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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三维运动捕获系统的广泛应用 ,采样频率越来越高 , 运动数据库日益增大带来的问题 , 本文提出多

路信号异步采样思想对运动数据进行压缩.理论上论证了在人体运动所固有的客观及主观约束条件下采用本文提出

异步采样思想比同步采样能够获取更高压缩比 ,并针对每一路信号提出了基于三次样条的自适应重采样算法.通过大

量运动实验分析了不同运动阶段的数据可压缩性 , 最高压缩比达到 13.24 , 在单个标记点误差为 0.5cm时 , 数据解压重

构毫不影响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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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3D motion capture system , the fact that both sampling frequency and storage

for motion database are increasing causes various problems.In this paper , the concept of asynchronous resampling on multi-channel

signals is proposed for motion data compression.Theoretical proof o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nstraint condition of human motion

is provided , which contributes to asynchronous sampling for reducing redundancy in order to get higher compression ratio than syn-

chronous sampling based methods.Bymeans of cubic spline function an adaptive asynchronous resampling is achieved for 3dmotion

data compression.Extensive experiments on motion data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ccomplishes high compression ratio at

different motion stage , among which the highest one reaches 13.24.Moreover ,when the error is 0.5 cm per marker the pose can be

reconstructed without visual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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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心理学家就已使用MLDs

(Moving Light Displays)[ 1] 采集人体运动数据用于“运动

感知”[ 2 , 3]的研究工作.而后十年中 ,人体运动分析逐步

受到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4～ 8] .近年来 ,随着

光学运动捕获系统的普及 ,众多运动数据库应运而生 ,

并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动画 、体育仿真 、医学理疗 、数字

娱乐 、电影广告等领域.

为了精确地采集人体运动数据 ,运动捕获设备往往

以较高频率进行数据采集 ,商用设备的工作频率为

60Hz 、120Hz 、240Hz、480Hz ,甚至 1000Hz.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大量磁盘存储空间被冗余度很高的人体运动高频

采样数据所占用 ,由此 ,如何有效地压缩运动数据及对

数据进行解压和重构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维人体运动数据作为一种高维的时间序列 ,在时

域中存在大量的信息冗余 ,数据帧之间存在很强的时间

相关性 ,即相邻的两帧及多帧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相互

表征 ,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关键帧提取算法从运动序列

中提取关键姿态帧 ,然后由关键帧插值重构中间帧.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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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Thalmann[ 9]提出了曲线简化用于运动关键姿态的提

取 ,沈[ 10]等人提出了从运动捕获数据中提取关键帧方

法 ,杨[ 11] 等人提出了八角度的关键帧提取算法 ,朱[ 12]

等人提出了基于运动序列分割运动捕获数据关键帧提

取 ,Chai与Hodgins[ 13] 利用运动的时间相关性在时间轴

上对相近姿态进行搜索 ,但这些方法均是在同一采样

时刻对多路信号进行同步采样 ,Klose[ 14] 等人提出了使

用多路异步摄像机对三维物体进行采样重构.

针对三维运动数据中存在的信息冗余 ,本文从理

论上论证了多路信号异步重采样与同步重采样相比能

够去除更多冗余信息 ,分析了将异步重采样用于人体

运动捕获数据压缩的可行性 ,提出了基于分段三次样

条的运动数据自适应重采样算法 ,并对人体运动捕获

数据进行了压缩与解压实验.

2　三次样条自适应异步重采样

2.1　异步采样压缩算法思想
计算机动画中包含关键姿态的动画帧称为关键

帧 ,其他帧称为过渡帧或中间帧.通常在动画制作过程

中首先创建关键帧 ,然后由关键帧插值合成中间帧.三

维人体运动数据由运动捕获系统对人体各部位运动进

行采样获得 ,将身体每个部位的运动数据视为一路信

号 ,各部位运动数据便组成了多路信号.显然 ,关键帧

是在特定时刻对多路信号的同时采样 ,即:同步采样.

同步采样存在的问题是当根据某一路信号断定一帧为

关键帧时 ,必同时对多路信号进行采样.为了消除同步

采样带来的信息冗余 ,本文提出了异步采样思想.

定义同步 、异步采样数据压缩比如下:

SR1=DS
SS

(1)

SR2=
DS
ASS

(2)

其中 DS 为人体运动捕获数据占用存储空间 , SS 、ASS

分别为同步 、异步重采样数据占用存储空间.接下来将

求证不等式(3)是否成立:

SR2
SR1

=
SS
ASS

>1 (3)

即:分析异步重采样所获得压缩比高于同步重采样的

充分条件是否存在.

设运动捕获设备对人体 N 个部位进行均匀采样 ,

采样时刻集合为 T ,每个部位的运动轨迹均可看作一路

信号 fi , i =1 , 2 , … , N ,对 N 路信号采样得到N 个型值

点集合:Si , i=1 , 2 , … , N ,那么 , DS 的值为(按浮点数

计算):

DS =count(T)·N+count(T) (4)

其中 count(T)表示集合 T 中的元素个数 , count(T)·N

与 count(T)分别为型值点和采样时刻所占用存储空间.

令同步重采样时刻集合为 K ,那么 , SS 的值为:

SS =count(K)·N+count(K) (5)

与式(4)类似 , count(K)·N与 count(K)分别为同步采样

型值点和采样时刻所占用存储空间.显然 ,总希望

count(K)<count(T),并且能够在满足一定误差精度的

情况下由 count(K)个样本点重构原始信号.假设与同

步重采样运动相同的重采样策略 ,对 N 路信号分别进

行重采样 ,信号 fi 的重采样时刻集合为:TSi .那么 , N

路信号异步重采样所占用的存储空间为:

ASS =2· ∑
N

i=1

count(TSi) (6)

其中 , count(TSi)为集合 TS i 的元素个数 ,等于重采样的

样本数.并且 ,通过重采样的逆过程 ,能在满足一定误

差精度由 count(TS i)个样本点重构出 fi.那么 ,同步和

异步重采样的数据压缩比分别为:

CR1=(N+1)·count(T)
(N +1)·count(K)

(7)

CR2 =(N +1)· count(T)

2·∑
N

i=1

count(TS i)
(8)

其中 , count(K)=count(∪
N

i=1
TS i),并且任意两路信号的

异步采样时刻集合 TS i 、TSj ,(i ≠j)中可能存在相同的

元素 ,即:集合 TS i ∩ TS j 不一定为 ;将式(7)改写为:

CR1= (N +1)·T

(N +1)·count(∪
N

i=1
TSi)

(9)

那么 , CR1与 CR2 对比的关键在于

分母(N +1)·count(∪
N

i=1
TS i)

与 2·∑
N

i=1

count (TSi).

即:分析不等式(10):

　(N+1)·count(∪
N

i=1
TS i)>2·∑

N

i=1
count(TS i) (10)

当任意两路信号异步重采样时刻集合不重合时:

TSi ∩ TS j= , i ≠j (11)

可知:count(∪
N

i=1
TSi)=∑

N

i=1

count(TS i),则不等式(10)可改

写为:

(N+1)·∑
N

i=1
count(TS i)>2·∑

N

i=1
count(TSi) (12)

显然 ,只要 N >1 ,不等式(12)恒成立 ,即:式(11)是不等

式(10)成立的充分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 ,根据式(1)～(12)可得到如下结论:

lim
∩
N

i=1
TS i※ 

CR2

CR1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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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 N
i=1 TSi ※ 时 ,

CR2
CR1

-1※R+;换言之 ,当各路

信号的采样时刻集合两两不重叠时 ,异步采样的压缩

比高于同步采样压缩比.

2.2　人体运动数据的异步重采样
为精确捕捉人体运动细节 ,常使用机械 、电磁或红

外对人体各部位采用高频率(60Hz ～ 1000Hz)进行运动

跟踪 ,捕获三维运动数据.理论上当各路信号采样时刻

集合不重合时 ,异步采样比同步采样具有更大的压缩

比.实际应用中 ,三维人体运动数据也能够尽量满足式

(13)中的约束条件(11).考虑人体运动三维捕获数据的

特点:

(1)一般情况下运动捕捉设备的工作频率远远高

于人体运动频率 ,相比之下 ,人体运动是很缓慢的.即:

count(T) count(K)及 count(T) count(TSi);

(2)将数据采集点均匀置于身体的各个部位 ,尤其

是关节点.人体运动并不是随机而杂乱无章的 ,通常受

到一些约束条件[ 15] :(a)受到动力学和运动学的约束;

(b)人体运动均是受意识控制的 ,有规律的 ,例如:舞蹈

与体操 ,等等.根据这些运动约束条件得知 ,人体运动

通常是平稳的 ,全身所有部位的运动同时发生激变的

可能性很小.由此可知:集合 T越小 ,则 TSi ∩ TS j= ,

i≠j ,发生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 ,人体任何一个部位的

运动姿态发生变化都将引起整体姿态变化 ,从而产生关

键帧.因此 ,得到结论:count(K) count(TS i), 1≤i ≤N.

(3)三维运动捕捉设备常在人体各个区域设置数

据采集点 ,数据采集点越多 ,设备工作频率越高 ,采集

的运动数据越精细.但在人体局部范围内 ,数据采集点

越多 ,数据的冗余就越大.例如:极端情况下 ,在人体某

一个关节上设置 10个采集点 ,那么采集到的 10路信号

将会极其相似 ,甚至完全一样.因此 ,可以得到这样的

结论:N※∞时 , P(TS i ∩ TSj≠ )※1 , i ≠j ;即:当人体

上的数据点足够多时 ,集合 TSi 与 TSj 元素重合的概率

趋于 1 ,异路信号间的数据冗余度越高.

以上三点分析分别说明了:人体运动数据的可压

缩性;异步重采样样本点集合的非重叠性保证了采用

异步重采样进行人体运动数据压缩的可行性;与同步

重采样相比异步重采样能更有效地降低数据冗余度;

遍布在人体上的数据采集点越多 ,数据冗余度越高;因

此 ,采用异步重采样对人体运动数据进行压缩是着实

可行的.本文选用运动轨迹进行异步重采样压缩 ,解压

使用三次样条插值重构轨迹.

2.3　三次样条自适应重采样算法
使用分段三次样条对异步重采样点进行插值 ,重

构原始数据.异步重采样为插值的逆过程 ,那么 ,针对

需要多少个异步采样点才能恢复信号以及怎样的异步

采样点能用三次样条重构原信号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

了三次样条自适应重采样算法.

设人体上某一标记点的运动轨迹为:f ,运动捕获

设备从 f 跟踪得到的型值点(三维空间坐标)集合为:

S ={sj j ∈T} (14)

希望得到集合:

S′={s′j j ∈ TS ;s
′
j ∈ S ;TS  T} (15)

集合 S′中的型值点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构造出的曲

线为:

f′=cubicspline(S′) (16)

从 f
′
上按照T 采样得到集合S″,从而:

S′= argmin
∫(S-S″)

2
≤ErrLim

count(S′) (17)

其中 , ErrLim为预先设定的误差阈值.式(17)描述了一

个优化问题:从集合 S 中不重复地复制尽可能少的型

值点构成集合 S′,使得由集合 S′采用三次样条生成的

曲线 f ′与原始质点运动轨迹 f 之间的距离小于预先设

定的误差阈值 ErrLim.下面给出构造集合 S′的算法:

输入:集合 S ,及其对应的采样时刻集合 T.

输出:集合 S′,及其对应的采样时刻集合 TS .

第一步:复制 S 中的首末型值点 s1 和 sT 存入S′,并复

制对应的采样时刻存入 TS .

第二步:从 S 中不重复选取一点 sn , n ∈ T ,使得:

sn= argmin
s
n
∈S and s

n
 S′

(cubicspline(S)-cubicspline(S′))2

第三步:复制 sn并存入 S′,从 T 中复制 sn 对应的采样

时刻存入 TS .若此刻:

(cubicspline(S)-cubicspline(S′))2 > ErrLim ,

则跳转至第二步.否则 ,进入第四步.

第四步:输出 S′, TS .

3　实验与分析

　　本文使用东方新锐 DVMC-8820 三维运动捕捉分析

系统采集人体运动数据 ,采用如图 1所示人体骨架系

统.为了对人体各个部位的运动轨迹数据进行压缩测

试 ,根据 2.2 节(3)所述 ,选取了分布于人体各个部位如

图 1 中空心节点所示:头颅 、喉 、肩 、肘 、腕 、腚 、盆骨 、膝 、

踝 ,共计 15 处的运动轨迹.选择立定跳远作为测试对

象 ,整个立定跳远过程包括:预摆 、起跳 、落地 、站定 、行

走等多个环节 ,不同的环节包含了不同的人体运动模

式.例如:预摆过程中上下肢需要协调运动 ,起跳过程

中运动速度变化剧烈 ,站定之后人体处于缓慢行走过

程.由此 ,选定 10 个测试者进行了 326 次立定跳远 ,运

动捕捉设备的采样频率为 60Hz ,对采集后的数据进行

了压缩与解压实验.

为测试本文提出的运动数据压缩算法的性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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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数据进行了两组实验:

第一组实验 ,对立定跳远的各个运动阶段进行压

缩实验 ,根据不同的误差精度 ErrLim计算各个运动阶

段的压缩比SR2.如表 1所示 ,对立定跳远的预摆 、预备

起跳的最后一次预摆 、起跳 、起跳后直至落地 、落地后

站定 、站定后行走 ,以及整个跳远过程共七个运动过

程 ,根据本文提出压缩算法按照不同误差精度 0.1cm ～

2cm计算压缩比(附着在人体的反光球直径为 2cm ,假

设绝对误差不超过反光球直径).显然 ,表中任何一列 ,

随着误差精度的降低 ,压缩比随之提高.

①预摆过程中 ,人体手臂快速上下摆动 ,双腿快速

蹲起 ,各个关节点快速运动 ,运动频率较高 ,各个肢段

运动轨迹较为复杂 ,因此压缩比相对较低(SR2=3.94

～ 6.15).图 2(a)给出了手腕关节该阶段的运动轨迹 ,

其中空心圆为运动捕捉系统的信号采集点 ,实心圆点

为本文算法重采样点 ,曲线为解压重构运动轨迹.从图

中可知在预摆阶段手臂重复绕肩旋转 ,腕关节一直做

近似圆形的曲线运动 ,重采样点(实心点)较为均匀地

分布于运动轨迹之上 ,说明腕关节运动较为平缓 ,速度

较为均匀.

②预备起跳的最后一次预摆 ,在起跳前最后一次双

臂上摆与身体蹲下时 ,运动员会有意识进行短暂停顿 ,

如 2.2节(2)所述 ,运动受到主观约束.运动轨迹相对简

单 ,因此与预摆相比 ,具有较高压缩比(SR2 =4.34 ～

7.88).图 2(b)给出了手腕关节该阶段的运动轨迹 ,与

图 2(a)相比 ,运动轨迹相对简单 ,因此压缩比也略高.

③从下蹲姿势至起跳离开地面仅仅在 0.3s左右完

成 ,在表 1所列举的运动阶段中 ,这个阶段人体运动速

度最快 ,并一直呈加速运动 ,压缩比也是最低的(SR2=

2.01 ～ 3.16).

④起跳离地的瞬间 ,人体快速伸展以获得最大爆

发力 ,运动速度较快 ,腾空到达最高点迅速收缩.虽然

该阶段人体姿态变化迅速 ,但与起跳相比 ,人体在水平

方向上始终为减速运动 ,压缩比较起跳阶段高(SR2=

2.85～ 5.31).

⑤人体落地后的站定阶段 ,运动者有意识地控制

身体平衡直至静止 ,如 2.2节(2)所述;身体各个部位的

运动都呈减速运动 ,压缩比较高(SR2=4.71 ～ 11.1).

⑥站定后人体进行慢速行走 ,四肢进行周期性摆

动 ,该阶段运动频率低于之前任何一个阶段 ,因此压缩

比也是最高的(SR2=5.12 ～ 13.24).

⑦从预摆至行走 ,整个立定跳远的全程包含了各

个运动阶段 ,其压缩比(SR2=4.7 ～ 9.45)低于站定 、行

走两个阶段 ,高于预摆 、预备 、起跳 、落地四个阶段.

通过对立定跳远六个运动阶段以及整个运动过程

的压缩比实验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运动序列越长 ,

数据时间相关性越高 ,压缩比越大;运动越激烈 ,压缩

比越小;误差精度越高 ,压缩比越小.

表 1　不同运动阶段压缩比

(行表头:运动阶段;列表头:误差精度 ,单位:cm)

预摆 预备 起跳 落地 站定 行走 全程

0.1 3.94 4.34 2.01 2.85 4.71 5.12 4.7

0.5 5.08 5.94 2.64 3.97 7.21 7.85 6.94

1.0 5.47 6.83 3.04 4.73 8.86 9.53 8.07

1.5 5.79 7.39 3.16 5.15 10.4 11.56 8.76

2.0 6.15 7.88 3.16 5.31 11.1 13.24 9.45

　　第二组实验针对不同的信号采集时长计算压缩比

SR2.如表 2所示 ,任何一列随着误差精度的降低 ,压缩

比提高;任何一行随着运动序列增长 ,压缩比提高.从

第 1 帧至 100帧 ,人体由静止进入预摆 ,运动缓慢 ,压缩

比较高;至 200帧 ,进入预摆阶段 ,速度加快 ,压缩比开

始降低;约 300帧时 ,进入预备阶段 ,运动者进行有意识

地停顿 ,压缩比增大;至 350 帧左右 ,完成起跳 、落地 ,运

131第　1　期 史　操:自适应异步采样运动数据压缩算法



动快 ,压缩比降低;至 400帧左右 ,落地后站定 ,运动减

速 ,压缩比开始提高;400 帧之后进入慢速行走 ,压缩比

提高.图3给出了不同运动阶段原始数据与解压数据人

体姿态的对比(ErrLim为 0.5cm),对比图中原始姿态与

解压姿态得知 ,本文的压缩算法能够精确恢复人体

姿态.

表 2　不同长度运动序列压缩比

(行表头:运动序列长度 ,单位:帧;列表头:误差精度 ,单位:cm)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1.0 12.8 16.0 10.4 10.5 12.7 11.3 4.6 6.3 5.7 8.5 11.0 8.0

2.0 12.8 18.6 17.3 13.1 16.0 14.0 5.0 7.1 6.3 10.1 13.2 9.4

4　总结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三次样条自适应重采样的运动

数据异步压缩算法 ,并应用于三维运动采集数据 ,其能

够有效解决高维运动数据占用大量存储空间的问题.

与通常应用于计算机动画的关键帧同步重采样不同 ,

本文采取对不同运动轨迹单独采用自适应的三次样条

重采样 ,这样有效地减少了每一条运动轨迹不必要的

重采样.实验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压缩算法能够有效压

缩运动数据 ,并能通过解压精确重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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