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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紹 

 

2018年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認為新聞媒體播出嫌疑

犯的畫面若加上馬賽克，會使民眾無法提高警覺。近年不少社會新聞都會將犯

罪者打上馬賽克，讓民眾無法辨認在逃的嫌犯，無法增加民眾警覺性，因而造

成更多傷害發生。同時，當嫌犯藏匿友人家中，其同住家人卻因報導中的嫌犯

都經馬賽克處理，無從得知長相，其家人也可能被冠上藏匿嫌疑犯的罪名。 

因此，本專題想藉由人臉資料集打上馬賽克，並使用 pix2pix 進行訓練，

進而測試模型的泛化性，看是否能將嫌疑犯的樣貌辨識出來。 

 

表 1. 5W1H 

 

Who 社會新聞上的嫌疑犯 

What 嫌疑犯被打上馬賽克 

When 嫌疑犯逃亡期間 

Where 民眾周圍 

Why 因嫌疑犯被打上馬賽克無法辨認其樣貌 

How 藉由 pix2pix的訓練將馬賽克移除 

 

 

二. 方法介紹 

2.1 馬賽克演算法 

 

馬賽克演算法分為下列三種: 

(1) 將需要馬賽克的影象部位，全部賦值為該區域左上角的第一個畫素值 

(2) 將需要馬賽克的影象部位畫素隨機打亂 

(3) 隨機用某一點代替需要馬賽克區域內的所有畫素值 

 

下方圖 1從左到右是一到三種演算法所上的馬賽克圖片，後續實作會採用第三

種演算法對資料集上馬賽克，因為演算法是針對整張圖片進行馬賽克處理並非

人臉，因此接下來將介紹 Harr Cascade物件偵測。 

 

 

 

 

 



圖 1. 馬賽克全景示意圖 

 

2.2 Haar Cascade 

 

 Haar Cascade 是「Haar Feature-based Cascade Classifier」的縮寫，

使用 Haar Cascade 作為分類器的物件偵測是 Paul Viola 和 Michael Jones 

在他們 2001 年的論文“Rapid Object Detection using a Boosted Cascade 

of Simple Features”中提出的一種有效的物件偵測方法。它是一種基於機器

學習的方法，其中級聯函數是從大量正樣本(與真實標籤一致)和負樣本(與真實

標籤不一致)圖像中訓練出來的。然後使用它來檢測其他圖像中的對象。本專題

將使用經過訓練的 Haar Cascade模型來檢測人臉並打上馬賽克。 

 

2.3 Pix2Pix 

 

Pix2pix (Image-to-Image Translation,圖像翻譯)論文發表於 CVPR2017

是將 GAN應用於有監督的圖像到圖像翻譯的經典論文，有監督表示訓練數據是

成對的。圖像到圖像翻譯（image-to-image translation）是 GAN 很重要的一

個應用方向，是基於一張輸入圖像得到想要的輸出圖像的過程，可以看做是圖

像和圖像之間的一種映射（mapping），我們常見的圖像修復、超分辨率其實都

是圖像到圖像翻譯的例子。 

Pix2Pix的運行架構為: Pix2Pix的 generator採用架構為 U-net，而

discriminator採用架構為 PatchGAN，因此需要成對的圖像進行訓練(Real_A

和 Real_B)。一開始真實圖片 Real_A透過 generator生成一張圖像分割的假圖

片 Fake_B，而這張生成假圖片 Fake_B會和真實圖片 Real_A成對，與真實圖像

成對 Real_A和 Real_B 進入到 discriminator進行成對圖片判別是真是假。判

別完所產生的 discriminator loss 和 generator loss會回傳到

discriminator和 generator，再進行下一次的訓練，使假圖片越來越接近真

實。 



圖 2. Pix2Pix流程圖 

 

 

三. 案例研究與實作 

3.1 資料前處理 

 

(1) 選用 kaggle的 real and fake face detection裡頭的 real face 

dataset打馬賽克，其圖片共有 1081張。 

 

圖 3. Kaggle資料集 

  
 

(2) 下方為前面所提第三種馬賽克演算法 coding，其中紅色方框是使用到

OpenCV裡頭的 CascadeClassifier 套件偵測人臉後打上馬賽克。 

有些圖片馬賽克會上的不完全，經過手動挑選後，總資料集圖片共 811張，其

中: 訓練集為 500 張、測試集為 175張、驗證集為 136張。 



 

圖 4. 馬賽克 coding 

 

 

(3) Pix2Pix需要成對的照片進行訓練，因此到 github將 pytorch-CycleGan-

and-pix2pix下載至電腦，並執行 combine_A_and_B.py檔案，將馬賽克圖和正

常圖片合成為一張成對照片。 

 

圖 6.成對圖片 

 

 

 

 

 

 

 

 

 

 

 



3.2 訓練模型 

 

針對模型挑選五因子二水準於 L8的直交表進行訓練，五因子分別為

normalization、No_Dropout、Learning Rate、Epochs、Optimizer，其結果如

下: Normalization 使用 Instance的情況下，PSNR和 SSIM結果普遍高於

Batch。其原因是 Instance 是將每張圖片視為獨立，一張一張個別訓練；而

Batch是將多張圖片一次進行訓練，圖片間是有關連會互相影響，Batch適用於

照片分類，因此在風格轉換上的 Pix2Pix表現不佳。八次試驗中，第一組的結

果最佳，從下方圖 8來看，圖片在 epoch的訓練下有逐漸去馬賽克的效果。 

 

圖 7. 訓練結果 

 

 

圖 8. Epoch_5 vs Epoch_194 

 



圖 9. 泛化性 

 

 

四. 結論 

這次訓練結果可以看得出 Pix2Pix在去馬賽克上有一定的效果，但在泛化

性效果上表現不佳。日後改善方向: 1.結合三種不同的馬賽克來訓練以增

加在實際案例的泛化性 2.在實際情況下可能會有資料不足的問題，可以利

用旋轉或鏡像之類的資料增強手法增加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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