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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融合媒体是国家战略, 它不仅是全媒体功能、传播手段乃至组织结构等核心要素的结合、汇聚和融合,
也是信息传输渠道多元化下的新型运作模式. 融合媒体的一大特点是网络化内容汇聚、共平台内容产生、多渠道

内容分发、多终端用户互动, 视听媒体制作播放开始大量采用云平台技术, 形成了“云+网”的网络化协同制作模式

和“云+移动端”的新媒体传播模式. 在这一背景下, 融合媒体业务中的媒体数据来源和内容将更为复杂, 被服务群

体需求更为多样化. 如何在融合媒体环境下构建高质量的媒体内容分析模型, 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本专题

重点围绕和关注视觉媒体的处理与分析, 探讨融媒体环境下数据高效精准管理、查询和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和

提升.
本专题公开征文, 共收到投稿 26篇. 论文均通过了形式审查, 内容涉及融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内容的处理、检

索、检测和语义描述等方向. 特约编辑和编辑部对每篇投稿邀请多位专家进行评审. 稿件经初审、复审和终审 3
个阶段, 历时 8个月, 最终有 6篇论文入选本专题. 根据主题, 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两组.

(1) 融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内容处理与检索技术

《基于自编码器生成对抗网络的可配置文本图像编辑》提出一种基于自动编码器的文本图像编辑模型, 可以

有效地基于语言描述自动编辑图像, 同时可以便捷友好地修正编辑效果, 解决了给定文本编辑图像时模态差异度

较大的问题.
《基于跨模态自蒸馏的零样本草图检索》提出了跨模态自蒸馏方法, 从知识蒸馏的角度研究可泛化的特征,

无需语义嵌入参与训练, 可解决草图和图像之间的模态差异问题, 以及可见类和未见类的不一致性问题.
《显著性引导及不确定性监督的深度编解码网络》开展图像精准语义分割研究, 提出一种显著性引导及不确

定性监督的深度卷积编解码网络, 将初始生成的显著图和不确定概率图作为监督信息来优化语义分割网络的参

数, 解决了语义提取过程中空间信息丢失和模型鲁棒性不强的问题.
(2) 面向融媒体环境的媒体内容检测与描述技术

《基于数据合成和度量学习的台标检测与识别》开展视频中台标这一重要目标的精准检测研究, 提出两阶段

可伸缩的台标检测与识别方法, 采用 batch-hard度量学习方法快速训练匹配模型, 进而确定台标类别, 解决了类别

多、结构复杂、区域小、信息量低、背景干扰大等难题.
《基于空时变换网络的视频摘要生成》提出一种空时变换网络并应用于视频摘要生成, 该模型包括嵌入层、

特征变换与融合层、输出层 3大模块, 通过空间特征和时序特征的分别嵌入, 以弥补现有模型对时序信息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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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通过多模态特征的变换和融合, 以解决特征表示不完备的问题.
《基于视觉关联与上下文双注意力的图像描述生成方法》提出在传统视觉注意力中增加前一时刻注意力向

量以保证视觉连贯性, 获取更完整的语义信息, 从而指导生成最终的图像描述文本, 以解决因忽略视觉连贯性和上

下文信息而导致生成描述与参考描述存在差异的问题.
本专题主要面向多媒体信息处理、计算机视觉、信息检索、机器学习及应用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

人员, 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融媒体环境下内容分析等研究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 感谢《软件学报》编委会对专题工

作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专题全体评审专家及时、耐心、细致的评审工作, 感谢踊跃投稿的所有作者. 希望本专题能

够对融合媒体环境下内容分析技术和信息服务技术研究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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