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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脸图像数据库是人脸识别算法研究、开发、评测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我们创建并

已经部分共享的CAS-PEAL大规模中国人脸图像数据库及其基准测试结果。CAS-PEAL人脸库包含了1,040
名中国人共 99,450 幅头肩部图像。所有图像在专门的采集环境中采集，涵盖了姿态、表情、饰物和光照四

种主要变化条件，部分人脸图像具有背景、距离和时间跨度的变化。目前该人脸库的标准训练、测试子库

已经公开发布。与其他已经公开发布的人脸库相比，CAS-PEAL 人脸数据库在人数、图像变化条件等方面

具有综合优势，将对人脸识别算法的研究、评测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作为以东方人为主的人脸库，

CAS-PEAL 人脸库也使人脸识别算法在不同人种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利于人脸识别算法在国内的实用

化。本文还给出了两种基准人脸识别算法（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和两个著名商业系统在该人脸库上的

测试结果，定量分析了该人脸库对于人脸识别算法的难易程度和人脸识别算法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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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脸识别的研究工作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来，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图像分析和理解领

域最热门的研究内容之一[1]。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已经从实验室中的原型系统逐渐走向了商用，出现了出

了大量的识别算法和若干商业系统[1, 2, 3]。然而，人脸识别的研究仍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脸图像中姿

态、光照、表情、饰物、背景、时间跨度等因素的变化对人脸识别算法的鲁棒性有着负面的影响，一直是

影响人脸识别技术进一步实用化的主要障碍[2,3]。多数人脸识别算法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需要更多的人脸

图像来克服上述障碍，主要包括两方面：人脸库所包含的人数，人脸库中每个人所具有的在不同条件下的

人脸图像数。 
目前人脸识别领域常用的人脸数据库主要有： 
1. FERET 人脸数据库[2] 

由 FERET 项目创建，包含 14,051 张多姿态、光照的灰度人脸图像，是人脸识别领域应用最广泛

的人脸数据库之一。其中的多数人是西方人，每个人所包含的人脸图像的变化比较单一。 
2. MIT 人脸数据库[4] 

由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创建，包含 16 位志愿者的 2,592 张不同姿态、光照和大小的面部图像。 
3. Yale 人脸数据库[5] 

由耶鲁大学计算视觉与控制中心创建，包含 15 位志愿者的 165 张图片，包含光照、表情和姿态

的变化。 
4. Yale 人脸数据库 B[6] 

包含了 10 个人的 5,850 幅多姿态、多光照的图像。其中的姿态和光照变化的图像都是在严格控制

的条件下采集的，主要用于光照和姿态问题的建模与分析。由于采集人数较少，该数据库的进一步应

用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 
5. PIE 人脸数据库[7] 

由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创建，包含 68 位志愿者的 41,368 张多姿态、光照和表情的面部图像。其

中的姿态和光照变化图像也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采集的，目前已经逐渐成为人脸识别领域的一个重

要的测试集合。 
6. ORL 人脸数据库[8] 



由剑桥大学 AT&T实验室创建，包含 40 人共 400 张面部图像，部分志愿者的图像包括了姿态、

表情和面部饰物的变化。该人脸库在人脸识别研究的早期经常被人们采用，但由于变化模式较少，多

数系统的识别率均可以达到 90%以上，因此进一步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 
7. PF01 人脸数据库[9] 

由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创建，包含 103 人的 1,751 张不同光照、姿态、表情的面部图像，志愿者以

韩国人为主。 

8. AR 人脸数据库[10] 
由西班牙巴塞罗那计算机视觉中心建立，包含116 人的 3,288 幅图像。采集环境中的摄像机参数、

光照环境、摄像机距离等都是严格控制的。 
9. BANCA 人脸数据库[11] 

该数据库是欧洲 BANCA计划的一部分，包含了 208 人，每人 12 幅不同时间段的面部图像。 

10. KFDB 人脸数据库[12] 

包含了 1,000 人，共 52,000 幅多姿态、多光照、多表情的面部图像，其中姿态和光照变化的图像

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采集的。志愿者以韩国人为主。 

11. MPI 人脸数据库[13] 

该人脸数据库包含了 200 人的头部 3 维结构数据和 1,400 幅多姿态的人脸图像。 

12. XM2VTS 人脸数据库[14] 

包含了 295 人在4 个不同时间段的图像和语音视频片断。在每个时间段，每人被记录了2 个头部

旋转的视频片断和 6 个语音视频片断。此外，其中的 293 人的 3 维模型也可得到。 

人脸图像库在提供标准的人脸图像训练、测试集合的同时，还应该能对影响人脸识别性能的不同情况

进行模拟，以方便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的关键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但是，现有的人脸数据库大多存在数据量
较小或者图像变化情况比较单一的缺陷。此外，现有的人脸数据库中提供面部图像的志愿者多为西方人，

由于东西方人在面部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使用西方人的面部图像进行识别系统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所

开发的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带来不利因素。因此，建立一个大规模、多样化的东方人脸数据库对国内人脸识

别技术的发展将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CAS-PEAL 人脸数据库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而创建的大规模、多变化的东方人脸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

立是国家“863”课题 — “中文平台总体技术研究与基础数据库建设”的一部分，同时得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和“863”计划项目的资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银晨科技面像识别联合实验室负责

建立。建库工作开始于 2002 年 8 月，2003 年 4 月最终完成，共采集并整理了 1,040 位志愿者（其中 595
位男性，445 位女性）的共 99,450幅人脸图片。CAS-PEAL 人脸数据库中的所有图片分为姿态变化、表情

变化、饰物变化、光照变化、背景变化、距离变化、时间跨度变化等 7 种变化模式子库，这 7 个变化模式

中中又以姿态（Pose）、表情（Expression）、饰物（Accessory）和光照（Lighting）4 种变化为主（故简称

为 PEAL）。各个变化模式子库均可以与姿态变化子库进行组合，以满足研究工作中的不同要求。在本文中，
我们将从采集环境、变化模式两个方面介绍 CAS-PEAL 人脸数据库，并结合几种人脸识别算法和商业系统

在该数据库已经发布的基准训练、测试子库上的测试结果，进一步说明 CAS-PEAL 人脸数据库用于人脸识

别系统性能评测的难易程度，并简要分析了目前最好的识别算法的性能情况。 

2. CAS-PEAL 数据库采集环境 

采集环境是建立人脸数据库所需要的基本硬件条件，包括摄像头和控制设备的布局、光照环境的建立

等等。这些硬件的组织和应用直接决定了人脸数据库的特性和质量的高低。在建立 CAS-PEAL 人脸库之前，

我们对采集环境进行了认真设计，以求在现有的硬件条件下，达到最佳的采集效果。CAS-PEAL 数据库的

采集环境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特点： 

1． 多角度摄像头图像采集系统 

为获得多角度的人脸面部图像，我们采用了多摄像头的采集系统布局。编号从 0-8 的 9 个摄像头在半



圆形框架上成等角度分布。摄像头分布示意图如图 1 所示。被采集对象位于半圆形摄影架的圆心位置，调

整椅子高度以使被采集人正对 C4 摄像头。9 个摄像头通过 USB 连接线连接到 PC 机，由程序统一控制 9
个摄像头进行拍摄。每次拍摄，0-8 号摄像头依次抓取图像（总耗时小于 2 秒），并按照统一的命名规则保

存。多摄像头同时拍摄获取多角度图像的方法与使用单个摄像头拍摄而由被采集者转动头部获取多角度图

像的方法相比，很好的控制了图像之间的角度变化，能保持角度间隔的一致性，更有利于研究多视角人脸

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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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摄像头在水平面上的排列 

2． 多光源分布环境 

 为获得一致均匀的自然环境光，同时也为了便于控制，我们完全遮挡了室外光线，用太阳灯照射粗糙

的白色墙壁，利用其反射光来模拟自然环境光照，模拟自然环境光的光源叫做环境光源。 
 为了获取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面部图像。我们在 3 个垂直方向（上、中、下）和每个垂直方向的 5 个水
平方向上共布置了 15 个光源，并按照光源所处的垂直和水平位置分别对每个光源进行了编号。由于这 15
个光源对被拍摄者的面部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因此我们把这 15 个光源叫做方向光源。方向光源的

分布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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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照设备布局 

 在多光照模式的拍摄过程中，首先关闭所有光源，每次只打开 1 个方向光源进行拍摄。每次变换方向

光，9 个摄像头都同时工作，采集 9 幅不同角度的面部图像。多光源分布环境结合多角度的摄像头系统，

使得我们的光照变化图像更加丰富，有利于研究者研究多光照条件下的人脸识别问题。 

3． 多饰物选择 

 我们预备了 3 种不同样式的眼镜和 3 种不同样式的帽子，要求被采集者依次佩戴这 6 种饰物进行图像

拍摄。每次更换饰物，9 个摄像头均同时工作拍摄不同视角的图像。 



4． 背景变化 

 很多情况下，进行人脸识别时所用的摄像头大多被打开了自动白平衡功能。在遇到背景颜色变化的情

况时，由于摄像头的白平衡功能，所摄取的图片会有较大的色彩变化。因此我们在采集环境中设置了 5 种
不同颜色的背景，默认的拍摄背景为蓝色，此外在红色、黑色、黄色、白色背景条件下各进行了一次环境

光照模式的图像拍摄。在多光照模式的拍摄情况下，我们也采用了白色背景。同样的每次变换背景，9 个

摄像头同时拍摄不同视角图像。 

3. CAS-PEAL 人脸数据库图像变化模式介绍 

 CAS-PEAL 人脸数据库中总共包括 1,040 人，99,450 幅人脸图片，这些图片可以划分为姿态、表情、

背景、饰物、光照、距离、时间等 7 个子库。 
1. 姿态子库 

在环境光照模式下，要求志愿者变换平视、抬头、低头三种俯仰姿态分别进行拍摄，每次变换俯

仰姿态，多角度摄像头系统都获得 9 幅水平深度旋转姿态变化的图像。因此，姿态子库中的每个志愿

者有 27 幅环境光照模式下的标准姿态变化图像。姿态变化图像示例如图 3 所示： 

图 3 每人的 27 幅姿态图像。分别为低头、平视、抬头三种俯仰姿态变化，多角度摄像头系统一次拍摄可同时获得同一俯仰姿态

下的 9 幅不同水平姿态的图像。 

2. 表情子库 
环境光照模式下，要求志愿者做出笑、皱眉、惊讶、闭眼、张嘴 5 种表情，这五种都是造成面部

特征变化比较大的表情，有利于研究识别算法对表情变化的鲁棒性。表情子库的示例如图 4 所示： 

 

图 4 表情子库中五种不同的表情（笑、皱眉、惊讶、闭眼、张嘴） 

3. 饰物子库 
环境光照模式下，志愿者佩戴 3 种不同的帽子和 3 种不同的眼镜，如图 5 所示： 

 

图 5 饰物子库中的三种帽子、三种眼镜饰物 

4. 光照子库 
采集光照子库图片时，环境光源关闭，每次打开一个方向光源进行图片采集，如图 6 所示： 



 

 

 

图 6 光照子库中的 15 种方向光 

5. 背景子库 
5 种不同的背景颜色包括蓝色、红色、黑色、白色和黄色。环境光照模式下，由于摄像头的白平

衡功能，面部图像的色彩分布在每种背景颜色条件下均有不同，如图 7 所示： 

 

图 7 背景子库中的蓝、红、黑、白、黄 5 种背景 

6. 距离子库 
环境光照模式下，改变志愿者与摄像头的相对距离，获取到距离子库中每个志愿者的 3 种不同距

离的面部图像，如图 8 所示： 

 

图 8 距离子库中三种不同的距离下的图片 

7. 时间跨度子库 
随着时间的改变，人的面部特征会有一定的变化。在我们的人脸数据库中，我们引入了时间跨度

子库，子库中的志愿者图片距离他们第一次采集的图片有 6 个月的时间跨度，如图 9 所示： 

 

 

图 9 时间子库，第二行的图像为第一次采集 6 个月后再次拍摄的图像 



4. CAS-PEAL-R1 共享人脸库 

为了方便国内外人脸识别领域的研究者使用 CAS-PEAL 人脸数据库，我们提供了 CAS-PEAL 人脸数据

库的共享版本 CAS-PEAL-R1[15]。CAS-PEAL-R1 共享数据库包含 1,040 人的 30,900 幅图像，分为两个子

库：正面图像子库和姿态图像子库。 
正面图像子库：包含 1,040人的共 9,060 幅图像。子库中的所有图像均由编号为 C4 的摄像头拍摄。其

中涉及的变化条件如表 1 所示，其中有 377 人有 6 种表情变化的图像，438 人有 6 种面部饰物变化的图像，

233 人有至少 9 种光照变化的图像，297 人有 2-4 种背景变化的图像，296 人有 1-2 种距离变化的图像。此

外还有 66 人有 2 幅时间跨度变化的图像。 
姿态图像子库：包含 1,040 人的共 21,840 幅图像。每人 21 幅姿态变化的图像。姿态变化包括了 3 种

俯仰姿态变化（抬头、平视、低头）和每种俯仰姿态下的 7 种水平深度旋转姿态变化。 

表 1 CAS-PEAL-R1 的正面图像子库和姿态子库的图像情况 

 变化种类 人数 图像数目 

标准 1 1,040 1,040 

表情 5* 377 1,884 

光照 ≥ 9 233 2,450 

饰物 6 438 2,646 

背景 2-4 297 650 

距离 1-2 296 324 

时间 1* 66 66 

正面子库 

正面子库图像总数:                                 9,060 

姿态子库  21 (3 ×7) 1,040 21,840 

姿态子库图像总数:                                 21,840 
* 中性表情的标准正面图像没有包括在内 

CAS-PEAL 数据库中的原图片为 640×480 像素，24 位 RGB 色彩的 BMP 位图图像。为了方便图像的

发布和共享，CAS-PEAL-R1 库中的图像全部在原图像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图像大小被裁减到 360×480
像素，并去除了颜色信息转换为灰度图像，图像格式为 BMP 位图格式, 这样整个 CAS-PEAL-R1 共享库的
数据量为 5G 字节左右。CAS-PEAL-R1 中的图像示例如图 10-图 11 所示。 

 

图 10 CAS-PEAL-R1 正面子库中的图像示例 

 

图 11 CAS-PEAL-R1 姿态子库中的图像示例 



5. CAS-PEAL-R1 建议评测协议 

人脸识别系统的评测工作，目的是为了评价各个识别系统的性能差距，并指导人脸识别领域未来的研

究方向。要达到这个目的，评测方法的设计尤为重要。科学的评测方法应该能够解决著名的“三熊问题”

（Three bears problem）[2]。即对所有待测算法或系统来说，评测不能太难，以致超出了现有系统的识别
能力；也不能太简单，使得对所有系统的测试结果都非常好。要解决“三熊问题”，就需要仔细地选择数

据库并合理地制定评测协议。本节主要介绍了我们建议的基于 CAS-PEAL-R1 的评测协议，主要包括基准

训练、测试集合的划分和评测性能指标等方面的内容。 

5.1. CAS-PEAL-R1 标准训练、测试集合划分 

根据待测试算法的特性，我们从 CAS-PEAL-R1 人脸库中整理出了三个大的集合，分别作为训练集合

（Training Set）、原型图像集合（Gallery）和测试集合（Probe Sets）。 
训练集合（Training Set）：除了模板匹配等少数简单算法，多数人脸识别算法都是需要进行训练的。

因此，我们从正面子库中随机选择 300 人，每人随机选择 4 幅正面图像，共 1,200 幅图像构成训练集； 
原型图像集合（Gallery）：提供给算法为待识别人员建立识别原型的图像子集，包含 1,040 人，每人 1

幅标准正面图像（正面平视，环境光照，中性表情，无饰物）； 
测试集合（Probe Set）：提供给算法进行识别测试的图像子集。对正面子库，测试集包括除去训练集和

原型集以外余下的 6,992 幅图像，分为表情变化、光照变化、饰物变化、背景变化、距离变化和时间跨度

变化 6 个子集；对于姿态子库，测试集包括除去原型集中图像外的、水平深度姿态旋转在± 30 度以内的共

21,840 幅姿态变化图像，分为低头、平视、抬头 3 个子集。 
考虑到算法泛化能力（也称推广能力）的问题，严格的讲，训练集合中的图像与测试集合和原型集合

中的图像乃至人物应该是不能有重叠的。考虑到降低问题的难度，参照 FERET 的做法，我们的原型集合

与训练集合中的图像有部分重复。而测试集合中的图像则与训练集合和原型集合中的图像都是严格没有重

复的。上述三个子集的图片示例如图 12-图 15 所示： 

 

图 12 训练集中的图像示例 

 

图 13 原型集中的图像示例 

 

图 14 测试集中的图像示例，正面 



 

图 15 测试集中的图像示例，姿态 

5.2. 算法性能测试指标 

在 FERET 和 FRVT 测试中，对测试结果的表示有比较详细说明[2,3]。常用的表示不同系统间测试结

果的方法有 CMC 曲线和 ROC 曲线。在我们的测试中，为了更方便直观地表现各个系统在不同测试集合上

的识别性能，我们仅选择了各个系统在每个测试集合上的首选识别率进行比较并将测试结果综合到一个首
选识别率柱状图中进行直观的对比。 

6. CAS-PEAL-R1 上的基本评测情况 

6.1. 特征脸（Eigenface）算法和模板匹配（Correlation）算法的评测设计 

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算法是人脸识别领域的两个基准算法，通过对这两个算法的测试，有助于检验

CAS-PEAL 人脸数据库的基本难易程度。 
为了有效去除背景、头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把测试集中的图像根据双眼中心坐标位置进行了几何归

一化处理，每幅人脸图像被剪裁并缩放到 32×32 像素大小。此外为了进一步去除背景信息，我们在人脸上

覆盖了一个掩模（mask），从而使得每幅图像只包含了人脸内部特征区域，其最终的效果如图 16-图 19 所

示。我们实验中的 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 方法都是在这样的图像基础上进行测试的。 

 

 

图 16 Training set 中图片示例（32 ×32） 

 

图 17 Gallery 中的图片示例（32 ×32） 



 

 

图 18 Probe set 中的图像示例（32 ×32），正面 

 

图 19 Probe set 中的图像示例（32 ×32），姿态 

 对于 Correlation 方法，我们采用归一化的相关量计算方法来计算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对于 Eigenface
算法，其 PCA 变换矩阵是对 CAS-PEAL-R1 训练集中所有的 1200 幅图像进行特征值分解得到的，综合考

虑计算速度和识别效果，我们的测试中所保留的主成分特征维数为 600。 

6.2. 对商业系统的测试 

我们还同时对两个国外最优秀的商业人脸识别系统在 CAS-PEAL-R1 上的性能进行了初步评测（由于

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公开这两个商业系统的名字，仅用系统 A和系统 B 来分别表示）。这两个系统的性能

在已有的人脸识别商业系统中被认为是最好的，通过对这两个系统的评测，我们可以知道 CAS-PEAL 人脸

库和我们的测试方法对现有商业系统的难易度，同时可以发现更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方向和关键问

题。 
系统 A和系统 B 对测试图像的大小并没有特别要求，因此我们在测试过程中直接使用 CAS-PEAL-R1

库中的 360 ×480 像素大小的图像。两个系统的工作过程如下： 
系统首先依次读入原型集中的人脸图像和每个人脸图像的双眼位置坐标，建立起每个人的原型模板。

随后，系统读入待识别图像 iI
，自动在 iI

中检测人脸的位置并建立待识别模板，将待识别模板与原型模板

进行比较，输出 iI
与每个原型的相似度，并最终通过相似度的排序来完成整个识别过程。 

6.3. 测试结果及分析 

我们将 Eigenface 算法、Correlation 算法、系统 A 和系统 B 的测试结果综合到一起，取测试结果的首

选识别率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20 和图 21 所示。从 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 算法的测试结果不难看出，在

正面子库上，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两种算法除了在背景和距离两个子集上达到或接近了 80%的识别率之

外，在表情子集上，两种算法的识别率不到 60%，时间跨度子集上识别率不到 50%，饰物子集上识别率不

到 40%，而光照子集上识别率还不到 10%；在姿态子库上，两个算法对平视姿态变化的识别率都不到 40%，

而对俯仰姿态变化的识别率都不到 10%。测试结果说明，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两个基准算法不能很好地

解决饰物、表情、光照、时间跨度和姿态变化情况下的识别问题；对于背景和距离变化的情况，即使对图

像事先进行了几何归一化处理和添加掩模，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 算法的识别效果依然不能让人满意。 



 
图 20 CAS-PEAL-R1 正面子库上的测试结果 

 

图 21 CAS-PEAL-R1 姿态子库上的测试结果 

对商业系统的测试结果显示，在我们的 6 个测试子集中，表现最佳的系统 B 对表情、背景、距离、时

间跨度几种变化的识别率已经接近 100%，对饰物变化的识别率也已经超过 80%。系统 A尽管在饰物子集

上的表现比较差，但在背景、表情、距离子集上的性能与系统 B 也差别不大。但是我们也看到，对正面子

库中光照变化图像的识别率，表现最佳的系统 B 仍然达不到 40%，系统 A 只有 10%多一点。在姿态子库

中，平视状态下水平姿态变化识别率最高只有 60%，俯仰状态下的姿态变化识别率最高也仅 40%上下。这

些结果一方面表明，尽管对环境光照模式下的正面图像的饰物、表情、背景、距离等变化情况，优秀的商

业系统已经能够较好地解决识别问题，但是对复杂光照和较大范围的姿态变化，商业系统的识别性能依然

差强人意。 
由测试结果可以看出，人脸识别的商业系统在 CAS-PEAL 人脸数据库上，对于正面图像的表情、饰物、

背景、距离等变化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鲁棒性，综合性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基准的识别算法。但是商业系统
在光照和姿态子集上较差的性能也表明，如何提高光照变化条件下的正面图像识别率和姿态变化条件下的

识别率，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光照与姿态组合变化条件下的识别率，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

决，将是今后人脸识别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7. 总结及未来工作 

本文介绍了我们建立的 CAS-PEAL 人脸数据库的采集平台、创建过程和覆盖的图像变化条件。它提供

了一个大型的、多样化的人脸图像数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大规模人脸数据库方面的不足。

CAS-PEAL 人脸库包含了 1,040 名中国人共 99,450幅头肩部图像。所有图像在专门的采集环境中采集，涵

盖了姿态、表情、饰物和光照四种主要变化条件，部分人脸图像具有背景、距离和时间跨度的变化。目前

该人脸库第一版的标准训练、测试子库已经公开发布。 
我们测试了 Eigenface、Correlation两种基准算法，以及两种商业系统在我们已经共享的 CAS-PEAL-R1

人脸图像数据库上的性能。结果表明： 



1. Eigenface 和 Correlation算法在 CAS-PEAL-R1 人脸图像库上的识别性能非常差。这说明该人脸数

据库具备了一定的难度； 
2. 两个最著名商业系统的识别性能远远高于基准算法，尤其是对表情、背景、距离变化的情况，取

得了接近 100%的正确识别率，这说明目前的人脸识别方法对于这些变化已经具备了良好的适应

能力，而对饰物变化的鲁棒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两个最著名的商业系统在光照、姿态变化时的识别性能很不理想，这说明光照和姿态变化问题是

人脸识别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4. 光照和姿态两个子集不仅对于基准算法，而且对于优秀的商业系统也表现出了较大的难度，提供

了一个光照和姿态变化的人脸图像数据平台，有望在今后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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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face recognition algorithms, face image 
databas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construction and basic content of the CAS-PEAL 
large-scale Chinese face database and some primary evaluation results based on it. The CAS-PEAL face database 
consists of 99,450 facial images of 1,040 Chinese individuals. All the images in the database were collected in 
specially designed environment with four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Pose, Expression, Accessory and Lighting, as 
well as three other variations of Background, Distance and Aging. Currently, the standard training set and probe 
set of CAS-PEAL face database have been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for research purpose only on a case-by-case 
basis. Compared with other public face databases, CAS-PEAL face database excels in its large-scale and variation 
modes and is expected to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face recognition algorithms. 
In addition, as an oriental face image database, CAS-PEAL makes possible the compare of algorithms’ 
performance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will benefit the application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give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wo basic face recognition algorithms (Eigenface and 
Correlation) and two business systems, explains the difficulty of the database to the face recognition algorithms 
and analys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Keywords: Face Recognition; Face Databa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