］从类间差异的新角度考虑，首次

将对比学习应用至小样本目标检测中，提出了一种

对比边界框编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ＣＰＥ）损失，利用对比分支来增强目标ＲｏＩ特征，减

少来自同一类别的目标候选嵌入差异，同时分离不

同类别的实例，进而提升实例级的类内紧凑性和类

间差异，达到减少目标混淆的目的，该方法在标准的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基准上的性能提升了８．８％，

在ＣＯＣＯ
［７３］数据集基准上的性能提升了２．７％．与

上述工作不同，Ｙａｎｇ等人
［７１］发现将基类训练的检

测模型迁移至新类时，虽然在定位任务上表现良

好，但在分类任务上性能不佳．为此，提出了一种深

度迁移框架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包括相似性发现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Ｄ）和上下文聚合（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ＣＡ）两部分，前者从周围环境中寻找

与待识别目标相关联的目标作为线索，计算相关性

分数；后者则将相关性分数作为权重向量，将其叠加

在待识别目标的特征之上，达到增强特征的目的，从

而进一步提升了检测模型的分辨能力．该方法通过

基类和新类的上下文关联关系，有效避免了小样本

场景中的目标混淆问题．Ｑｉａｏ等人
［７２］认为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模型本身不适合数据稀缺场景，因而从多阶

段（ＲＰＮｖｓＲＣＮＮ）和多任务（分类ｖｓ定位）两个正

交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该模型的潜在矛盾，提出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框架．该框架通过设计梯

度解耦层（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ｃｏｐｌｅｄＬａｙｅｒ，ＧＤＬ）解耦分

类和定位任务，提出一种原型校准模块（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ＰＣＢ），通过额外的成对评分对原

始分类分数进行校正，以提升检测模型的分类能力，

在多个基准上的广泛实验表明，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模型的检测性能明显优于其他现有方法．

４．２．３　增强新类特征表示

因新类样本有限，当基类训练的模型迁移至

新类时，新类特征可能与相似的基类特征产生混淆

现象．为更好地区分混淆类别，在有限的新类训练样

本条件下，增强新类特征表示成为应对小样本目标

检测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目前，研究人员从注意力

图、上下文信息及基类和新类目标间关系等三个方

面来增强特征表示．由于小样本下的检测模型很

难找到检测目标所在的正确区域，Ｃｈｅｎ等人
［７４］采

用视觉显著性注意图模拟人类观察图像中的感兴

趣位置，提出了一种基于注意力的小样本检测网络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ＦＤＮｅｔ），通过全局上下文（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ＧＣ）

机制捕获场景中全局表示的远程依赖关系，为空

间位置分配不同的权重，使得检测模型能够充分

利用重要位置的特征进行目标检测．Ｋｉｍ等人
［４０］

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提出了一种空间推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ＳＲ）框架，该框架采用图卷积网络

（Ｇｒａｐｈ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ＣＮ）编码基类和

新类ＲｏＩ特征间的关系，以 ＲｏＩ特征为节点，通过

传播每个节点的信息，增强感兴趣区域的辨别能力，

并利用目标间的关系来增强新类的特征表示．Ｚｈｕ

等人［４１］受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的启发，通过学习一个由图

像数据驱动的动态关系图，建模基类和新类间的语

义关系，并利用所学习的图执行关系推理，减小视觉

和语言域间的差异．其中，图采用自注意结构
［７５］实

现，动态地从词向量中生成，无需重新定义新图进行

训练，这种图结构提供了更灵活的图生成范式，能够

轻松地适应新类别，从而更好地捕获基类和新类的

相互关系．该方法在１＿ｓｈｏｔ或２＿ｓｈｏｔ下表现良好，

证实了通过建模目标间的关系，能够有效提升新类

特征表示，进而提升对新类目标的泛化能力．

４．２．４　保持基类的性能

尽管上述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在小样本新类上

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性能，然而，Ｗａｎｇ等人
［３８］发现现

有的小样本检测方法仅关注新类的表现，忽略了基

类的性能下降问题，从而影响了网络的整体检测

性能．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应关

注模型在所有类别上的检测性能，并提出了广义小

样本目标检测和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两种任务．前

者不仅需要保证模型能够检测新类，而且还要关注

模型对基类的检测性能；后者属于持续学习的范畴，

旨在连续的新类数据流中随时检测新类，且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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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类．

广义小样本目标检测任务．广义小样本目标检

测任务要求小样本检测模型检测新类别的同时保持

对基类的检测性能．Ｆａｎ等人
［７６］重点研究了广义小

样本目标检测任务，并认为现有的检测模型在基类

训练阶段因缺乏新类的注释信息，将新类目标边界

框当作背景类来学习，导致基类训练的ＲＰＮ可能

偏向基类样本，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新类数据稀缺问

题．针对该问题，Ｆａｎ等人
［７６］提出了一种小样本检

测模型ＲｅｔｅｎｔｉｖｅＲＣＮＮ．其中，偏置平衡的边界框

生成器（Ｂｉａ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ｉａ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ＰＮ）由基类ＲＰＮ和微调的ＲＰＮ构

成，前者作为预训练的基类边界框生成器，后者则微

调ＲＰＮ的最后一层，为新类提供充足的边界框；重

检测器（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由基于全连接层的基类检测

头和基于余弦相似性分类器的所有类检测头构成，

目的是平衡特征的多样性．同时，通过辅助一致性损

失（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Ｌｏｓｓ，ＡＣＬ）来调整适应

过程，最终使得检测模型在不降低基类检测性能的

前提下，又能有效提升新类的检测性能，与ＴＦＡ方

法［３８］相比，基类检测的性能有明显的提升．

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任务．增量小样本目标检

测任务旨在面向连续的小样本数据流的场景，要求

检测模型不断学习新任务，在该场景下实现对所有

类别的检测．其中，新类训练数据满足小样本设定，

新类图像中可以包含来自属于旧类和新类的目标，

仅提供新类目标的注释，旧类目标不进行注释．而

且，每次增量过程中，仅有少量的新类数据可用．现

有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在扩展至新类时，需要对

旧类样本进行随机采样，存储和重放一些旧样本．然

而，这样可能导致模型需重新训练，阻碍了其在现实

场景中的应用．为此，Ｌｉ等人
［７７］提出了一种ＬＥＡＳＴ

方法（Ｌｅｓｓ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ｆＥｗ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ＡＳＴ），通过一种基

于聚类的样本选择算法，保留以前学习的更多有区

别的特征，期望利用一些样本代表性地捕捉基类的

分布和类内方差．通过特定的迁移策略，将类别敏感

的特征提取模型从整个检测模型中分离，获得更强

的迁移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权重调整；同时，采用知

识蒸馏技术［７８］缓解灾难性遗忘问题．该方法不仅能

够从少量带注释的新类样本中增量学习新类，而且

不会对先前学习的类别产生灾难性遗忘．为进一步

提升基类的检测性能，Ｌｉ等人
［７９］基于ＴＦＡ方法提

出了一种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ＦＳＯＤ）．一方面，该方

法通过一种双分支框架（Ｄｏｕｂ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ＤＢＦ）解耦基类和新类的特征表示，有利于旧

知识的保持和新知识的适应；另一方面，通过一种稳

定匹配规则（ＳｔａｂｌｅＭｏｍｅ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ＭＭ），将

参数搜索空间限制在一个围绕旧类检测的最佳局部

区域，以防止旧类的遗忘．最后，在保留旧类的ＲｏＩ

特征基础上，通过基于间隔的正则化损失来校正对

旧类的误分类，在实现检测新类的同时不忘记基类．

更进一步，Ｃｈｅｎ等人
［８０］针对持续增量小样本目标

检测问题，也就是当大量的新任务连续出现，每个新

任务仅有少量注释的训练样本时，提出了一种解耦

记忆蒸馏方法（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Ｄｉ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ＤＩＤ），该方法在学习新任务时，采用知识蒸馏机制对

前一个检测任务的知识进行蒸馏，以减少先前知识的

遗忘，使得最终的模型不仅能够检测新类，而且还能

同时保持基类的检测性能．可以看出，目前小样本目

标检测问题已扩展至更具挑战的增量小样本目标检

测问题，设计的模型主要解决基类的灾难性遗忘问

题，但其检测性能还有待提升．因此，该方向可作为

未来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将其应用至开放世界的

检测任务中，对该任务中相关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４．２．５　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迁移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

主要是通过微调的方式实现对新类的检测．在具有一

定数量样本条件下，获得了较好的检测性能，适合对

速度要求较高的检测场景．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

而言，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１）当样本量极少时，

难以准确表征整个类别的特征分布，使得模型存在

严重的过拟合问题，导致其泛化能力较差；（２）因微

调时需重新训练，不能适应实时检测的场景；（３）如

何相对准确地区分类别相关和类别无关参数，以及

如何选择合适的超参数，尚未有相应的理论研究和

实验支撑，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４３　基于数据增强的方法

小样本数据集因样本数量有限，不足以让模型

捕捉到具有丰富变化的数据分布［８１］．针对训练样本

不足的问题，通过数据增强来提升数据及分布的多

样性是最朴素直接的做法．对于目标检测任务而言，

可以采用两种数据增强方式：一是不改变标注框的

增强方式，如色彩变换、高斯噪声以及弹性变换等

等；二是改变标注框的增强方式，如裁剪变换、旋转

变换以及镜像变换等［８２］．

基于数据增强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旨在通

过生成更多新类样本、增强新类特征表示或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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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他信息等方式，克服训练样本短缺的局限性．

目前，一些工作从如何生成更多示例的角度展开研

究，而另一些工作则从未标记／弱标记的图像或语义

信息中，如何为模型提供额外的先验知识的角度出

发展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方法，并取得了令

人可喜的研究成果．基于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模型，图７

展示了基于数据增强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可以

看出，目前的方法主要从生成更多的图像级或特征

级示例、引入未标记／弱标记的图像或引入语义信息

为模型提供额外的先验知识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因此，我们将当前方法分为三类：样本与特征空间增

强、引入未标记或弱标记数据及引入额外的语义信

息．下面我们将从这三种增强方式讨论当前基于数

据增强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

图７　基于数据增强的小样本检测方法

４．３．１　样本与特征空间增强

基于数据增强的方法试图丰富监督信息，以缓

解过拟合问题，从而获得可靠的检测模型．本节从样

本空间增强和特征空间增强两个角度概括总结现有

工作，前者对新类样本进行扩充，将小样本目标检测

问题转化成监督目标检测问题，再利用已有的检测

框架进行训练和测试；后者则针对图像经各种变换

后的表示不变性这一特性，增强少量样本的特征表

示，基于增强的特征表示完成检测过程．

样本空间增强．Ｋｉｍ等人
［４０］提出了一种空间数

据增强方法（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Ａ），在

图像级增加训练示例，根据图像中目标的数量及其

增强大小指数来放大训练示例．结合图像增强和实

例增强两种方式丰富了新类的训练样本，在小样本

数据集的基准上表现出优异的性能．Ｌｉ等人
［４２］首次

从样本扩增的角度入手，针对图像经遮挡、噪声等各

种变换后的特征表示不一致问题，提出了一种简单

有效的变换不变性方法（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ＩＰ），在对各种变换图像的预测上，引入了

一致性正则化来学习特征表示，通过学习设计变换

一致性损失（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ＴＧＣ），计算原始特征表示和变换图像特征表示间

的损失，使得图像经不同变换后的表示具有一致性，

进而提高变换图像的泛化能力．该方法能够处理未

标记数据，灵活用于各种元学习模型，而且能够扩展

至更具挑战的半监督小样本目标检测场景中．

特征空间增强．Ｗｕ等人
［８３］利用目标特征表

示在不同的视觉变化下具有不变性这一特性，提出

了一种通用原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ＵＰ）方法，

用来表示不同类别的通用目标特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ＧＯＦ），这些通用原型用来捕获在

不同视觉变化下的不变的目标内在特征，有效增强

了原始的目标特征．同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Ｌｏｓｓ，ＣＬ）来学习目标特征的不变性，

进而提升目标特征学习的泛化能力；最终通过实验

验证了该方法能够提高小样本检测模型的泛化能

力．另一方面，训练数据缺乏变化亦是影响小样本目

标检测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原因在于当单个样本的

差异性极小时，无法训练新类的分类器．针对这一问

题，Ｚｈａｎｇ等人
［４３］采用从极少的样本实例中建立具

有外观变化的模型的方法，通过从基类迁移共享的

类内变化的方式，为新类建立一个良好的变化模型；

通过引入幻觉网络（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Ｎ），

在ＲｏＩ特征空间中生成额外的特征级训练示例，将

类内差异的共享模式迁移至新类之上，从而有效提

升小样本目标检测性能．该方法首次证明了丰富样

本变化对小样本目标检测的有效性，而且，幻觉策略

能够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提升检测性能．

然而，该文献仅考虑了新类的检测性能，未考虑基类

的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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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和特征空间增强相结合．Ｗｕ等人
［４４］首次

发现了小样本下的尺度稀疏问题，提出了一种多

尺度正样本细化方法（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ＭＰＳＲ）来丰富少量样本的目标尺度，

通过构建目标金字塔形成多个尺度的正样本来增强

样本的多样性，进一步利用特征金字塔（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Ｎｅｔ，ＦＰＮ）提取多尺度样本的特征，达到增

强样本特征表示的目的，并作为辅助分支集成至

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网络中进行训练，通过实验证实，该

方法在扩大正样本尺度的同时亦限制了不适当的负

样本，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的

精度．

４．３．２　引入未标记或弱标记的数据

通常而言，未标记或图像级标记数据容易获得，

但是实例级注释却耗时耗力．因此，半监督或弱监督

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应运而生．Ｄｏｎｇ等人
［１５］提

出一种自学习和多模型学习的半监督目标检测框

架（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ＳｅｌｆＰａｃ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ＳＰＬＤ），每个类别仅需２～４个注释示例．其核心

是：首先为一些无注释的图像生成一系列伪标签，再

利用网络预测出无标签图像的伪标签，进而选择置

信度高的伪标签图像对检测模型进行训练，反复交

替迭代训练，逐步提升模型的鲁棒性．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人［６９］则设计一种统一的半监督学习框架 ＵｎｉＴ，

在基类上学习一个从弱监督到全监督的检测模型

映射，并利用新类和基类间视觉和语言相似性，迁

移所学的映射至新类检测模型．整个模型采用端

到端的训练方式，高度灵活，甚至在零样本条件下也

能获得良好的性能．Ｈｕ等人
［８４］针对少量样本下的

弱监督目标检测问题，利用图网络和空间相似度

机制，搜索给定图像间的空间共性，并在没有边界

框注释的查询图像中实现了公共目标的定位，但

是该方法仅适用１ｗａｙ５＿ｓｈｏｔ场景．更进一步，当

前小样本下的弱监督检测方法已扩展至实际应用

场景，Ｌｉ等人
［８５］针对无人机导航过程中如何准确定

位建筑物问题，提出了一种无人机图像检测框架

（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ＨＣＴ）．该框

架借助于目标建筑物的卫星图和街景图，将无人机

视角的图像视为查询图像，对应的卫星视角和街道

视角图像视为支持集．在支持集的基础上，仅利用图

像级别的注释来训练网络，从输入图像的提取特征

图中获取目标建筑的大致位置信息，从而实现无人

机对目标的准确定位．

４．３．３　引入额外的语义信息

由于目标外观、形状和大小的不同，使得每个类

别的视觉信息多变，导致类内差异较大．然而，每个

类别的语义信息是不变的．因此，通过增加额外的语

义信息来构建类间关系，以增强数据分布的多样性．

在小样本分类任务中，Ｒａｈｍａｎ和Ｃｈｅｎ等人
［８６８７］通

过语义嵌入增强方式进行数据扩充，丰富样本的语

义信息，以提升分类性能．受此启发，在小样本检测

任务中，Ｃａｏ等人
［４５］提出了一种基于联系和区分的

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ＤＩ），通过一个

大型英文词汇图 ＷｏｒｄＮｅｔ
［８８］将每个新类与基类联

系起来，结合丰富的词汇知识，对类间相似性关系

进行描述，并利用Ｌｉｎ相似性
［８９］进行度量．同时，通

过区分机制分离基类和新类的分类分支，以此减少

类内距离，增大类间距离，从而获得更好的检测性

能．Ｚｈｕ等人
［４１］通过引入语义信息以补充小样本下

视觉信息的稀缺，利用基类和新类的语义关系不变

这一特性，提出了一种语义关系推理小样本检测模

型（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ＦｅｗＳｈ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ＳＲＲＦＳＤ）．其核心是从视觉信息和语义关系中同

时学习新类目标，采用词嵌入方式来构建语义空间，

将来自视觉空间的目标投影到语义空间，实现视觉

特征与类语义嵌入的对齐，获得增强的特征表示，进

而提升小样本目标检测的性能．该方法在极少的样

本下性能优越，证实了语义信息对小样本下图像信

息的促进作用．Ｈｕａｎｇ等人
［９０］认为少量的新类样本

存在显著的类内差异，导致单个视觉信息无法准确

地表征目标本身．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语义增

强机制（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Ｅ），通过从大型

文本语料库中学习词嵌入模型的方式获得类语义

表示，以增强新类目标的视觉表示，证实了语义表

示能够补充有限训练样本目标的视觉特征．同时，通

过语义信息来定义语义原型的对比损失（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ＳＰＣ），使学习的特征具有良

好的类内紧凑性和类间区分度，进而有效提升小样

本目标检测性能．

４．３．４　小结

基于数据增强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较为简

单，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上述工作表明，数据增强

作为一种通用方法，能够与其他方法结合来提高小

样本下的检测性能．然而，因标注样本数量不足，单

纯的对小样本进行样本和特征空间的增强，仅能带

来有限的性能提升，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小样本目标

检测问题．利用未标记数据或引入语义信息有助于

提升数据分布的多样性，但这两类方法与标准的

ＦＳＯＤ方法相比缺乏公平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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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数据分布多样性，捕捉类内不变性，在不损失语

义信息的前提下，实现样本或特征空间的增强是值

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

４４　基于度量学习的方法

基于度量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采用学习比

较的思想，在小样本图像分类任务下性能良好［９１９３］．

通常，由于检测模型中包含数以万计的参数，直接采

用传统分类器的交叉熵损失进行学习，可能导致严

重的模型过拟合问题．因此，基于度量学习的小样本

目标检测方法借鉴传统非参数化的思想，在获取潜

在目标边界框的特征之后，将查询图像的目标区域

特征与支持集图像特征映射至相同的嵌入空间，并

通过距离度量或者相似度计算实现对潜在目标区域

的分类，进而实现对图像中目标的检测，并将其推广

至具有少量标记训练示例的新类上实现对图像中不

同目标的检测．图８给出了基于度量学习的小样本

目标检测框架，其工作原理如下：主干网络用于提取

查询图像和支持图像的特征，ＲＰＮ和ＲｏＩ池化生成

查询图像的感兴趣区域，编码网络将查询图像的感

兴趣区域和支持集特征映射至嵌入空间，再通过度

量模块进行相似度计算，检测查询图像中的不同目

标．度量模块的结构如图９所示，其核心是通过距离

或者相似性度量方法对查询图像的 ＲｏＩ特征向量

与支持类的原型进行比较，进而预测该向量的类别．

图８　基于度量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框架

图９　边界框分类的度量模块实现

借助于以上思想，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基于

度量学习的方法，该类方法将小样本目标检测视为

小样本分类问题，其侧重点在于边界框的分类部分，

但不能简单地将小样本分类中的度量方法直接应用

于小样本目标检测中，其原因在于检测模型需要知

道潜在目标区域才能进行比较．目前，基于度量学习

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主要从支持集图像的类原

型表示、度量机制的实现以及损失函数设计等三个

角度分别进行改进，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方面进行归

纳与总结．

４．４．１　类原型表示与度量机制

支持图像集中的类原型表示和度量机制的实现

是影响查询图像预测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中，原型的

概念始于原型网络［９３］，其核心是从支持集中学习每

个类的先验知识作为类原型表示，与查询图像的边

界框特征进行比较，从而实现查询边界框特征的预

测．基于此，Ｌｉ等人
［９４］结合元学习和度量学习的思

想，提出了一种小样本检测框架（Ｍｅｔａａｎｄ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ＭＦＳＯＤ）．

该框架包含元表示机制（Ｍｅｔ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Ｒ）

和皮尔逊度量机制（Ｐｅａｒｓ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ＰＲ）两个部分．

其中，ＭＲ机制通过学习不同类别支持实例的类内均

值原型，对查询图像的ＲｏＩ特征进行重构；采用ＰＲ

机制计算重构后的ＲｏＩ特征与支持原型之间的距

离，进一步减少因背景信息的存在而造成类内方差

较大的影响．ＭＭＦＳＯＤ方法在不需要微调时能够

快速学习新类别的表征．但是，该方法中的支持图像

仅有单个实例块，不能充分表征每个类别的分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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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深度度量学习的思想，Ｋａｒｌｉｎｓｋｙ等人
［４６］设计了

一种基于表示的距离度量学习模型（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ｒ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ｐＭｅｔ），采用具有多模态的

混合模型表示每个类别，将模态中心作为类表示向

量，同时学习主干网络参数、空间嵌入以及表示向

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子网结构来代替

传统的边界框分类头，分别应用到单／小样本目标检

测和小样本图像分类任务中，通过实验证实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概括起来，上述两种方法均是通过模拟

小样本图像分类场景，仅利用图像中目标类别中正

样本的边界框特征来实现分类，忽略了负样本尤其

是困难样本的特征信息，可能导致训练样本利用不

完善的问题．因此，Ｙａｎｇ等人
［４７］提出一种度量学习

框架ＮＰＲｅｐＭｅｔ，结合正负样本的边界框特征信息

学习嵌入空间，通过计算每个候选框的正／负样本特

征的最小距离，以及与学习到的每个类别正／负样本

表示的最小距离，将二者距离进行结合，再将距离

通过概率度量机制转换为分类概率，从而能够有效

地对每个边界框进行分类．与ＲｅｐＭｅｔ模型的性能

相比，ＮＰＲｅｐＭｅｔ模型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的

５ｗａｙ１＿ｓｈｏｔ实验下的性能提升了１０％以上，表明

了充分利用样本信息的重要性．为更好地学习类原

型表示，Ｚｈａｎｇ等人
［４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度量学

习的ＰＮＰＤｅｔ方法，基于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
［９５］引入自

适应余弦头（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ｓｉｎ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Ｈｅａ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ｓＨｅａｄ），通过为每个新类学习一

个比例因子的方式，归一化特征表示，从而有效减小

新类的类内方差．同时，采用余弦相似性距离作为度

量方式，持续提升了所有类的检测性能．该方法简

单、灵活且高效，可在提升新类检测性能的同时，

保证所有类的检测性能．上述方法均采用固定的度

量方式实现边界框的分类，受小样本学习中关系网

络［９２］的启发，Ｚｈａｎｇ等人
［９６］提出了一种单样本条件

下的目标检测框架（ＯｎｅＳｈｏ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ＳＣＤ）．首先，采用孪生网络分别提取查

询图像和目标图像的特征，作为边际概率用于特征

空间的度量；其次，通过引入贝叶斯条件概率理论，

在候选区域网络和分类网络设计可学习的度量机制

获得条件概率估计，用于比较查询与目标图像特征，

进而得到检测结果．但是，该方法仅关注单样本目标

检测问题，尚未应用至少量样本的检测场景中．Ｌｅｅ

等人［９７］则将每个支持图像视为单个原型，通过类内

支持注意力模块（Ｉｎｔｒ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ＡＭ）提取支持集原型间的共性信息，引入查询支

持注意力模块（Ｑｕｅ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

ＱＳＡＭ）将其与查询特征进行比较，其特点是充分利

用了支持图像间的信息，无需每类采用一个原型进

行比较，有效提升了模型的分类效率．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类原型表示的设计旨在学

习更好的类别表征，而度量机制逐渐从人工设计的

距离度量向可学习的度量方式发展，能够进一步提

升模型的效率．

４．４．２　损失函数设计

因数据及分布偏差，使得少量样本难以表征目

标域的特征分布，造成类内距离较大，类间距离较

小，可能出现类间重叠现象．因此，在基于度量学习

的方法中，通常可以通过设计良好的损失函数来解

决该问题，其目的是通过优化特征空间的方式，增加

类间差异和减少类内差异，使得同类样本特征尽可

能相似，不同类样本特征尽可能远离，从而减少类间

重叠．为此，Ｈｓｉｅｈ等人
［９８］提出了一种基于边距的排

序损失函数（Ｍａｒｇｉｎｂａｓ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ｓｓ，ＭＲＬ），用

于隐式学习一种度量来预测区域边界框与查询图

像特征间的相似性，在单样本目标检测数据集上实

现了最先进的性能．在此基础上，Ｌｉ等人
［４９］从特征

空间优化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种类间距均衡方法

（ＣｌａｓｓＭａｒｇｉ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ＭＥ），将小样本目标

检测视为小样本分类问题，通过重新优化特征空间

划分和新类的特征表示，并引入类间隔损失为新类

保留足够的间隔空间，同时以对抗的最小最大化方

式，扰动新类实例特征来达到间隔平衡，进而提升特

征的可辨别性和表示能力，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

ＣＭＥ方法能够在小样本环境下对新类进行区分，进

而减少类间重叠．概括起来，该类方法有助于学习更

多的判别特征，能够更好地区分不同的类别，从而有

效提升检测性能．

４．４．３　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度量学习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

法从支持图像中的类原型表示、边界框的度量机制

以及损失函数设计三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设计良

好的支持集图像的类原型表示，与查询集图像的特

征映射至同一嵌入空间，再通过特征优化和合适的

度量机制实现边界框的分类．该类方法的优势是易

实现增量学习，即模型在基类数据集上训练之后，能

够直接用于新类别的检测；但在数据规模较大、特征

维度较高时，导致边界框比较的计算时间长、消耗内

存大等问题，因而不能有效满足对速度和实时性有

较高要求的检测场景．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设计更

好的表示类别分布的方法以及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

度量方式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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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集与实验

５１　数据集

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的数据集主要包括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
［２１］、ＭＳＣＯＣＯ

［７３］、ＬＶＩＳ
［９９］和ＦＳＯＤ

［５８］

等四个数据集．

犘犃犛犆犃犔犞犗犆数据集．为创建小样本数据集，

研究人员对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的２０个类别进

行划分，设置了三种不同的类别分割，每种分割设置

１５个类别作为基类，剩余５个类别作为新类．另外，

ＶＯＣ０７＋１２训练验证集用于训练，ＶＯＣ０７测试集

用于评估．

犕犛犆犗犆犗数据集．对于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中的

８０个类别，选择与 ＶＯＣ类别相同的２０类作为新

类，其余的６０个类别作为基类．

犔犞犐犛数据集．ＬＶＩＳ数据集是一个满足长尾分

布的大规模数据集，ＣＯＣＯ图像被重新标注新的类

别，超过１０００个目标类别．其中，ＬＶＩＳ中的类别分

为频繁类（出现在１００多张图片中）、常见类（出现在

１０～１００张图片中）和稀少类（出现在少于１０张图片

中）．为测试小样本检测方法在ＬＶＩＳ数据集下的检

测性能，Ｗａｎｇ等人
［３８］对该数据集进行犓ｓｈｏｔ分

割，将频繁类和常见类作为基类，将稀少类作为新类．

犉犛犗犇数据集．２０２０年腾讯优图实验室专门为

小样本目标检测构建了数据集．该数据集来源于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１００］和ＯｐｅｎＩｍａｇｅ

［１０１］两个公开数据集，

涵盖了１０００个类别，共６６５０２张图像和１８２０００个

标注框．其中，５３１个类别来自于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４６９个

类别来自于ＯｐｅｎＩｍａｇｅ．Ｆａｎ等人
［５８］从中选择２００

类作为新类，其余８００类作为基类．另外，该数据集

由于其类别的高度多样性及边界框大小和长宽比的

较大差异而极具挑战性．

５２　实验设计

就训练样本的输入而言，基类提供全部图像

和注释信息，新类则按照不同的实验设定选择相

应图像和注释信息．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的新类

从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２００７、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２０１２中按照

犓＝１、２、３、５、１０进行实例抽样．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

的新类从ＣＯＣＯ２０１４中按照犓＝１０、３０进行实例

抽样．ＬＶＩＳ数据集的新类按照犓＝１０进行实例抽

样．ＦＳＯＤ数据集的新类则按照犓＝１、５进行实例

抽样．

就训练策略而言，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

包括基于任务的ｅｐｉｓｏｄｅ训练策略和基于数据驱动

的训练策略两种方式．前者通过设计不同的小样

本学习任务，在训练和测试阶段人为构建ｅｐｉｓｏｄｅ

任务，每个任务包含支持集犛＝｛（犐狊，犕狊）｝和查询集

犙＝｛（犐狇，犕狇）｝，其中，支持集满足犖ｗａｙ犓ｓｈｏｔ设

定，犐狊和犐狇分别表示支持集和查询集图像，犕狊和犕狇

分别表示对应图像的边界框注释；对犖 个类别，每

类包含犓 个实例的训练样本，查询集的每张图像可

能包含多个类别目标，而支持集每张图像只包含一

个有效目标，通过边界框裁剪或掩码分割得到．在元

训练阶段，犐狊和犐狇均从基类数据集中采样；在元测试

阶段，犐狊和犐狇从所有数据集中采样．后者采用“预训

练微调”的训练范式，在预训练阶段，基类数据集具

有大量的训练样本，若某张基类训练图像包含新类

目标，则被设置为背景；在微调阶段，利用新类或基

类和新类的小样本平衡集（从基类和新类数据中随

机采样犓 个实例级样本）对模型进行微调．

５３　性能评估指标

对目标检测任务而言，模型的平均精度值犃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表示模型对某一类目标的检测

性能，基于准确率召回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ＰＲ）曲

线来计算．其中，准确率表示分类正确的样本数占所

有样本数的比例，召回率表示预测正确的正样本数

与所有正样本数的比值．召回率作为狓轴，准确率

作为狔轴绘制ＰＲ曲线，ＰＲ曲线下的面积即为犃犘

值．实际应用中，并不直接对ＰＲ曲线进行计算，而

是对ＰＲ曲线采用式（１）进行平滑处理，再用式（２）

计算犃犘的值，计算公式如下：

狆ｓｍｏｏｔｈ（狉）＝ｍａｘ
狉′狉
狆（狉′） （１）

犃犘＝∫
１

０
狆（狉）ｄ狉 （２）

一般而言，准确率与召回率不能同时达到最优，

单独采用准确率或召回率不能较好地反映模型的检

测性能．因此，通常采用模型的平均精度均值（ｍｅ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Ｐ）来衡量检测精度，表示为

各类别犃犘的均值，计算如式（３）所示，其中，犃犘犻表

示第犻个类别的平均精度值，其值越大，表示模型对

某一类目标的检测性能越好．通过设置不同的ＩｏＵ

阈值可以得到不同的犿犃犘指标，如犃犘５０和犃犘７５

分别表示ＩｏＵ阈值等于０．５和０．７５时的犿犃犘值．

犿犃犘＝
１

犖∑
犖

犻＝１

犃犘犻 （３）

ＦＳＯＤ方法更多考虑检测精度指标，早期的

ＦＳＯＤ方法仅着眼于新类的性能．之后 Ｗａｎｇ等人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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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不仅应该报告新类的检测性能，还应关注基类

的表现，以提供更全面的评估．因此，ＦＳＯＤ的性能

评估指标包含基类平均精度值（犃犘犫犪狊犲）和新类平

均精度值（犃犘狀狅狏犲犾），通过带入不同基类或新类的

犃犘来计算．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根据不同的基类／新类

分割设定，计算不同基类／新类下的平均精度值．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通常采用标准的ＣＯＣＯ指标进行

评价，最常用的两个指标是犃犘 和犃犘５０，部分方

法还用到了犃犘７５、犃犘狊、犃犘犿、犃犘犾等评估指标．其

中，平均精度和平均召回率用于小型、中型和大型目

标．ＬＶＩＳ数据集中则还包括犃犘狉、犃犘犮及犃犘犳 等

评估指标，分别表示稀少类、常见类和频繁类的检测

性能．

５４　典型方法性能对比

５．４．１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的实验结果

表２列出了在三种不同的基类／新类类别分割设

定下，小样本目标检测典型方法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

数据集下的新类检测性能．表中加粗／加粗黑斜分别

表示性能最优／次优结果．其中，ＦＲＣＮＶ１６表示采

用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检测模型，主干网络为 ＶＧＧ１６，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表示主干网络为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ＦＲＣＮ

Ｒ３４则表示主干网络为 ＲｅｓＮｅｔ３４，“”表示基于

Ａｎｃｈｏｒｆｒｅｅ的检测模型．对比的性能指标为新类

别的检测精度．另外，我们将原始论文中的 Ｍｅｔａ

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
［３２］缩写为ＭｅｔａＦＲＣＮＮ、ｃｏｓＦＲＣＮ＋

ＣＧＤＰ＋ＦＲＣＮ
［７０］缩写为ｃｏｓＦＲＣＮＣ、Ｒｅｔｅｎｔｉｖｅ

ＲＣＮＮ
［７６］缩写为ＲＲＣＮＮ．

表２　犘犃犛犆犃犔犞犗犆数据集中对新类的小样本检测性能

分类 方法 检测框架
会议（期刊）／

时间

新类分割１

１ ２ ３ ５ １０

新类分割２

１ ２ ３ ５ １０

新类分割３

１ ２ ３ ５ １０

基于元

学习的

方法

ＦＳＲＷ［３０］ ＹＯＬＯｖ２ ＩＣＣＶ１９ １４．８１５．５２６．７３３．９４７．２ １５．７１５．３２２．７３０．１４０．５ ２１．３２５．６２８．４４２．８４５．９

ＭｅｔａＲＣＮＮ［３１］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ＩＣＣＶ１９ １９．９２５．５３５．０４５．７５１．５ １０．４１９．４２９．６３４．８４５．４ １４．３１８．２２７．５４１．２４８．１

ＭｅｔａＦＲＣＮＮ［３２］ ＦＲＣＮＲ５０ ＡＡＡＩ２２ ４１．８４６．７５２．７５９．６６２．３ ２６．１３３．６４３．８４７．８５０．１ ３５．６４２．１４５．８５３．４５２．３

ＳＱＭＧ［３３］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８．６５１．１５２．０５３．７５４．３ ４１．６４５．４４５．８４６．３４８．０ ４６．１５１．７５２．６５４．１５５．０

ＤＲＬ［３４］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ＴＭＭ２１ ２８．０４０．５４９．４４９．９５９．４ ２２．９３３．４３６．４３６．１５２．７ ２８．０３２．０４０．４４６．７５３．５

ＭｅｔａＤｅｔ［３５］ ＦＲＣＮＶ１６ ＩＣＣＶ１９ １７．１１９．１２８．９３５．０４８．８ １８．２２０．６２５．９３０．６４１．５ ２０．１２２．３２７．９４１．９４２．９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３６］ ＤＥＴＲＲ１０１ ＴＰＡＭＩ２２ ４０．６５１．４５８．０５９．２６３．６ ３７．０３６．６４３．７４９．１５４．６ ４１．６４５．９５２．７５８．９６０．６

ＦＳＤｅｔＶｉｅｗ［５４］ ＦＲＣＮＲ５０ ＥＣＣＶ２０ ２４．２３５．３４２．２４９．１５７．４ ２１．６２４．６３１．９３７．０４５．７ ２１．２３０．０３７．２４３．８４９．６

ＤＣＮｅｔ［５５］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３３．９３７．４４３．７５１．１５９．６ ２３．２２４．８３０．６３６．７４６．６ ３２．３３４．９３９．７４２．６５０．７

ＱＡＦｅｗＤｅｔ［５７］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ＩＣＣＶ２１ ４２．４５１．９５５．７６２．６６３．４ ２５．９３７．８４６．６４８．９５１．１ ３５．２４２．９４７．８５４．８５３．５

基于迁

移学习

的方法

ＬＳＴＤ［３７］ ＦＲＣＮＶ１６ ＡＡＡＩ１８ ８．２ １１．０１２．４２９．１３８．５ １１．４ ３．８ ５．０ １５．７３１．０ １２．６ ８．５ １５．０２７．３３６．３

ＴＦＡ［３８］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ＩＣＭＬ２０ ３９．８３６．１４４．７５５．７５６．０ ２３．５２６．９３４．１３５．１３９．１ ３０．８３４．８４２．８４９．５４９．８

ＦＳＣＥ［３９］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４．２４３．８５１．４６１．９６３．４ ２７．３２９．５４３．５４４．２５０．２ ３７．２４１．９４７．５５４．６５８．５

ＦＳＯＤＳＲ［４０］ ＦＲＣＮＲ５０ ＰＲ２１ ５０．１５４．４５６．２６０．０６２．４ ２９．５３９．９４３．５４４．６４８．１ ４３．６４６．６５３．４５３．４５９．５

ＳＲＲＦＳＤ［４１］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７．８５０．５５１．３５５．２５６．８ ３２．５３５．３３９．１４０．８４３．８ ４０．１４１．５４４．３４６．９４６．４

ＵｎｉＴ［６９］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７５．７７５．８７５．９７６．１７６．７ ５７．２５７．４５７．９５８．２６３．０ ６７．６６８．１６８．２６８．６７０．０

ｃｏｓＦＲＣＮＣ［７０］ ＦＲＣＮＲ５０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０．７４５．１４６．５５７．４６２．４ ２７．３３１．４４０．８４２．７４６．３ ３１．２３６．４４３．７５０．１５５．６

ＤｅＦＲＣＮ［７２］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ＩＣＣＶ２１ ５３．６５７．５６１．５６４．１６０．８ ３０．１３８．１４７．０５３．３４７．９ ４８．４５０．９５２．３５４．９５７．４

ＡｔｔＦＤＮｅｔ［７４］ ＳＳＤＶ１６ ａｒＸｉｖ２０ ２９．６３４．９３５．１ － － １６．０２０．７２２．１ － － ２２．６２９．１３２．０ － －

ＲＲＣＮＮ［７６］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２．４４５．８４５．９５３．７５６．１ ２１．７２７．８３５．２３７．０４０．３ ３０．２３７．６４３．０４９．７５０．１

基于数

据增强

的方法

ＴＩＰ［４２］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２７．７３６．５４３．３５０．２５９．６ ２２．７３０．１３３．８４０．９４６．９ ２１．７３０．６３８．１４４．５５０．９

ＨａｌｌｕｃＦｓＤｅｔ［４３］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７．０４４．９４６．５５４．７５４．７ ２６．３３１．８３７．４３７．４４１．２ ４０．４４２．１４３．３５１．４４９．６

ＭＰＳＲ［４４］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ＥＣＣＶ２０ ４１．７ － ５１．４５５．２６１．８ ２４．４ － ３９．２３９．９４７．８ ３５．６ － ４２．３４８．０４９．７

ＦＡＤＩ［４５］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ＮＩＰＳ２１ ５０．３５４．８５４．２５９．３６３．２ ３０．６３５．０４０．３４２．８４８．０ ４５．７４９．７４９．１５５．０５９．６

ＦＳＯＤＵＰ［８３］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ＩＣＣＶ２１ ４３．８４７．８５０．３５５．４６１．７ ３１．２３０．５４１．２４２．２４８．３ ３５．５３９．７４３．９５０．６５３．５

基于度

量学习

的方法

ＲｅｐＭｅｔ
［４６］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１９ ２６．１３２．９３４．４３８．６４１．３ １７．２２２．１２３．４２８．３３５．８ ２７．５３１．１３１．５３４．４３７．２

ＮＰＲｅｐＭｅｔ
［４７］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ＮＩＰＳ２０ ３７．８４０．３４１．７４７．３４９．４ ４１．６４３．０４３．４４７．４４９．１ ３３．３３８．０３９．８４１．５４４．８

ＰＮＰＤｅｔ［４８］ 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ＡＣＶ２１ １８．２ － ２７．３ － ４１．０ １６．６ － ２６．５ － ３６．４ １８．９ － ２７．２ － ３６．２

ＣＭＥ［４９］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ＣＶＰＲ２１ ４１．５４７．５５０．４５８．２６０．９ ２７．２３０．２４１．４４２．５４６．８ ３４．３３９．６４５．１４８．３５１．５

ＭＭＦＳＯＤ［９４］ ＦＲＣＮＲ３４ ＣＶＩＵ２０ ５０．０ － ５５．９５７．９６０．９ ３７．３ － ４５．７４６．５４８．２ ３５．６ － ４３．３４４．１４５．４

由表２可知，大多数方法采用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作

为基础检测模型，目前性能最好的方法是 ＵｎｉＴ，该

方法融合了迁移学习和数据增强的优势，引入图像

级的标注数据，在基类数据上学习了一个从弱监督

到全监督的检测模型映射，通过新类和基类间视觉

和语言相似性，迁移所学的映射至新类检测模型，使

得新类检测模型充分学习到基类的先验知识．然而，

因额外图像的引入使得对比缺乏公平性．性能次之的

方法是基于迁移学习的ＤｅＦＲＣＮ方法，该方法首次

考虑了传统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模型不适合数据稀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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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设计了梯度解耦层调整各个模块间的耦合程度，

将基类和新类的检测进行分离，从而在多个基准数

据集上获得较高的性能．除此之外，基于迁移学习的

ＦＳＯＤＳＲ方法、基于数据增强的ＦＡＤＩ方法以及基

于度量学习的ＭＭＦＳＯＤ方法在训练样本为１＿ｓｈｏｔ

时的检测精度高达５０％．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基于迁

移学习方法的性能在大多数任务下达到ＳＯＴＡ，基

于元学习方法的性能仅次于基于迁移学习方法，基

于数据增强和度量学习方法的性能较差，表明在

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１０　四类经典方法在ＶＯＣ数据集下新类别的

小样本检测性能

针对以上四类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每类分别

选出三种经典算法进行检测性能的对比．如图１０所

示，每种算法中５＿ｓｈｏｔ、１０＿ｓｈｏｔ的检测性能均比

１＿ｓｈｏｔ、２＿ｓｈｏｔ的高，表明相同的算法在学习类别数

相同的条件下，训练样本数越多，检测性能就越高．

其中，整体性能最优／次优的方法分别是基于迁移学

习的ＦＳＯＤＳＲ方法和基于数据增强的ＦＡＤＩ方

法，且二者在极少样本（１＿ｓｈｏｔ）下的检测效果最好．

ＦＳＯＤＳＲ方法结合了迁移学习和数据增强的优

势，通过编码基类和新类 ＲｏＩ特征间的关系来增

强新类特征表示，同时融入空间数据增强方法以

扩充图像级训练示例，从而获得更高的检测性能，

证实了不同方法的融合能够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检

测性能．

此外，小样本目标检测中的部分方法重点关注

广义小样本目标检测任务．这些方法在比较新类检

测性能的同时，还关注基类的检测性能．表３给出了

第一次分割下，四类经典方法对基类遗忘性能的比

较．其中，狀犃犘５０表示ＩｏＵ阈值等于０．５时的新类

检测性能，犫犃犘５０表示ＩｏＵ阈值等于０．５时的基类

检测性能．从表３的实验结果中可看出，基于迁移学

习的两种方法 ＴＦＡ和ＳＲＲＦＳＤ分别在基类和新

类的检测精度指标上达到了最新水平．基于数据增

强的方法ＦＡＤＩ在新类别的检测性能上具有优势，

而且能够保证对基类的检测性能不受影响，而基于

元学习的方法对基类的检测性能较差．这侧面说明

了元学习对新类具备较强的快速适应能力，但是对

基类的性能保持能力稍弱于基于迁移学习的方法．

除此之外，仅有个别基于数据增强和度量学习的方

法给出了基类的性能指标．

表３ 犘犃犛犆犃犔犞犗犆数据集下基类和新类的小样本检测性能

分类 方法
狀犃犘５０

３＿ｓｈｏｔ１０＿ｓｈｏｔ

犫犃犘５０

３＿ｓｈｏｔ１０＿ｓｈｏｔ

基于元学

习的方法

ＦＳＲＷ［３０］ ２６．７ ４７．２ ６４．８ ６３．６

ＭｅｔａＲＣＮＮ［３１］ ３５．０ ５１．５ ６４．８ ６７．９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３６］ ５３．２ ６２０ ７０．０ ７３．０

ＦＳＤｅｔＶｉｅｗ［５４］ ４２．２ ５７．４ ６９．４ ７１．１

基于迁移学

习的方法

ＬＳＴＤ［３７］ １２．４ ３８．５ ６６．３ ６６．３

ＴＦＡ［３８］ ４４．７ ５６．０ ７９１ ７８４

ＦＳＣＥ［３９］ ４６．８ ５９．７ ７３．７ ７５．２

ＦＳＯＤＳＲ［４０］ ５６２ ６２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ＳＲＲＦＳＤ［４１］ ５１．３ ５６．８ ７８．２ ７８２

基于数据增

强的方法

ＭＰＳＲ［４４］ ５１．４ ６１．８ ６７．８ ７１．８

ＦＡＤＩ［４５］ ５４２ － ７８９ －

基于度量学

习的方法
ＰＮＰＤｅｔ［４８］ ２７．３ ４１．０ ７５．５ ７５．５

５．４．２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的实验结果

表４列举了四类经典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在

ＣＯＣＯ数据集上的新类检测性能对比．其中，每类采

用１０个样本和３０个样本，狀犃犘表示新类别的平均

检测性能，狀犃犘５０表示ＩｏＵ阈值等于０．５时的新类

别检测性能．从表４的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检

测难度较大的ＣＯＣＯ数据集而言，基于小样本的检

测性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与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相

同，ＵｎｉＴ方法达到了当前的ＳＯＴＡ 性能．除此之

外，就狀犃犘和狀犃犘７５指标而言，基于元学习的方法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在１０＿ｓｈｏｔ和３０＿ｓｈｏｔ下均获得最好的

性能．就狀犃犘５０指标而言，基于数据增强的方法ＴＩＰ

在１０＿ｓｈｏｔ和３０＿ｓｈｏｔ下获得了最好的性能．对比

狀犃犘５０和狀犃犘７５的结果可知，从狀犃犘５０到狀犃犘７５，

检测性能大幅度下降，说明现有的ＦＳＯＤ方法仍

然存在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对比狀犃犘狊、狀犃犘犿 及

狀犃犘犾的结果可知，对于不同尺度的目标而言，在小

目标上的检测性能与大目标相比差距较大．以基于

元学习的方法ＤＣＮｅｔ为例，３０＿ｓｈｏｔ下的狀犃犘狊性

能比狀犃犘犾性能低２０．５％．因此，现有的ＦＳＯＤ方

法还需进一步解决通用目标检测中常见的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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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升在小目标上的检测性能．结合表２和表４

可知，相同方法在两个基准测试集上的性能有所不

同，在一个基准测试集上性能较好的方法，在另一个

基准测试集上并不能保证仍然优于其他方法．例如：

基于数据增强的方法ＴＩＰ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

上性能较差，但在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上表现良好．总

之，当前方法在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数据集上的检测性能

较高，在 ＭＳＣＯＣＯ数据集上的检测性能有待提升．

表４　四类经典方法在犆犗犆犗数据集１０／３０个样本下的新类检测性能

分类 方法
狀犃犘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狀犃犘５０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狀犃犘７５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狀犃犘狊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狀犃犘犿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狀犃犘犾

１０＿ｓｈｏｔ３０＿ｓｈｏｔ

基于元

学习的

方法

ＦＳＲＷ［３０］ ５．６ ９．１ １２．３ １９．０ ４．６ ７．６ ０．９ ０．８ ３．５ ４．９ １０．５ １６．８

ＭｅｔａＲＣＮＮ［３１］ ８．７ １２．４ １９．１ ２５．３ ６．６ １０．８ ２．３ ２．８ ７．７ １１．６ １４．０ １９．０

ＭｅｔａＦＲＣＮＮ［３２］ １２．７ １６．６ ２５．７ ３１．８ １０．８ １５．８ － － － － － －

ＳＱＭＧ［３３］ １３．９ － ２９．５ － １１．７ － ７６ － １５．２ － １９．０ －

ＤＲＬ［３４］ １０．９ １５．０ ２５．２ ３１．７ ７．０ １１．８ ３．６ ４．８ １１．２ １５．９ １６．０ ２３．１

ＭｅｔａＤｅｔ［３５］ ７．１ １１．３ １４．６ ２１．７ ６．１ ８．１ １．０ １．１ ４．１ ６．２ １２．２ １７．３

ＭｅｔａＤＥＴＲ［３６］ １９０ ２２２ ３０．５ ３５．０ １９７ ２２８ － － － － － －

ＦＳＤｅｔＶｉｅｗ［５４］ １２．５ １４．７ ２７．３ ３０．６ ９．８ １２．２ ２．５ ３．２ １３．８ １５．２ １９．９ ２３．８

ＤＣＮｅｔ［５５］ １２．８ １８．６ ２３．４ ３２．６ １１．２ １７．５ ４．３ ６．９ １３．８ １６．５ ２１．０ ２７．４

ＤＡｎＡ［５６］ １８．６ ２１．６ － － １７．２ ２０．３ － － － － － －

ＱＡＦｅｗＤｅｔ［５７］ １１．６ １６．５ ２３．９ ３１．９ ９．８ １５．５ － － － － － －

基于迁

移学习

的方法

ＬＳＴＤ［３７］ ３．２ ６．７ ８．１ １５．８

ＴＦＡ［３８］ １０．０ １３．７ １９．１ ２４．９ ９．３ １３．４ ４．５ ５．９ ８．８ １２．２ １５．８ ２１．３

ＦＳＣＥ［３９］ １１．９ １６．４ － － １０．５ １６．２ － － － － － －

ＦＳＯＤＳＲ［４０］ １１．６ １５．２ ２１．７ ２７．５ １０．４ １４．６ ４．６ １４５ １０．５ １４．５ １７．２ ２４．７

ＳＲＲＦＳＤ［４１］ １１．３ １４．７ ２３．０ ２９．２ ９．８ １３．５ － － － － － －

ＵｎｉＴ［６９］ ２１７ ２３１ ４０８ ４３０ ２０６ ２１６ ９１ ９８ ２３８ ２５３ ３１３ ３３８

ｃｏｓＦＲＣＮＣ［７０］ １１．３ １５．１ ２０．３ ２９．４ － － － － － － － －

ＤｅＦＲＣＮ［７２］ １６．８ ２１．２ － － － － － － － － － －

ＡｔｔＦＤＮｅｔ［７４］ １２．９ １６．３ １９．５ ２４．６ １３．９ １７．３ － － － － － －

ＲＲＣＮＮ［７６］ １０．５ １３．８ － － － － － － － － － －

基于数

据增强

的方法

ＴＩＰ［４２］ １６．３ １８．３ ３３２ ３５９ １４．１ １６．９ ５．４ ６．０ １７．５ １９３ ２５．８ ２９２

ＭＰＳＲ［４４］ ９．８ １４．１ １７．９ ２５．４ ９．７ １４．２ ３．３ ４．０ ９．２ １２．９ １６．１ ２３．０

ＦＡＤＩ［４５］ １２．２ １６．１ ２２．７ ２９．１ １１．９ １５．８ － － － － － －

ＦＳＯＤＵＰ［８３］ １１．０ １５．６ － － １０．７ １５．７ ４．５ ４．７ １１．２ １５．１ １７．３ ２５．１

基于度

量学习

的方法

ＰＮＰＤｅｔ［４８］ ５．５ － － － － － － － － － － －

ＣＭＥ［４９］ １５．１ １６．９ ２４．６ ２８．０ １６．４ １７．８ ４．６ ４．６ １６６ １８．０ ２６０ ２９２

ＭＭＦＳＯＤ［９４］ ８．２ － １９．２ － ８．０ － － － － － － －

５．４．３　ＬＶＩＳ数据集的实验结果

到目前为止，仅有ＴＦＡ方法对ＬＶＩＳ数据集进

行小样本下的性能评估．表５列举了ＴＦＡ方法与联

合训练方法在ＬＶＩＳ数据集１０＿ｓｈｏｔ下的新类检测

性能．其中，Ｇｕｐｔａ等人
［９９］采用一种加权采样方案

来解决数据不均衡问题．当无重复采样时，对于稀少

类别，ＴＦＡ方法能够超越基线方法，将稀少类别的

犃犘提升了约１３％～１５％，常见类的犃犘 则提升了

２％左右．有重复采样时，ＴＦＡ方法将稀少类的犃犘

提升了约４％，将常见类的犃犘提升了约１％～２％，

证实了ＴＦＡ方法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严重的数据失

衡问题，而且无需重复采样．

表５　两种方法在犔犞犐犛数据集１０个样本下的新类检测性能

方法 主干网络 重复采样 犃犘 犃犘５０ 犃犘７５ 犃犘狊 犃犘犿 犃犘犾 犃犘狉 犃犘犮 犃犘犳

联合训练［９９］ １９．８ ３３．６ ２０．４ １７．１ ２５．９ ３３．２ ２．１ １８．５ ２８５

ＴＦＡｆｃ［３８］ ＦＲＣＮＲ５０ ２２．３ ３７．８ ２２．２ １８．５ ２８．２ ３６．６ １４．３ ２１．１ ２７．０

ＴＦＡｃｏｓ［３８］ ２２．７ ３７．２ ２３．９ １８．８ ２７．７ ３７．１ １５．４ ２０．５ ２８．４

联合训练［９９］ ２３．１ ３８．４ ２４．３ １８．１ ２８．３ ３６．０ １３．０ ２２．０ ２８．４

ＴＦＡｆｃ［３８］ ＦＲＣＮＲ５０ √ ２４．１ ３９．９ ２５．４ １９．５ ２９．１ ３６．７ １４．９ ２３．９ ２７．９

ＴＦＡｃｏｓ［３８］ ２４４ ４００ ２６１ １９９ ２９５ ３８２ １６９ ２４３ ２７．７

联合训练［９９］ ２１．９ ３５．８ ２３．０ １８．８ ２８．０ ３６．２ ３．０ ２０．８ ３０８

ＴＦＡｆｃ［３８］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２３．９ ３９．３ ２５．３ １９．５ ２９．５ ３８．６ １６．２ ２２．３ ２８．９

ＴＦＡｃｏｓ［３８］ ２４．３ ３９．３ ２５．８ ２０．１ ３０．２ ３９．５ １８１ ２１．８ ２９．８

联合训练［９９］ ２４．７ ４０．５ ２６．０ １９．０ ３０．３ ３８．０ １３．４ ２４．０ ３０．１

ＴＦＡｆｃ［３８］ ＦＲＣＮＲ１０１ √ ２５．４ ４１８ ２７．０ １９．８ ３１．１ ３９．２ １５．５ ２６．０ ２８．６

ＴＦＡｃｏｓ［３８］ ２６２ ４１８ ２７５ ２０２ ３２０ ３９９ １７．３ ２６４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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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　ＦＳＯＤ数据集的实验结果

表６列举了四种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在ＦＳＯＤ

数据集上的新类别检测性能对比．当前仅有少数方

法采用该数据集展开研究．为公平比较，以下方法均

采用５＿ｓｈｏｔ设定，每类采用５个样本，在带有２００

个类别的测试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对比新类的检测

精度．值得注意的是，Ｙｅｓ和 Ｎｏ表示是否在ＦＳＯＤ

数据集上预训练或微调，狀犃犘５０表示ＩｏＵ阈值等于

０．５时新类别的平均检测性能，狀犃犘７５表示ＩｏＵ阈

值等于０．７５时新类别的平均检测性能．从表６的实

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基于元学习的方法ＦＳＯＤ和

ＭＭＦＳＯＤ不需要后续的微调步骤就能检测新类

别，且 ＭＭＦＳＯＤ方法的性能与ＦＳＯＤ方法相比平

均高出１７．９５％，而基于迁移学习的ＬＳＴＤ方法则

需要进一步的微调．

表６　四种方法在犉犛犗犇数据集５个样本下的新类检测性能

方法 ＦＳＯＤ预训练 ＦＳＯＤ微调 狀犃犘５０ 狀犃犘７５

ＬＳＴＤ［３７］ Ｙｅｓ Ｙｅｓ ２４．２ １３．５

ＦＲＣＮＮ［５３］ Ｎｏ Ｙｅｓ １１．８ ６．７

ＦＲＣＮＮ［５３］ Ｙｅｓ Ｙｅｓ ２３．０ １２．９

ＦＳＯＤ［５８］ Ｙｅｓ Ｎｏ ２７．５ １９．４

ＭＭＦＳＯＤ［９４］ Ｙｅｓ Ｎｏ ５１．７ ３１．１

６　尚存问题与发展趋势

６１　当前面临的挑战

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发展迅速，已引起研究者

们的持续关注．然而，解决该问题的技术尚处于学术

探索的阶段，其性能与大规模数据集下的目标检测

技术存在很大差距．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面临

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下面我们进行分析并

探讨相关应对思路．

（１）小样本目标检测中的过拟合问题

当数据量较少时，深度检测模型更易发生过

拟合现象，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模型的泛化能力在

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大的差距［３０，３７］．与大规模数据

训练的目标检测方法相比，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的

性能还有待提升．针对过拟合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

解决：一是从模型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良好的

迁移策略来降低模型过拟合程度，如正则化策略

等［３７］；二是从数据的角度出发，进行数据扩增或数

据增强来提升模型的性能［４２，１０２］．

（２）小样本目标检测中的定位问题

当前小样本检测方法重点研究分类任务，将先

验知识用于检测模型的边界框分类上，而对于定位

任务，一般采用候选区域与类别无关的思想［９４］．但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同类目标产生的候选区域可能

被判定为背景，导致现有的小样本检测方法与大数

据下的目标检测方法存在较大差距，错检漏检问题

严重，使得模型的泛化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３０３１，４６］．

在样本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提取目标的

位置信息，融入类别信息至候选区域网络，产生更有

效的候选区域，从而提升复杂场景下的定位准确度

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３）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

由于有限的计算资源或数据隐私问题，可能导

致基类的训练数据访问受限，而当前小样本目标检

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该场景下的可扩展性

和适用性［１０３１０４］，尤其是在开放式或机器人学习环

境下的实际部署中基本上无法扩展．因此，增量小样

本目标检测应运而生．鉴于当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仅有少量文献对其进行研究，目前缺乏行之有效

的方法．在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中，仅用少量新类

数据进行训练，达到检测所有可见类别的目标；该场

景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因新类数据较少导致

的过拟合问题；二是因缺乏基类数据导致的灾难性

遗忘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借鉴类增量小样本学

习中的相关方法，引入知识蒸馏方法来解决遗忘问

题，采用少量新类样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小样

本检测［１０５１０６］．

（４）弱监督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

与小样本目标检测相比，弱监督小样本目标检

测的新类样本仅提供少量的目标图像及类别标签信

息，缺乏边界框标注信息，该场景更具挑战性［１０７］．

其中，Ｙａｎｇ等人
［１０８］基于度量学习框架提出了一种

纳米监督的目标检测方法（Ｎａｎｏ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ＳＯＤ），该方法挖掘了所有支持图像的原

型和查询图像的ＲｏＩ特征间关系，利用支持类原型为

每个查询ＲｏＩ特征赋予一个伪标签，然后通过学习一

个老师模型来完善查询ＲｏＩ特征的伪标签．该方法利

用少量带注释的图像将图像级标签迁移至未标记图

像中实例级的边界框．但是该方法计算的类原型可

能包含噪声，影响最终的检测效果．Ｓｈａｂａｎ等人
［１０９］

在预训练的嵌入空间中采用冯·米塞斯分布（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从而更好地捕捉语义信息正态

分布；在新类别定位时，学习了一个线性外观模型来

检测新图像中的新类别，并在大规模的弱监督目标

检测和少量样本下的弱监督目标检测任务中均取得

了较好的性能．Ｋａｒｌｉｎｓｋｙ等人
［１１０］提出了一种星状

网络ＳｔａｒｔＮｅｔ，利用图像间的几何匹配关系进行定

位和分类，实现了弱监督下的小样本目标检测．以上

工作相对独立，相关研究不够完善，没有统一的数据

集和算法性能评估标准，这些问题亟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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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

当前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主要针对同域不同

类问题，即基类和新类数据的类别标签不同，但属

于同一数据域，而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主要关注

同类不同域问题，即基类和新类数据标签相同，但

属于不同的域，如基类数据来自于ＰＡＳＣＡＬＶＯＣ或

ＭＳＣＯＣＯ等自然景物图像数据集，而新类数据可能

是线条简笔画或卡通图像等［１１１１１３］．

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是面向具体场景开展研

究的，与小样本目标检测存在互补关系．但是域适应

小样本目标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研究还不成

熟，未来可以考虑将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和小样

本目标检测进行融合，解决同类不同域和不同类不

同域下的小样本目标检测问题［１１４］．

６２　小样本目标检测的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基于现有的小样本检测方法可

衍生三个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１）持续增量小样本目标检测

现实场景中的单个检测任务仅有少量带注释的

训练图像，而大量的新任务会依次出现．这样的场景

一般用于无人机探测任务［１１５］、无人驾驶［１１６］和机器

人应用［１１７］等．大量的已有工作仅仅是面对单个的

小样本检测任务，如何从小样本检测中继承迁移学

习的思想，快速吸收新的检测任务而不忘记旧的检

测任务，实现连续的小样本目标检测仍然需要进行

深入研究．未来可以将元学习与增量小样本目标检

测方法相结合，探索相似任务的关联性，并应用至具

体场景，以较小的推理代价快速适应新的任务［１１８１１９］．

（２）弱监督或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

目标域图像仅有少量图像级标签注释，不需要

很大的数据集，不需要边界框注释，仅需图像级标

签，适合仅给定图像的目标分类和检测［１２０］．与监督

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相比，该设定不需要手动标记

注释框，更加现实，用于机器人技术［１２１］或视频目标

分割［１２２］等应用场景中学习新类的检测模型．然而，

当前弱监督小样本目标检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其模型性能与全监督下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性能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域

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作为小样本目标检测的一种特

殊应用，未来可扩展至复杂情况下的域适应小样本

目标检测场景，如标签空间不一致和复杂目标域情

况下的域适应小样本目标检测等场景［１２３］．

（３）小样本目标检测的应用

结合学术研究和实际需求，开发面向用户的智

能检测系统，仅需少量样本需要同时识别出未知类

别和已知类别，并不断地进行增量学习．其中，主动

学习主要是针对数据标签较少或打标签“代价”较高

这一场景而设计的［１２４１２５］，选择数据集上信息量较

大的样本来降低标记成本，以尽可能少的标注样本

实现高检测性能．未来可以将小样本目标检测与主

动学习相结合，选择信息量较大的少量标注样本，让

模型利用较少的标记数据获得较好性能．除了计算

机视觉任务，其他领域的小样本目标检测同样值得

探索，未来希望能够扩展至机器人中的视觉导航、医

学领域中罕见药物的发现以及时间序列异常检测等

诸多领域．

７　总　结

小样本目标检测是目标检测领域新兴的问题，

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关于系统性介绍小样本

目标检测的中文文献相对缺失，不利于研究人员对

该领域快速且深入地了解．鉴于此，本文对当前小样

本目标检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概括总

结，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广泛且全面的描述．

首先，描述了小样本目标检测的任务定义及核心问

题．然后，针对小样本下的模型训练问题详细地阐述

了两种学习策略．按照工作原理将现有的小样本检

测方法分为元学习、迁移学习、数据增强和度量学习

四种学习范式，对这四类算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

结，重点梳理了不同方法的核心思想、适用范围及优

劣势，并对每类方法的下一步研究提出了见解，我们

发现源域到目标域的知识迁移、目标域少量样本的

数据或特征表示增强和边界框的分类是小样本目标

检测的关键．尤其是，本文系统性地总结了当前小样

本目标检测的四个数据集，对四类方法在数据集上

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最后归纳了小

样本目标检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对未来可能

的三个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总体而言，小样本目标检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各类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场景和局限性，现有算法

仅停留在有限监督下的小样本目标检测场景，较难

实现复杂场景下少量样本的目标检测，如持续增量

学习、弱监督或域适应等小样本目标检测场景．其

中，面向无人机和机器人场景的持续增量小样本检

测研究偏少，缺乏相应的试验性验证．弱监督或域适

应小样本目标检测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根据特

定的领域知识和任务特性设计有针对性的小样本检

测算法．同时，算法的实际应用也存在挑战，在多种

人工智能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意义．

因此，这些复杂场景下的小样本目标检测方法及其

应用仍然是需要努力的目标．最后，希望本文能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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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他学者对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该领域的未

来研究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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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ａｉｋｏｌｏａ，ＵＳＡ，２０２１：３８２３

３８３２

［４９］ ＬｉＢ，ＹａｎｇＢ，ＬｉｕＣ，ｅｔａｌ．Ｂｅｙｏｎｄｍａｘｍａｒｇｉｎ：Ｃｌａｓｓｍａｒｇｉ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７３６３７３７２

［５０］ ＱｉａｏＳ，ＬｉｕＣ，ＳｈｅｎＷ，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ＳＡ，２０１８：７２２９７２３８

［５１］ ＲｕｓｕＡＡ，ＲａｏＤ，ＳｙｇｎｏｗｓｋｉＪ，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ｌａｔｅｎｔ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８０７．

０５９６０，２０１８

［５２］ ＬｅｅＹ，ＣｈｏｉＳ．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ｅａｒｎｅｄ

ｌａｙｅｒｗｉｓｅ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１８：２９２７２９３６

［５３］ ＲｅｎＳ，ＨｅＫ，ＧｉｒｓｈｉｃｋＲ，ｅｔａｌ．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３９（６）：１１３７１１４９

［５４］ ＸｉａｏＹ，Ｍａｒｌｅｔ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ＵＫ，２０２０：１９２

２１０

［５５］ ＨｕＨ，ＢａｉＳ，ＬｉＡ，ｅｔａｌ．Ｄ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１０１８５１０１９４

［５６］ ＣｈｅｎＴＩ，ＬｉｕＹＣ，ＳｕＨＴ，ｅｔａｌ．Ｄｕ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２０２１，２５：２９１３０１

［５７］ ＨａｎＧ，ＨｅＹ，Ｈｕ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Ｑｕｅｒ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ｅｗｓｈｏｔ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ｒａｐｈ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２６３３２７２

７７７１８期 史燕燕等：小样本目标检测研究综述

《
 计

 算
 机

 学
 报

 》



［５８］ ＦａｎＱ，ＺｈｕｏＷ，ＴａｎｇＣＫ，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Ｐ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０：４０１３４０２２

［５９］ ＣａｒｉｏｎＮ，ＭａｓｓａＦ，ＳｙｎｎａｅｖｅＧ，ｅｔａｌ．Ｅｎｄｔｏｅｎｄ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ＵＳ，

２０２０：２１３２２９

［６０］ ＲｅｄｍｏｎＪ，ＦａｒｈａｄｉＡ．ＹＯＬＯ９０００：Ｂｅｔｔｅｒ，ｆａｓｔｅｒ，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ＳＡ，２０１７：６５１７

６５２５

［６１］ ＬｉｎＴＹ，ＧｏｙａｌＰ，ＧｉｒｓｈｉｃｋＲ，ｅｔａｌ．Ｆｏｃａｌｌｏｓｓｆｏｒｄｅｎ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ＳＡ，２０１７：２９８０２９８８

［６２］ ＣｈｅｎＤＪ，ＨｓｉｅｈＨＹ，ＬｉｕＴ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ｏｒｏｎｅ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１２２４７１２２５６

［６３］ ＷａｎｇＤ，ＣｈｅｎｇＹ，ＹｕＭ，ｅｔａｌ．Ａｈｙｂｒｉ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ｉ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ｎｄ ｍｅｔｒｉｃ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ｅｒｆｏｒｆｅｗ

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４９：２０２２１１

［６４］ ＰａｎＳＪ，ＹａｎｇＱ．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２

（１０）：１３４５１３５９

［６５］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Ａ，ＨａｒａｄａＴ．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９１０．００２１６，２０１９

［６６］ ＣｈｅｎＷＹ，ＬｉｕＹＣ，ＫｉｒａＺ，ｅｔａｌ．Ａｃｌｏｓｅｒｌｏｏｋａｔｆｅｗｓｈｏ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９０４．０４２３２，２０１９

［６７］ ＣｈｅｎＹ，ＬｉＷ，ＳａｋａｒｉｄｉｓＣ，ｅｔ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ＳＡ，２０１８：３３３９３３４８

［６８］ ＬｉｕＷ，Ａｎｇｕｅｌｏｖ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ｔａｌ．ＳＳＤ：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

ｍｕｌｔｉｂｏｘ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６：２１３７

［６９］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Ｓ，ＧｏｙａｌＲ，ＳｉｇａｌＬ．ＵｎｉＴ：Ｕｎｉｆｉ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ｏｒａｎｙ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

５９５１５９６１

［７０］ ＬｉＹ，ＺｈｕＨ，Ｃｈ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１５３９５１５４０３

［７１］ ＹａｎｇＺ，Ｗａｎｇ Ｙ，ＣｈｅｎＸ，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ＡＡＡ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２０：１２６５３１２６６０

［７２］ ＱｉａｏＬ，ＺｈａｏＹ，ＬｉＺ，ｅｔａｌ．ＤｅＦＲＣＮ：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ｆａｓｔｅｒ

ＲＣＮＮ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０

［７３］ ＬｉｎＴ Ｙ，ＭａｉｒｅＭ，ＢｅｌｏｎｇｉｅＳ，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ＣＯ：

Ｃｏｍｍ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Ｚｕｒｉｃｈ，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４：

７４０７５５

［７４］ ＣｈｅｎＸ，ＪｉａｎｇＭ，ＺｈａｏＱ．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ａｎｄｔｏｐ

ｄｏｗ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４，２０２０

［７５］ ＶａｓｗａｎｉＡ，ＳｈａｚｅｅｒＮ，ＰａｒｍａｒＮ，ｅｔ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ｌｙｏｕ

ｎｅｅ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ＵＳＡ，２０１７：

６０００６０１０

［７６］ ＦａｎＺ，ＭａＹ，ＬｉＺ，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１：４５２７４５３６

［７７］ ＬｉＹ，ＣｕｉＨ，ｅ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２１０５．０７６３７，２０２１

［７８］ ＨｉｎｔｏｎＧ，ＶｉｎｙａｌｓＯ，ＤｅａｎＪ．Ｄｉｓｔ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ａ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１４（７）：３８３９

［７９］ ＬｉＹ，ＺｈｕＨ，ＭａＪ，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ｉｎｃ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２１０９．

１１３３６，２０２１

［８０］ ＣｈｅｎＸ，ＷａｎｇＹ，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ＤＩＤ：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ｏｗｓｈ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９：７７６５７７７８

［８１］ Ａｌｌｅｎ Ｋ，ＳｈｅｌｈａｍｅｒＥ，Ｓｈｉｎ Ｈ，ｅｔａｌ．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ＳＡ，

２０１９：２３２２４１

［８２］ ＲｉｏｕＫ，ＺｈｕＪ，ＬｉｎｇＳ，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ｕｔｏｈａｒｖ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２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ａｍｐｅｒｅ，Ｆｉｎｌａｎｄ，２０２０：１６

［８３］ ＷｕＡ，ＨａｎＹ，ＺｈｕＬ，ｅｔ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２１：９５６７

９５７６

［８４］ ＨｕＴ，ＭｅｔｔｅｓＰ，ＨｕａｎｇＪＨ，ｅｔａｌ．ＳＩＬＣＯ：Ｓｈｏｗａｆｅｗ

ｉｍａｇｅｓ，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１９：５０６７５０７６

［８５］ ＬｉＳ，ＸｕｅＬ，ＦｅｎｇＬ，ｅｔ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ｒ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ｆｅｗｓｈｏｔ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１０２：

１０８１５４

［８６］ ＲａｈｍａｎＳ，ＫｈａｎＳ，ＢａｒｎｅｓＮ，ｅｔａｌ．Ａｎｙ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Ｋｙｏｔ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０：８９１０６

［８７］ ＣｈｅｎＺ，ＦｕＹ，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８０４．０５２９８，２０１８，

８６（８９）：２

［８８］ ＭｉｌｌｅｒＧＡ．ＷｏｒｄＮｅｔ：Ａｌｅｘ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ｆｏ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１９９５，３８（１１）：３９４１

［８９］ ＬｉｎＤ，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ｄｉｓｏｎ，ＵＳＡ，１９９８：２９６３０４

８７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３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９０］ ＨｕａｎｇＬ，ＤａｉＳ，ＨｅＺ．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２，２５２：１０９４１１

［９１］ ＶｉｎｙａｌｓＯ，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Ｃ，ＬｉｌｌｉｃｒａｐＴ，ｅｔ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ｏｎｅ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２９：３６３０３６３８

［９２］ ＳｕｎｇＦ，Ｙ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１９９１２０８

［９３］ ＳｎｅｌｌＪ，ＳｗｅｒｓｋｙＫ，ＺｅｍｅｌＲ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

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７０３．０５１７５，２０１７

［９４］ ＬｉＹ，ＦｅｎｇＷ，ＬｙｕＳ，ｅｔａｌ．ＭＭＦＳＯＤ：Ｍｅｔａａｎｄ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

２０１２．１５１５９，２０２０

［９５］ ＤｕａｎＫ，ＢａｉＳ，ＸｉｅＬ，ｅｔ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ｔｒｉｐｌｅｔｓ

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１９：

６５６９６５７８

［９６］ ＺｈａｎｇＴ，ＺｈａｎｇＹ，ＳｕｎＸ，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

ｏｎｅｓｈｏ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

１９０４．０２３１７，２０１９

［９７］ ＬｅｅＨ，Ｌｅｅ Ｍ，ＫｗａｋＮ．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ＣＶＦ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２２：２４４５２４５４

［９８］ ＨｓｉｅｈＴＩ，ＬｏＹＣ，ＣｈｅｎＨ Ｔ，ｅｔａｌ．Ｏｎｅ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９（３２）：２７２５２７３４

［９９］ ＧｕｐｔａＡ，ＤｏｌｌａｒＰ，ＧｉｒｓｈｉｃｋＲ．ＬＶＩＳ：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ｌａｒｇ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ＵＳＡ，２０１９：５３５６５３６４

［１００］ ＤｅｎｇＪ，ＤｏｎｇＷ，ＳｏｃｈｅｒＲ，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Ｎｅｔ：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ｉａｍｉ，ＵＳＡ，２００９：２４８２５５

［１０１］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ａＡ，ＲｏｍＨ，Ａｌｌｄｒｉｎ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ｍａｇｅ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４：Ｕｎｉｆｉｅｄ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ｓｃａｌｅ．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

１８１１．００９８２，２０１８

［１０２］ ＨａｒｉｈａｒａｎＢ，ＧｉｒｓｈｉｃｋＲ．Ｌｏｗｓｈｏｔ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Ｖｅｎｉｃｅ，

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７：３０１８３０２７

［１０３］ ＤｏｎｇＮ，ＺｈａｎｇＹ，Ｄｉｎｇ 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ＴＲ：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ｓｅｌ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２２０５．０４０４２，２０２２

［１０４］ ＣｈｅｎｇＭ，ＷａｎｇＨ，ＬｏｎｇＹ．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ｉｎｃ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３２（４）：２１５８２１６９

［１０５］ ＳｈｍｅｌｋｏｖＫ，ＳｃｈｍｉｄＣ，ＡｌａｈａｒｉＫ．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Ｖｅｎｉｃｅ，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７：３４００３４０９

［１０６］ ＰｅｎｇＣ，ＺｈａｏＫ，ＬｏｖｅｌｌＢＣ．ＦａｓｔｅｒＩＬＯ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ｓｔｅｒＲＣＮ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９１１５

［１０７］ ＣｈｏｅＪ，ＯｈＳＪ，Ｌｅｅ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ＳＡ，２０２０：３１３３３１４２

［１０８］ ＹａｎｇＺ，ＳｈｉＭ，ＸｕＣ，ｅ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

ｆｅｗ ｗｅａｋｌｙｌａｂｅｌｅｄａｎｄ ｍａｎｙｕｎｌａｂｅｌ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０８１６４

［１０９］ ＳｈａｂａｎＡ，ＲａｈｉｍｉＡ，ＡｊａｎｔｈａｎＴ，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ｗｅａｋｌ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ａｉｋｏｌｏａ，ＵＳＡ，２０２２：３９２０３９２９

［１１０］ ＫａｒｌｉｎｓｋｙＬ，ＳｈｔｏｋＪ，ＡｌｆａｓｓｙＡ，ｅｔａｌ．ＳｔａｒＮｅｔ：Ｔｏｗａｒｄｓ

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ＡＡＡ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２１：１７４３１７５３

［１１１］ ＩｎｏｕｅＮ，ＦｕｒｕｔａＲ，ＹａｍａｓａｋｉＴ，ｅｔａｌ．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

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

ＵＳＡ，２０１８：５００１５００９

［１１２］ 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Ａ，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Ｐ，ＳｉｎｇｈＡ，ｅｔａｌ．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ｔｏｎｅｗｄｏｍａｉｎｓｕｓｉｎｇ

ｓｅｌ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

ＵＳＡ，２０１９：７８０７９０

［１１３］ ＸｕＪ，ＲａｍｏｓＳ，ＶｚｑｕｅｚＤ，ｅｔ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６（１２）：２３６７

２３８０

［１１４］ ＧａｏＹ，ＹａｎｇＬ，Ｈｕ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ＡｃｒｏＦＯＤ：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ｌＡｖｉｖ，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２２：６７３６９０

［１１５］ ＧａｏＹ，ＨｏｕＲ，ＧａｏＱ，ｅｔａｌ．Ａｆａｓｔ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ｆｅｗｓｈ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ｉｎｄｒｏｎｅｉｍａｇ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０（７）：７８３

［１１６］ ＴａｍｂｗｅｋａｒＡ，ＡｇｒａｗａｌＫ，ＭａｊｅｅＡ，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

ｂａｔｃｈ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ｏａ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２１：３０７０

３０７７

［１１７］ ＬｅｓｏｒｔＴ，ＬｏｍｏｎａｃｏＶ，Ｓｔｏｉａｎ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２０２０，５８：

５２６８

［１１８］ ＪｏｓｅｐｈＫＪ，ＲａｊａｓｅｇａｒａｎＪ，Ｋ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４（１２）：

９２０９９２１６

［１１９］ ＬｉｕＱ，ＭａｊｕｍｄｅｒＯ，ＡｃｈｉｌｌｅＡ，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

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ｖｉａ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

ＵＫ，２０２０：６８５７０１

［１２０］ ＷａｎｇＴ，ＺｈａｎｇＸ，ＹｕａｎＬ，ｅｔａｌ．Ｆｅｗｓｈｏ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ａｓｔｅｒ

９７７１８期 史燕燕等：小样本目标检测研究综述

《
 计

 算
 机

 学
 报

 》



ＲＣＮ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

ＵＳＡ，２０１９：７１７３７１８２

［１２１］ ＫｉｍＤ，ＬｅｅＧ，ＪｅｏｎｇＪ，ｅｔａｌ．Ｔｅｌｌｍ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Ｗｅａｋｌ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ＡＡＡ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２０２０：１１２４６１１２５３

［１２２］ ＬｕＸ，Ｗａｎｇ Ｗ，ＭａＣ，ｅｔａｌ．Ｓｅｅｍｏｒｅ，ｋ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ｖｉｄｅ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ｉａｍｅｓ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

ＵＳＡ，２０１９：３６２３３６３２

［１２３］ ＳｈｉＹ，ＬｉＪ，ＬｉＹ，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２０，５９（８）：６８９４６９０６

［１２４］ ＣｈｏｉＪ，ＥｌｅｚｉＩ，ＬｅｅＨＪ，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ｅｐ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Ｖ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４１０２７３

［１２５］ ＢｏｎｅｙＲ，ＩｌｉｎＡ．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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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５６，２０１７

犛犎犐犢犪狀犢犪狀，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ｔｃ．

犛犎犐犇犻犪狀犡犻，Ｐｈ．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ｔｃ．

犙犐犃犗犣犻犜犲狀犵，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犣犎犃犖犌犢犻，Ｐｈ．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犔犐犝犢犪狀犵犢犪狀犵，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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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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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ｍ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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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ｔ

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ｍ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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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ｒｅｌｉｔｔｌｅａｎｄｌａｃｋ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ｋ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ｒ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ｉｔｓｉｎｆａｎｃｙ，ａｎｄｉｔ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ａｓ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ｅｗ

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ｃｅｎｅｓｒｅｍａｉｎｔｏ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ｃｋ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ｉｓ

ｎｏ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ｒａｐｉｄ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Ｇｉｖｅｎｔｈ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ｆｅｗｓｈｏｔ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ｒ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ａｓｋ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ＳＯＤ．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ｅｗｓｈｏｔ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ＳＯ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ｔｏ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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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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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９１９４８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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