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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9268《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分为下列7个部分:
———第1部分:原则与框架;
———第2部分:技术与场景评价的测试方法;
———第3部分:模态特定性测试;
———第4部分:互操作性性能测试;
———第5部分:生物特征识别门禁系统的场景评价;
———第6部分:性能评价的测试方法;
———第7部分:卡上生物特征识别比对算法测试。
本部分为GB/T29268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IECTR19795-3:2007《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

测试和报告 第3部分:模态特定性测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袁理、冯敬、霍红文、耿力、王欣、刘爽、金倩、乔申杰、王里晴、郑小媛、刘文莉。

Ⅰ

GB/T29268.3—2012/ISO/IECTR19795-3:2007



引  言

  在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中,需要格外注意每种模态(比如指纹、人脸、虹膜等)的特征差异。
这些差异要求在GB/T29268.1《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1部分:原则与框架》的
一般测试方法中描述。

由于存在多种模态差异,每个被指定模态需要采用特定的测试方法和报告方法,以确保生物识别技

术专家与非专业人士均可进行合理准确的测试。
影响评价方法的特征涉及以下内容:
———用户特征,包括假冒者的定义;
———生物模态在实际使用中的限制。
假冒者的特征

对于假冒者的定义需考虑两个因素:(1)来自同一个体的多种生物特征数据;(2)基于行为模态的假

冒者尝试,比如语音或签名。
对于同一个体而言,多种生物特征数据可以被收集到,比如手指(同一个体的十指指纹),虹膜(同一

个体的两幅虹膜图像),为此允许或禁止使用这些数据作为假冒者尝试的规则需要清楚的定义。
对基于行为的模态,针对假冒者尝试的错误匹配率(FMR)或错误接受率(FAR)的测试结果可能

会受到假冒者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去尝试模仿授权用户行为的影响。例如,在FMR或FAR的测

试中,假冒者得到授权用户的签名后去手工描摹所得到的测试结果和假冒者仅仅看着签名并模仿所得

到的测试结果会有明显的差异。对于这些模态,需要定义假冒尝试程度的标准。
特定应用中的模态特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生物特征识别模态均可用于用户授权认证,但是某些模态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类

型的应用,例如人脸识别就广泛应用于各种监控领域。我们能预期用户在一种情况配合,而不能预期

在另一种情况也配合。为此,测试方法需要根据模态在实际应用中的方式变化。
这些限制因素可分为两类:
———与用户相关的因素,例如面部表情、眼镜佩戴影响人脸轮廓,隐形眼镜影响虹膜等;
———与外部环境相关且不受算法或系统控制的因素,例如人脸光照变化或语音中的背景噪音。
这些因素本身影响生物特征识别的性能,同时因素的类型与数量在每一种模态中不尽相同。在测

试和报告中,这些模态差异需给予考虑。此外,需引入鲁棒性测试,以便评价相关技术对各种环境因素

的敏感性或鲁棒性,以免这些因素的变化严重影响观测性能。
本部分主要描述方法中那些与具体模态相关的特征的差异。本部分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具体的生

物特征识别模态,提出并定义一些方法以确定如何设计并实现一种技术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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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3部分:模态特定性测试

1 范围

GB/T29268的本部分规定了描述表现模态间特定差异的通用方法。本部分的目的则是针对具体

的生物特征模态,提出并定义各种方法,以实现特定的技术性能测试。
本部分适用于与模态相关的特定方法。规定了在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中,需要充分考虑

如指纹、人脸、虹膜等各种模态间的特性差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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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268.1—2012 信息技术 生 物 特 征 识 别 性 能 测 试 和 报 告 第1部 分:原 则 与 框

架(ISO/IEC19795-1:2006,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926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影响因子 influencingfactors
对性能有影响的因素。

3.2
鲁棒性测试 robustnesstest
评价特定影响因子对生物特征识别性能影响程度的测试。

3.3
主动伪造尝试 activeforgeryattempt
假冒者试图通过仿制生物特征样本或故意修改自己的生物特征与其他个体存储的模板进行比对。

3.4
伪造类型 forgerytype
假冒者采用的伪造方法类型。

3.5
伪造等级 forgerylevel
伪造尝试的难度等级。

4 缩略语

ROC 接受者操作特性(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

CMR 累积匹配率(CumulativeMatchin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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