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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交互式的信息终端，研究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方法 通过交互式信息终端上的高

清摄像设备采集受众的面部信息，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分析，获得受众年龄、性别

等基本信息，再配合信息投放的优选算法做到广告信息的有选择性精准投放。 结果 确定了它的基本

模型与工作原理。结论 以交互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传递模式必将取代目前的单向信息传递方式。 

关键词：交互式信息终端；新媒体广告；信息精准投放；信息反馈；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22-0020-05 

Feasibility Study o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erminals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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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ccurate information delivery of advertising informa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informa-

tion terminals. With the help of high-definition video equipment i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erminals, the collected infor-

mation is analyzed based on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basic information of target audience such as age and sex is pre-

dicted. Together with selection algorithm of information delivery, advertising information can be delivered sel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e basic model and operation principles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feasibility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informa-

tion terminals.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l supported by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surely replace 

the present one-wa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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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终

端设备也在不断更新，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方法

都有了巨大的革新与进步，获取信息的效率也大大

提高[1]。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传统的信息交换模

式正在被新的信息交换模式逐步替代，特别是含有

信息反馈环节的交互性的信息传播更成为未来信

息传播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交互信息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 简

单的触摸屏发展到了今天集各种先进计算机技术

与光电设备于一身的虚拟现实制作。随着技术的革

新与硬件设备的迭代更替，交互信息技术必将影响

整个人类的认知方式与水平[2]。在这一过程中，交

互信息终端将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个体与机构、

个体与个体的重要设备，特别是公共空间中的信息

终端，兼具了公共信息发布与广告信息发布的双重

功能，未来如果能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将产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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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3]。 

1  传统户外广告媒体与交互式户外广告媒

体的特征分析 

1.1    传统户外广告媒体 

户外媒体的概念是指设置在公共空间的一些

媒体表现形式，可将它简称为 OSM 媒体，例如设

置于建筑外檐、公共场馆、公路街道等公共区域内

的、静态或动态的广告形式。随着广告业与城市建

设的繁荣发展，其内容还在不断变化中。相较于网

络媒体，传统户外媒体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1.1  设置位置与面积灵活 

传统户外媒体的设置位置多在人口密集区域

的建筑外檐与公共空间内外，面积大小需依据现场

的客观条件来确定。由于需要满足人群的远距离观

看，因此其面积普遍较大，比较容易形成视觉刺激，

进而转化为记忆。 

1.1.2  到达率较高 

传统户外媒体主要设置在人员交通的活动区

域，人们的日常出行与通勤使它的接触频率处于较

高水平，造成了其较高的到达率。随着各地方政府

对城市户外广告的治理，户外广告的数量有所下降，

更重要的是未来随着物流行业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出行方式与出行频率可能会有较大的改变，

户外广告媒体的这一优势可能会逐步丧失。 

1.1.3  单位时间效率高 

户外广告媒体一经发布就是全天 24 小时传播，

如果再配合较长的发布周期，单位时间的传播效率

就会较高。如果多种户外广告媒体相互配合，其整

合传播效果会更显著。 

1.1.4  信息承载量小 

相较于网络媒体，虽然传统户外媒体的面积较

大，但是因为观看距离远，且多为静态画面，所以

其版面承载的信息内容较少。虽然具有较强的视觉

冲击力，但是没有可供受众深度解读的信息。 

1.1.5  信息更新滞后、成本高 

大部分传统户外广告媒体安装与更换画面的

周期较长，不利于信息的实时更新与调整。随着目

前商业竞争节奏的加强，广告主往往需要及时调整

与更新广告信息。信息更新相对滞后且成本高这一

点已经成为传统户外媒体 致命的弱点。 

1.2  交互式户外广告媒体 

交互式广告是指任何要求或允许浏览者做出

行动并对其指令或行动作出反应的广告形式。交互

式户外广告媒体主要指对传统户外广告媒体进行

可交互性升级的媒体形式[4]。当传统户外媒体具有

一定程度的交互性时，其传播优势将显著提高[5]，

因为它既保留了传统户外媒体较大的面积、较高的

单位时间效率、较强的视觉刺激等不可替代的优势，

又兼具了交互性与趣味性，所以使信息传达更灵活

与高效，针对性更强。 

1.3  比较各种广告媒体 

将传统户外广告媒体、网络广告媒体、交互式

户外广告媒体比较见图 1，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如

果将传统户外广告媒体升级为交互式的信息终端，

它兼具了传统户外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双重优点，既

弥补了网络媒体面积不足、单位时间效率低的缺陷，

又具有了信息自由度高、信息分析反馈的功能。 

 

图 1  传统户外广告媒体、网络广告媒体、交互式户外广

告媒体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open space media, net media, interactive 
media 

1.4  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构想 

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主要是针对网络广告而

言。首先对网络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再配合相应

的算法即可简单描述用户特征，进而可以根据广告

主与广告内容筛选投放人群，做到广告信息的精准

投放。传统媒体由于受到场地、成本与技术的制约，

因此目前还无法做到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 

随着技术的进步，部分户外广告媒体与信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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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可以通过增加高清摄像技术与人脸识别技术进

行升级，成为具有一定交互性的信息终端，从而完

成部分程度的信息精准投放。由于其具备高清摄像

头等信息采集功能，因此信息反馈也成为可能。 

2  信息精准投放的系统设计 

2.1  架构设计与系统原理图 

信息的精准投放系统主要由高清摄像设备、无

线传输模块、主机模块、LED 显示屏以及后台服

务器共同构成，其系统原理见图 2。 

 

图 2  系统原理 

Fig.2 Principle diagram of the system 
 

信息精准投放终端的基本工作原理与步骤如

下：首先由主机控制高清摄像设备 1 来识别进入信

息播放有效范围的受众，并捕捉受众的面部特征；

其次将受众的面部特征数据传回主机，主机透过人

脸识别软件模块对受众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目前

通过 Intel 厂商开发的人脸识别软件可以判断受众

的年龄范围与性别[6]；然后根据综合数据配合算法，

主机计算出 优选择，发出播放命令，LED 显示

屏开始播放广告信息；再由主机控制高清摄像设备

2 来识别受众对播放内容的接受情况，包括驻留时

间和面部表情等，通过主机再进行数据分析，得出

关于广告播放效果的结果，并将广告播放效果的判

断结果通过无线或有线传输模块回传到后台服务

器，后台服务器再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广告信息进行

综合评价，并回馈给广告发布方； 后广告发布方

收到回馈信息后可以综合判断广告信息的有效性，

进而对广告信息作出相应的调整，再将调整后的广

告信息回传给分散于各处的主机以供更新播放。 

2.2  关键技术环节 

广告信息精准投放系统的核心技术环节在于

人脸识别模块与 优播放算法的开发。目前人脸识

别是一项热门的计算机技术研究领域，其基本工作

原理是通过大量采样数据来建立面纹数据库，再获

取当前的人脸图像，生成面纹编码，通过与数据库

的面纹编码比对来完成基本信息判断[7]。人脸识别

模块是比较成熟的技术，Facebook、Intel 等科技公

司都有自己的人脸识别软件可以预装在后台服务

器或单机之内，完全可以满足系统的要求。 

优播放算法需要完成同时识别多个受众、再

选择 优进行播放的工作。人脸识别软件可以同时

识别有限范围内的多个受众，主机可以通过面部识

别结果统计出所有受众的年龄与性别，再依据预先

设定的条件综合判断这些参数， 终给出播放命令。

如果统计在信息播放有效范围内同年龄层不同性

别的受众远多于其他年龄层的受众，那么主机就会

播放关于该年龄层受众的、性别因素影响小的广告

内容，以 30 岁年龄不分性别的受众为例，适合播

放智能手机、健身俱乐部、汽车、音乐会等广告信

息；在同年龄层为多数的受众中，如果一方的性别

出现数量上的明显优势，那么主机就会播放面对该

年龄层该性别受众的广告内容，以 30 岁女性群体

为例，就适合播放化妆品、儿童教育、女装等广告

信息，信息的精准投放见图 3。这种通过人脸识别

配合播放的 优选择算法可以做到广告信息的精

准投放，从而大大提升广告信息的到达率。 

 

图 3  信息的精准投放 

Fig.3 Accurate information delivery 

3  信息反馈与数据分析 

3.1  信息反馈 

这种基于人脸信息识别技术的信息终端不仅

能做到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而且通过高清图像采

集设备与信号传输设备还能实现实时地受众信息

反馈。例如通过摄像头采集受众在广告信息播出区

间的行进速度是否出现变化与视线是否偏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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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广告信息是否得到受众关注，同样也可以分析

一组受众中具有哪些年龄或性别特征的人容易关

注此广告信息，信息反馈见图 4。 

 

图 4  信息反馈 

Fig.4 Information feedback 

3.2  反馈数据分析 

主机通过高清摄像机采集到的受众行进速度

的变化可依据普通人的步行速度进行分级。例如，

预设正常步行速度为时速 5 公里，如果进入有效信

息播放区域后受众的行进速度无变化且视线无任

何偏移，即视为无效播放，计 0 值；如果进入有效

信息播放区域后受众的行进速度减低为时速 2 公

里以下且视线明显偏移至广告位置，即视为高效播

放，计 10 值，其他中间值可依据行进速度与视线

偏移时间这两个变量来制定。这样就建立了信息传

播有效性的数据模型。通过收集整理这些数据形成

数据库，进而帮助广告主理性判断广告的传播效果

是否达到预期，并可以根据受众反应来调整广告信

息。 

如果实现了受众观看广告的信息回馈就完成

了从传统户外媒体向交互式信息终端的转变[8]。信

息发布者不但能有选择性和目标性地发送各类信

息，而且还能得到受众接受情况的回馈，收集重要

的媒体情报，完成媒体的内容管理与集中投放管理。 

4  模块化设计与可扩展性 

交互式信息终端的设计应采用模块化集成的

方式方法，这样的信息终端并非技术创新而是集成

创新，既利用已有的成熟的技术与硬件，经过合理

有创新的组合形成新的使用功能与价值，完成对旧

有户外广告媒体的升级改造。以小型路牌广告为例，

从传统的户外媒体到交互的信息终端只需要增加

信息采集模块、主机模块、信息传输模块，同时将

静态画面更换为 LED 屏幕，即可完成升级改造，

交互信息终端模块见图 5、见图 6。 

 

图 5  交互信息终端模块 

Fig.5 Terminal modular of mutual information 
 

 

图 6  交互信息终端模块 

Fig.6 Terminal modular of mutual information 
 

利用成熟的技术与硬件可以节约研发的成本

与时间，规避研发过程中的风险。由于交互信息终

端是开放性的系统，因此交互信息终端具有很强的

技术升级与扩展空间[9]。随着高清摄像设备图像采

集像素的提高与人脸识别技术的不断进步，可预见

的将来不但可以准确识别受众的年龄与性别，而且

可以准确识别诸如表情、衣着、体型、步幅、健康

状态等多种信息[10]，这些信息再形成识别受众基本

情况的参数系统，进而得出越来越准确的个人体态

信息，为精准信息投放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5  结语 

交互式信息终端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既可用于传统户外媒体的升级改造，又涉及到零售，

汽车销售，房地产，城市综合体等各个行业领域，

同时还可以应用于诸如教育、卫生、公共信息发布

等市政领域。总之，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

信息体验方式，使信息传播更高效的同时也更趋向

于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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