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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IEC29197:2015《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与ISO/IEC29197:2015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2章对应ISO/IEC29197:2015的第3章;
———第3章对应ISO/IEC29197:2015的第4章;
———第4章对应ISO/IEC29197:2015的第2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江苏赛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曙光易通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虹

霸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聚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眼神科技有

限公司、惠州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深圳市铭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倩颖、王文峰、宋继伟、蔡春水、王思翔、张小亮、孙荣荣、钟陈、许丽、蒋慧、

张晋芳、张亚浩、张辰宇、刘京、陈光、杨春林、魏晓慧、李嘉扬、高睿鹏、李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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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性能可以根据环境条件而变化(见GB/T29268.1—2012中C.2.6,GB/T29268.3—

2012中表4)。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主体使用系统的易用性和舒适性、主体的生物特征特性以及用于获

取生物特征样本的设备。
本文件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方法来分析环境条件对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的影响。
注: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识别过程中涉及的几个要素。然而,本文件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并不能区分哪些要素受到

了影响。本方法的目的是量化分析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的总体影响。

对于本文件,环境条件被理解为所有可以围绕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并影响其性能的大气参数(例如温

度、湿度)和其他物理和化学现象(例如照度、噪声)。特定环境条件如振动,不在本文件中处理。
这些评价包括在一个或多个预定义的环境中执行类似的“端到端”生物特征识别的性能评价,这些

环境可以是真实的(自然发生的)或模拟的(人为控制的)。
有两种可能的方式进行“端到端”生物特征识别的性能评价:执行场景评价或操作评价。在场景评

价中,考虑到真实世界的目标应用和人群,所以在模拟环境中评价生物特征识别系统。这些评价被指定

为基于ISO/IEC19795-2的场景评价的一个特例。与在不受控参数可影响系统的操作环境中不同,在
受控环境中执行的评价是可重现的。在操作评价中,使用目标人群在真实环境中分析生物特征识别系

统。这些评价被指定为基于ISO/IEC19795-6的操作评价的一个特例。操作测试可能缺乏场景测试的

精确度(以环境参数的水平而言),但其优势在于具有操作的真实性。针对这两种评价的环境测试,本文

件提供了特定的测试要求。
本方法解决了如何测试一些环境因素;然而,符合本文件的评价可以只考虑单一环境参数。评价和

控制的所有测试参数由参与评价者事先确定。
这种评价的目标包括:
———分析一个或多个组合的环境因素如何影响生物特征识别的系统性能,并量化这种影响;
———分析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如何在特定的受控环境中工作,与参考评价环境中的相同系统相比;
———分析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在真实环境中的行为,与在模拟操作环境的环境模型中工作的相同系

统相比。
这些评价的结果可以告知供应商和用户,以便他们可以评价哪些环境条件可能影响生物特征识别

系统在预期情况下的性能。结果还可以表明特定的生物特征识别模式和实施方法是否满足系统预期使

用条件。此外,本方法可用于检测在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较差的情况下的环境参数。

Ⅳ

GB/T41804—2022/ISO/IEC29197:2015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
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
———基于场景测试方法和操作测试方法的规划和执行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性能环境评价的基本

要求;
———定义、建立和测量特定条件进行评价的规范,包括对设备的要求;
———建立基准性能的规定,以比较环境参数的影响;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评价规范,包括对测试人群、测试协议、记录数据和测试结果的要求;
———进行全面评价的步骤。

本文件不适用于:
———对于特定的生物特征识别模态,分析参数的确定(已包括在GB/T29268.3—2012中);
———指定执行漏洞分析的要求,修改环境因素(已包括在ISO/IEC19792中);
———根据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性能对生物特征识别系统进行分类;
———指定确定环境条件对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硬件部件的功能影响(如腐蚀、电气干扰、破损等)的

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9268.1—2012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1部分:原则和框架(ISO/

IEC19795-1:2006,IDT)

ISO/IEC19795-2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2部分:技术与场景评价的测试方

法(Informationtechnology—Biometricperformancetestingandreporting—Part2:Testingmethodologiesfor
technologyandscenarioevaluation)

注:GB/T29268.2—2012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2部分:技术与场景评价的测试方法

(ISO/IEC19795-2:2007,IDT)

ISO/IEC19795-6 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性能测试和报告 第6部分:操作评价测试方法

(Informationtechnology—Biometricperformancetestingandreporting—Part6:Testing methodologiesfor
operationalevalu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29268.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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