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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问题及意义  

随着控制任务的成功，生成模型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道主义应用。公众对气候变化的

认识和关注与其对我们物种和环境的威胁程度不相称，人们很难在心理上模拟气候变化的

复杂和概率效应。而生成图像模型缺乏强有力的模式比较评价方法，现有的评价产出质量

和多样性的方法有着很强的局限性，特别是对条件模型的局限性。本文从人类评估角度出

发，提出了量化生成模型学习模式真实性的方法。作者着重于对一个条件生成模型的评估，

该模型说明了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水的后果，以鼓励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认识。 

三 研究思路  

文中首先研究了现有的两种主要的生成模型评估方法：核心初始距离（KID）、初始分

数（IS）和 Fréchet 初始距离（FID）等自动化度量，它们都旨在评估生成的样本在分布水

平上的视觉质量和样本多样性。还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度量，如 HYPE（人眼感知评估），

它使用人类来评估图像的真实性。各有优缺点。进而提出了扩展现有自动化度量的方法，

但它不能评估不同模式之间的视觉效果，都不令人满意。 

文中试图寻找评价模型生成的不同风格的真实感最有效的方法，并能与人类感知现实

相关的自动化方法。作者分析了 Pearson 提出的自动风格排序方法和 hype 风格之间的相关

系数，以确定与人类感知现实最相关的方法。 



四 实验方法 

文中用样式级别构建任务：对于每个给定的样式向量，跨多个基于相同模式的样本进

行聚合。这种样式级聚合避免了对单个样本进行评估，使用众包人工评估来调整样式级别

评估的 HYPE 度量。并将 HYPE 风格与各种自动化指标进行比较。这些指标使 FID 和 KID 适

应样式比较任务。对于每个度量，使用不同的初始层进行实验。 

分析了 Pearson 提出的自动风格排序方法和 HYPE 风格之间的相关系数时引入测度 r, 

测度 r 有支持度[-1,1]，其中值 1 和-1 分别表示强正相关和负相关，而值为 0 则表示弱相关。

为了确定分数的可分性，我们还使用 25 个重复计算了 r 上 95%的引导置信区间。对于每

个复制 i，我们使用带有替换的采样图像计算 HYPE 样式和自动评分，并从中计算 ri。 

1. 人类评估：HYPE-Style 

原本 HYPE-Style 是指评估者对半真实和半生成的图像进行校准和过滤，并且被给予无

限的时间来标记图像的真实与否。对于每一幅图像，我们计算平均错误率，它对应于判断

图像真实性的人类评价者的比例。值越高表示图像越逼真。为了在条件生成下进行样式内

比较，有必要对 Hype 做出修改，以两种方式限制该过程：（1）要求对每个样式和图像组

合进行多次求值，以便在给定图像中对样式进行比较；（2）确保求值器不会看到从给定输

入图像生成的多个样式。 

计算分数时，规定按照风格将图像聚合到组中，并计算每个组中所有人类评价者标签

的微平均值。具体来说，对于每个样式和图像 x，我们有多个人类标签
s
x
l ，标记为“real”

（1）和“generated”（0），基于人类对其真实性的判断，我们为每个样式 s 计算，对该特

定样式的图像求和 HYPE-Style= s
ii
l 。因此，在生成的图像上得分越高，表示错误

率越高，对人类平均来说更真实。人为的评估，虽然更精确和可靠，但执行每种风格是昂

贵和耗时的。但可由此作为判断寻找与人类最相关的自动化方法。 

2. 自动化样式分析方法 

采用 FID 和 KID 来计算单个样式中实际分布和生成分布之间的距离，并将它们用作样

式得分。总共评估了 8 种自动化方法{FID, KID}×{pool 1, pool 2, pre-aux, pool 3}。 

 

                           表 1 

如表 1 所示，使用 pre-aux 嵌入的 FID 和 KID 在与人类评分相关的方面都超过了其他

指标，具有中等的相关。在比较不同层之间的性能时，KID 和 FID 相互跟踪，其中 pre-aux

嵌入首先出现，然后是 pool 3、pool 2 和 pool 1。 



作者发现，在辅助分类头（pre-aux）之前的 768 维初始 v3 层表现优于 pool 3 层和其

他早期的池层{pool 1，pool 2}。直观地说，前辅助层的最大特点是丰富的层，但仍然是辅

助类中的常规层。这种规则化将鼓励图层编码有更一般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数据集的影响

较小。 在不同域的任务中比数据集更能发挥作用。并且在 FID 和 KID 中，pre-aux 层对 pool 

3 的选择是一致的，pre-aux 层的得分分别为 0.433 和 0.432，而在 pool 3 中，FID 和 KID 的

得分分别为 0.407 和 0.367。 

五 实验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在生成模型上评估不同风格的人类评价指标。作者还评估了 8 种不同

的自动化方法，发现在辅助分类器之前使用辅助分类优于使用最后一个池化层的广泛使用

的方法，前者更能与人类对这项任务的感知相关联。虽然所评估的自动化方法中没有一种

能够完全接近独立使用的人类评估风格，这个工作仍然是评估多模态跨域映射的风格级别

属性的初步尝试。在这一领域，使用主流的自动化评估指标仍然是一个难题，作者计划探

索更好的方法。 

六 启发思考 

不管是什么专业技术，它们最大的价值是受用于民。本文的作者利用深度学习的概念

应用于模型真实性的评估，用人类评估为基准，寻找最接近人类感知的自动化方法。最终

目的是能够生成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现象的最真实图像，进而描述气候变化支持的

其他灾难性事件，让人们认识到气候改变后的自然景象，提高警醒。工程人才应该具备专

业素养的同时兼具人文关怀。 

所评估的自动化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够完全接近独立使用的 HYPE 风格，但通过比较得

出最接近的自动化方式，作者依然在继续改进。在探索一个新问题的时候，往往无法一下

子得出最优模型，此时，需要在学习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比更新自己的研究，继续不断

优化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