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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与视觉变换器的微观剩余油分类方法
赵　娅　管　玉　贾　迪

（东北石油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黑龙江大庆　１６３３１８）

摘要：在石油开发领域，微观剩余油的精确识别和分类对提高油田开采效率和采收率至关重要。但传统的剩余油识别技术存在识
别效率低、精度不高、资源消耗大等问题，限制了其在油田应用中的实际效果。因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与视觉
变换器（ＶｉＴ）的微观剩余油图像分类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该网络架构通过融合局部与全局特征，显著提高了分类精度，同时改善了运
行效率。首先，设计了边缘感知增强模块，增强了图像的边缘纹理信息；然后，通过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并行，提取剩余油的局部与
全局特征。此外，引入贡献判别网络，指导ＶｉＴ分支关注有效信息，并采用分步计算策略降低模型的计算量。在自制的微观剩余油
数据集和公共数据集上实验验证了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在微观剩余油图像的处理速度和性能平衡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石油行业中微观剩余油的自动化识别与分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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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多数中、高渗油藏已进入高含水、高采出程度
的“双高”开发阶段，７０％以上的原油产量是在“双高”
期采出的，面临着产量递减、效益降低等现实问题。油
田复杂的地质情况和地层中更加复杂的流体分布成为

制约油气采收率的主要因素。另外，剩余油分布零散、
复杂，以及开发后期仍存在局部剩余油富集的现象导
致剩余油的挖潜率有所降低［１３］。因此，掌握油层孔隙
中剩余油的赋存形态对油田增加可采储量、提高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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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科学高效挖潜剩余油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针对微观剩余油赋存形态的识别方法主

要有传统人工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两大类。传统
的微观剩余油分类方法通常依赖于人工进行分类，如
孙先达［４］通过专业知识手动划分。这种方法效率低
下，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尤其是在处理不同类别但形状
相似剩余油簇的情况下。李忠诚等［５］根据油、水、岩石
的灰度差异对剩余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清晰展现
出剩余油的形状和轮廓，但二值化处理极易丢失色彩
对比度不明显的剩余油区域。

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微
观剩余油赋存形态的分类中。如陈浩等［６］依据偏心
率、形状因子、长宽比、联通孔隙系数等多种剩余油几
何形状特征构建了多叉判决树，实现了剩余油形态的
自动分类，减少了人工判别产生的误差；程小龙等［７］采
用Ｋ近邻（ＫＮＮ）分类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并未
解决样本不均衡带来的问题；成璐璐［８］通过构造加权
随机森林对分割图像进行了分类识别，有效缓解了数
据样本不平衡的问题，但由于训练数据不足，导致分类
器模型未达到最佳状态。相较于人工识别剩余油类型
的方法，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在识别精度上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提升，但需要使用专门设计的机器学习分类
算法进行分类识别，模型的泛化性能不高，自动化水平
仍有待提升。无论是传统人工分类方法还是基于机器
学习的分类方法，现有的微观剩余油识别流程通常涉
及图像预处理、剩余油区域分割以及剩余油类型分类
等多个步骤。如陈浩等［６］和成璐璐［８］采用图像分割技
术分割出剩余油区域，再设计分类网络对剩余油形态
进行分类；李望奇等［９］改进了之前的方法，直接设计分
类网络进行剩余油图像分类，但却耗费大量时间进行
图像预处理。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复杂，而且影响分类
效率和准确性。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一种融合局部与全局特
征的剩余油分类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Ｌｏ
ｃ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旨
在通过深度学习自动提取深层特征进行分类，简化剩
余油图像的处理流程［１０］。该方法主要通过设计边缘
感知增强模块，利用Ｓｏｂｅｌ算子［１１］和边缘对比度插值
算法，检测并增强剩余油边界与纹理细节特征，再使用
空洞卷积提升模型对剩余油图像中局部相关性和结构
信息的提取能力。结合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ＮＮ）局部表示学习和视觉变换器
（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ＶｉＴ）［１２］全局建模的特性，设计
双分支特征提取模块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充分提
取局部与全局特征。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模型的分

类性能，采用幽灵（Ｇｈｏｓｔ）卷积、贡献判别网络和分步
计算等方案对模型进行轻量化设计，实现网络运行速
度与性能间的平衡。

１　微观剩余油赋存形态分类
对于不同方法采集的剩余油图像，存在各种各样

的分类方法。目前，石油行业对微观剩余油赋存形态
的划分尚无明确规范。笔者基于冷冻制片荧光显微镜
技术拍摄的剩余油图像，依据现有的文献数据［１，１３１５］

对油藏高含水开发阶段常见的微观剩余油的赋存形态
进行了划分。根据形成原理和形态特征，将微观剩余
油赋存形态划分为孔表薄膜状、角隅状、颗粒吸附状、
簇状、粒间吸附状和狭缝状６类（表１）。

２　基于ＣＮＮ与ＶｉＴ的微观剩余油分
类方法

２１　模型结构
针对人工分类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分类方法流程

复杂、分类准确率低等问题［１６］，笔者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分类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图１）。该网络架构通过整
合图像预处理与分类过程，简化剩余油图像的处理流
程，实现深度学习自动提取图像的深层特征，避免了人
为因素的影响。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省略了传统方法中的图
像分割步骤，直接对原始图像进行深度学习分析，从而
提高剩余油识别的速度和智能化水平。这种方法不仅
简化了处理流程，还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了分类的
准确性和效率，为微观剩余油的快速、准确识别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技术途径。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整体采用多层级下采样［１７］的方式进
行构造，分为４个阶段，每个阶段进行一次两倍下采
样，用以处理不同层级的特征图像。为了平衡网络的
复杂性与性能，对各阶段中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设置不
同的深度，堆叠深度为［犔１，犔２，犔３，犔４］＝［２，２，５，２］。由于
第３阶段具有较大的感受野，特征图的分辨率相对较
低，因而增加网络层数不会导致计算量剧增，可以投入
较大的计算资源。

基于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的具体分类流程为：对于输
入的图像犡∈犚犎×犠×犆，先通过卷积核大小为３×３、步
长为２的卷积初步提取低维特征，随后输入第１阶段
进行处理。具体而言，每个阶段由边缘感知增强模块
和犔狀个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组成。首先，将初步提取
的低维特征图像输入到边缘感知增强模块中，进行边
缘和纹理的细节增强，增强后的特征图经过两倍下采
样、升维操作后传入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进行犔狀次特
征提取，输出融合局部与全局信息的特征图像。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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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微观剩余油赋存形态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犻犮狉犲犿犪犻狀犻狀犵狅犻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狆犪狋狋犲狉狀狊

图１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的整体结构
犉犻犵．１　犗狏犲狉犪犾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

４个阶段的处理后，最后输出的特征图的通道数往往
不会过大，故网络最后使用一个１×１的卷积来提高输
出通道的维度，从而增强模型的表达能力，再利用全局
平均池化层和一个全连接层进行分类操作，输出最终
分类结果。

２２　边缘感知增强模块
在剩余油图像分类任务中，细微的纹理和边缘特

征对精准分类至关重要。但现有的剩余油处理方法中
通常只涉及对剩余油色彩、饱和度等进行增强。如成
璐璐［８］通过饱和度增强和双边滤波实现剩余油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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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噪；李望奇等［９］和Ｚｈａｏ等［１８］则采用基于阈值的方
法凸显剩余油区域。这些方法忽视了边缘、纹理等关
键信息，从而导致分类精度不足，特别是在边界和纹理
复杂度较高的情况下，模型难以充分捕捉和利用这些
信息。这种局限性可能导致模型在识别不同类型剩余
油时表现不佳。为此，笔者设计了一个边缘感知增
强（ＥＰＥ）模块，通过结合空洞卷积和边缘对比度引导的
图像插值（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ｇｕｉｄｅｄ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ＧＩ），对
图像的边缘和纹理细节进行增强（图２）。

图２　边缘感知增强模块
犉犻犵．２　犈犱犵犲狆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犲狀犺犪狀犮犲犿犲狀狋犿狅犱狌犾犲

　　首先，对输入的ＲＧＢ色彩模式图像犉（狓，狔）（其
中，狓∈犚犠，狔∈犚犎）进行灰度化处理，输出灰度图像
犳（狓，狔），以降低边缘检测的计算量；然后，使用边缘检
测算子提取图像轮廓信息，鉴于Ｓｏｂｅｌ算子［１１］定位准
确且可有效抑制噪声的特点，笔者选择该算子计算出
犳（狓，狔）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梯度犌狓和犌狔，并根
据梯度计算每个像素的近似梯度犌狓狔：

犌狓＝
－１０１
－２０２
－

熿

燀

燄

燅１０１
×犳（狓，狔）

犌狔＝
１２１
０００
－１２－

熿

燀

燄

燅１
×犳（狓，狔

烅

烄

烆
）

（１）

犌狓狔＝犌狓＋犌槡 狔 （２）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将式（２）进行简化，对犌狓和
犌狔的绝对值相加，来计算近似梯度值：

犌狓狔＝狘犌狓狘＋狘犌狔狘 （３）
　　将像素的灰度值与预设阈值进行比较，保留灰度
值大于阈值的像素点，即图像的边缘点，从而得到边缘
特征图像犣。接着，依据边缘特征图像犣中的像素点，

对ＲＧＢ色彩模式图像应用ＣＧＩ算法［１９］进行插值。
ＣＧＩ算法依据边缘两侧像素的灰度值差异进行插值，
特征图犣中保留的像素点即为差异度较大的点，差异
度越大，扩散的边缘越宽。同时，该插值算法对边缘像
素进行“保护”，即考虑距离边缘一定范围内的非边缘
像素，并对其进行与边缘像素相同的插值处理，从而增
强边缘细节信息，插值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２中右下角
所示。

在边缘增强处理后，笔者结合３×３空洞卷积和线
性整流函数（ＲｅＬｕ）设计了感知增强模块，并添加一个
残差分支进行连接，以增强网络对图像局部相关性和
结构信息的提取能力：

犡犻＝ＲｅＬｕ［ＤＣｏｎｖ（犡ｉｎ）］＋犡ｉｎ （４）
　　感知增强后的特征图经过１×１卷积调整通道数，
并进行下采样操作后输出。
２３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数据块设计
２３１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

ＶｉＴ在捕捉图像全局特征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
ＣＮＮ的局部感受能力，对图像中的细节特征和局部结
构的捕捉较弱。ＣＮＮ通过卷积操作能够有效地提取
图像中的局部特征，具有较好的平移不变性，尤其在边
缘、纹理等细节特征提取方面有明显优势。因此，笔者
提出了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图３），采用局部特征提取
和全局特征提取双分支结构，并分别设计轻量级ＣＮＮ
和ＶｉＴ分支。
２３２　ＶｉＴ原理

ＶｉＴ是一种将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编码器应用于图像分类的模型。ＶｉＴ分类流程如图４
所示。处理步骤为：①将图像分成若干“块”（ｐａｔｃｈ）；
②每块被映射为一个“令牌”（ｔｏｋｅｎ）；③将这些图像块
平铺成的“令牌”序列输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器中进行
特征提取；④通过多层感知机（ＭＬＰ）对这些特征进行
分类［８］。
　　自注意力模块（ｓｅｌ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
码器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该模块通过计算输入图像序
列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将这些位置关联起来，以生
成序列的上下文表示。这种机制使得模型能够有效地
捕捉全局依赖性，实现对输入序列的更准确表征。自
注意力模块计算原理为：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犙，犓，犞）＝Ｓｏｆｔｍａｘ（犙·犓Ｔ／犱槡犽）×犞

（５）
　　首先将块序列投影为犙、犓和犞矩阵，计算注意
力分数（每个元素之间的相关性犙·犓Ｔ和犱犽）；再通过
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归一化指数函数）将注意力分数转为权
重，归一化为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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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数据块
犉犻犵．３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犫犾狅犮犽

图４　犞犻犜分类流程
犉犻犵．４　犞犻犜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

２３３　局部特征提取
在ＣＮＮ提取特征图的过程中，通常存在大量冗

余和相似的特征图。这些特征图对于模型的精度又是
不可或缺的，都是由卷积操作得到，并输入到下一个卷
积层进行运算，包含大量的网络参数，消耗了较多计算
资源。为此，笔者结合Ｇｈｏｓｔ卷积［２０］和空洞卷积，设
计了一个轻量级的ＣＮＮ局部特征提取模块，以更低
的计算成本来获取这些冗余特征图。

Ｇｈｏｓｔ卷积结构如图５所示。Ｇｈｏｓｔ卷积首先使
用少量卷积核对输入特征图进行初步特征提取，然
后通过分组卷积操作对提取到的特征进行线性变
换，生成“冗余”特征［２０］。这些冗余特征通过低计算
成本的操作来补充网络所需的特征表达。最后，将
这些特征与初始特征进行拼接，得到最终的输出特
征图。

图５　犌犺狅狊狋卷积
犉犻犵．５　犌犺狅狊狋犮狅狀狏狅犾狌狋犻狅狀

　　局部特征提取模块［图３（ａ）］正是利用了Ｇｈｏｓｔ
卷积的这一特性。先使用少量卷积核进行初步特征提
取，再通过分组卷积生成“冗余”特征，在减少计算量和
参数的同时保持特征表达的完整性。该模块包含２个
堆叠的Ｇｈｏｓｔ模块和１个３×３的空洞卷积。原始输
入特征分为两部分，一路进行残差连接，另一路经过２
次Ｇｈｏｓｔ卷积提取冗余特征，中间加入空洞卷积以扩
大感受野，增强局部信息的提取能力。此外，模块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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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批归一化以加速收敛。前半部分使用ＲｅＬｕ防
止神经元不学习；后半部分则未使用激活函数，以保持
数据分布的一致性，加快模型收敛速度。
２３４　全局特征提取

自注意力机制通过对输入序列中任意两个位置之
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来获取全局关系，然而，需要计算每
个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相似度，并根据相似度进行
加权。当输入序列较长时，计算的复杂度呈平方增长，
增加了模型的计算负担，此外，自注意力机制在计算相
似度时无法明确指示模型关注哪些信息，可能导致模
型过度关注一些无关的细节。

受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轻量级网络架构［２１］和稀疏自注
意力机制启发，笔者针对上述问题设计了稀疏判别
自注意力机制（ＳＤＳＡ），旨在让网络重点关注剩余
油部位特征，并使用较少的参数对输入信息进行全
局建模。

图４（ｂ）为ＳＤＳＡ模块。与传统的ＶｉＴ模型不同
的是，ＳＤＳＡ模块通过１×１卷积进行升维，将输入特
征图像切割成多个块，并将这些“块”重新映射排列为
“令牌”序列，输入自注意力机制。然后，设计判别网络
来评估每个“令牌”的贡献度，并通过掩码机制筛选出
重要特征。最后，对筛选出的特征进行局部自注意力
计算，通过将全局信息扩散至局部区域，增强模型对有
效信息的关注。ＳＤＳＡ模块具体设计如下：

（１）特征图像拆分
对于输入的特征图犡犻∈犚犎×犠×犆，首先通过１×１

卷积进行升维，增强模型的表征能力和特征提取能力，
输出犡Ｇ∈犚犎×犠×犱。然后，将犡Ｇ切成犖个“块”，经过
将高维度数据展开为多个“块”的变换后得到犡Ｕ∈
犚犘×犖×犱。然后，对犡Ｕ在“块”维度进行拆分（图６），生
成犘个形状为［１，犖，犱］的序列犡狆∈犚１×犖×犱，每个序列
代表犖个“块”中相同位置元素的集合。生成序列在
与自注意力机制结合时，计算从原来的全局计算降为
局部计算。

图６　特征图像拆分示意
犉犻犵．６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犳犲犪狋狌狉犲犻犿犪犵犲狊狆犾犻狋狋犻狀犵

　　（２）判别自注意力机制计算（全局表达）
为了进一步降低自注意力机制的计算负担，笔者设

计了判别网络，对序列犡狆进行贡献度得分计算（图７），

并对贡献度得分较低的冗余特征进行掩码处理［２２］。
对输入特征序列犡狆在０维度进行挤压操作，去除空
间维度，生成待判别的二维权重序列犢狆∈犚犖×犱作为判
别网络的输入。构建ＭＬＰ网络，对输入序列进行一
次全连接计算，隐藏层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神经网络的
激活函数）进行非线性激活，再利用一次全连接计算输
出犖个节点的序列。最后，对ＭＬＰ输出的犖个序列利
用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每个“令牌”对类别
信息的贡献得分狊狀狆，进而得到权重得分序列犛狆∈犚犖×１。

图７　贡献判别网络
犉犻犵．７　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犱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狀狋狀犲狋狑狅狉犽

　　贡献判别网络的计算为：
犢狆＝［狔１狆，狔２狆，狔３狆，…，狔狀狆］　　 （６）

　　犈狀狆＝犫２＋犠２Ｓｉｇｍｏｉｄ（犠１犢狆＋犫１）（７）
狊狀狆＝ｅｘｐ（犈狀狆）／∑狀ｅｘｐ（犈狀狆） （８）
犛狆＝［狊１狆，狊２狆，狊３狆，…，狊狀狆］　　　 （９）

　　对权重得分序列犛狆进行筛选，利用掩码的方式对
无关令牌进行遮挡，设置超参数狕，将贡献度得分后１／狕
位置处的权重设置为负无穷，以便在计算注意力分数
时将其抑制为接近零的概率。考虑在到越往后的阶
段，特征图中每个像素所含的语义信息越多，需要保
留更多的特征信息，因此对于４个阶段的超参数狕分
别设置为２、２、４和４。经过掩码计算后得到的权重
序列为：

犛狆＿Ｍａｓｋ＝［－∞，狊２狆，狊３狆，－∞，…，狊狀狆］ （１０）
最终，将犛狆＿Ｍａｓｋ与原始序列犡狆相乘，保留显著区域。
笔者将第１阶段使用掩码运算和未使用掩码运算的单
通道特征图像进行可视化（图８），像素值的范围从
０到２５５，０对应黑色，２５５对应白色，因此暗色块的权
重低于亮色块。由图８可以发现，在未经过贡献判别
网络掩码运算的特征图中，网络耗费了大量的计算资
源用在背景区域，而经过笔者提出的贡献判别网络掩
码运算后，无关区域的权重明显降低，以此引导模型重
点关注有效的信息，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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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第１阶段特征图可视化
犉犻犵．８　犞犻狊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犪犵犲１犳犲犪狋狌狉犲犿犪狆

　　将经过掩码处理后的犘个序列分别传入自注意
力机制进行初步的全局表达运算，输出特征序列，进行
合并操作后得到特征图像犡ｇ∈犚犘×犖×犱。

（３）局部自注意力机制计算（局部扩散）
特征图像犡ｇ经过全局表达后，已经将显著区域

关联起来，但不同“块”之间的像素仅在对应位置处存
在联系，因而关联程度不高。显著区域“块”包含重要
信息，对分类的精度影响较大，加之对经过筛选的特征
图像进行计算的成本远小于对整个特征图进行自注意
力机制计算的成本，因此，需要对犡ｇ使用稀疏注意力
机制进行进一步特征提取。对全局表达输出的特征图
像犡ｇ在犘维度进行展开，将犛狆＿Ｍａｓｋ在犖维度拼接后
的权重序列与犡ｇ相乘，从而屏蔽非显著区域特征，输
出犡Ｇ：

犡Ｇ＝ｃｏｎｃａｔ（犛狆＿Ｍａｓｋ，犖）×　
　ｖｉｅｗ（犘×犖，犱，犡ｇ） （１１）

　　对犡Ｇ中的每个元素进行局部自注意力机制（ｌｏ
ｃａｌｓｅｌ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运算。设置超参数犽，每个“令牌”只
对周围１＋２犽范围内的“令牌”计算相关性，以此“令
牌”将全局关联扩散至局部，从而让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
器更好地关注有效的信息，实现对关键信息的进一步
增强。基于该方法的像素感受野效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全局特征感受野
犉犻犵．９　犌犾狅犫犪犾犳犲犪狋狌狉犲狉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犳犻犲犾犱

２３５　稀疏判别自注意力机制计算量分析
ＶｉＴ分支采用全局表达与局部扩散相结合的分步

计算策略，自注意力模块的计算量可分为两部分。全
局表达部分可表示为犖２×犘×犱，其中犖×犘代表原
始图像大小。经过掩码运算后，最终自注意力模块的
计算量可表示为：
犖２×犘×犱＝犠×犎狑×犺×１－１（ ）狕×犠×犎×

（１－１２）×犱＝
１－（ ）１２×犠×［ ］犎２

狑×犺 ×犱　（狕≠１）
（１２）

　　对于局部自注意力机制，每个元素与周围１＋２犽
个元素相联系，因此整个序列犖Ｌ个元素总的计算量
为（１－１／狕）×犠×犎×（１＋２犽）×犱，ＶｉＴ分支中自注
意力机制相关的计算量为犖２×犘×犱＋犖Ｌ×（１＋２×
犽）×犱，而传统的自注意力计算的复杂度为Ｏ（犖Ｌ２×
犱），计算量为［犠×犎×（１１／狕）］２×犱。为了更清晰地
反映计算量大小，去除相同变量犱并代入实验数据进
行计算。取狕＝２、犽＝２、狑×犺＝４，则ＶｉＴ分支的计算
量为００６２５（犠×犎）２＋２５犠×犎。在犠×犎较大
时，２５犠×犎可以看作偏置项，而传统自注意力机制
为０２５（犠×犎）２，约是笔者方法计算量的４倍，因此
笔者的方法更加轻量且高效。

３　实验应用
３１　实验环境及参数设置

笔者使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在ＰｙＣｈａｒｍ２０２２软件中
进行编程，ＧＰＵ采用１２ＧＢ显存容量的ＲＴＸ３０８０Ｔｉ
显卡。实验基于Ｐｙｔｏｒｃｈ１１２深度学习框架进行网络
模型的搭建、训练与测试，使用ＣｒｏｓｓＥｎｔｒｏｐｙＬｏｓｓ作
为训练时的损失函数，采用随机梯度下降（ＳＧ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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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网络模型，应用余弦退火算法来调整学习率，初始
学习率设置为００２。模型迭代的次数设置为２００，批
大小设置为１６。为了避免迭代过程中存在多个拥有
相同数据的批大小，每次训练前对数据集进行随机打
乱，可以有效加快模型收敛的速度。
３２　数据集及评价指标

由于冷冻制片荧光显微镜技术成本昂贵以及采集
的图片存在保密性等原因，导致微观剩余油相关的公
共数据集十分稀缺，从网络中爬取的微观剩余油图像
存在清晰度低、色彩昏暗、质量差等问题，与实际场景
中微观剩余油分布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容易对剩余油
的分类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利用荧光显微
镜对剩余油的冷冻制片在不同视域和光照强度下进行
拍摄，人工截取不同类型的剩余油图像，构建了一个新
的数据集。剩余油数据集由６种共计５４５０张微观剩
余油图像组成（表２），其中一部分来自筛选后的网络图
像。首先将图像分辨率调整为２５６×２５６，再按７∶２∶１
的比例划分成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表２　剩余油数据集组成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犿犪犻狀犻狀犵狅犻犾犱犪狋犪狊犲狋

分组 类别 拍摄图像
截取量

网络图像
截取量

１ 孔表薄膜状 ８２３ ９０
２ 角隅状 ９４１ １００
３ 颗粒吸附状 ６７８ ８０
４ 簇状 ８５７ ５０
５ 狭缝状 ８６４ ９０
６ 粒间吸附状 ８２７ ３０

　　在实验图像的分类任务中，常用Ｔｏｐ１准确
率（犘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精确率（犘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召回率（犘ｒｅｃａｌｌ）和Ｆ１
分数（犛Ｆ１）作为评估模型性能的指标。此外，引入
参数量Ｐａｒａｍｓ、浮点运算数ＦＬＯＰｓ和画面数来辅

助评价模型的运行效率。犘ａｃｃｕｒａｃｙ即正确预测样本数
的比例：
犘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狀ＴＰ＋狀ＴＮ）／（狀ＴＰ＋狀ＦＰ＋狀ＦＮ＋狀ＴＮ）

（１３）
　　犘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表示在模型预测的正类样本中，实际为正
类的比例：

犘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狀ＴＰ／（狀ＴＰ＋狀ＦＰ） （１４）
　　犘ｒｅｃａｌｌ是模型对实际正类样本的捕获能力，即实际
正类样本中被正确预测为正类的比例：

犘ｒｅｃａｌｌ＝狀ＴＰ／（狀ＴＰ＋狀ＦＮ） （１５）
　　犛Ｆ１结合了精确率和召回率，通过二者的调和平均
数来衡量模型在正类预测中的整体表现：

犛Ｆ１＝２犘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犘ｒｅｃａｌｌ／（犘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犘ｒｅｃａｌｌ）（１６）
　　对于剩余油图像的多分类任务，笔者采用宏平
均（ｍａｃｒｏ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对模型的整体性能进行评估。宏
平均方法通过分别计算每个类别的精确率、召回率和
Ｆ１分数，然后对所有类别的结果进行算术平均，得到
平均精确率、平均召回率和平均Ｆ１分数，可以有效避
免类别不平衡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模型在不同类别上
的表现。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３１　主流模型对比实验

为验证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有效性，笔者将其与目前高
效且轻量的网络模型进行了比较。算法类型分为基于
ＣＮＮ的方法、基于ＶｉＴ的方法和基于ＣＮＮ与ＶｉＴ混合
的方法，具体的网络架构为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ｔＶ２Ｓ［２３］、Ｍｏ
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２４］、ＭｏｂｌｉｅＮｅｔＶ３Ｓ［２５］、ＳｈｕｆｆｌｅＮｅｔＶ２＿１５［２６］、
ＶｉＴＢ、ＣｒｏｓｓＶｉＴＳ［２７］、ＳｗｉｎＴ［２８］、ＢｉＦｏｒｍｅｒＳ［２９］、
ＣＶＴ［３０］、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Ｓ、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３１］以及笔者的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１２种网络架构在微观剩余油数据集
的分类结果见表３。

表３　算法在剩余油数据集的性能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狉犲犿犪犻狀犻狀犵狅犻犾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算法类型 网络架构名称 Ｔｏｐ１准确率／％平均精确率／％平均召回率／％平均Ｆ１分数／％参数量／１０６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ｔＶ２Ｓ ９４１２ ９３９８ ９３９２ ９３８３ ２１４６

ＣＮＮ 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 ９３５７ ９３６８ ９３９２ ９３７０ ３５０
ＭｏｂｌｉｅＮｅｔＶ３Ｓ ９１２４ ９１２６ ９０１７ ９０５２ ２５４
ＳｈｕｆｆｌｅＮｅｔＶ２＿１５ ９２３７ ９２７８ ９２７８ ９１８５ ３５０

ＶｉＴＢ ９１０９ ９１２２ ８９９８ ９０３８ ８６４２
ＶｉＴ ＣｒｏｓｓＶｉＴＳ ９４４１ ９４１７ ９３９２ ９３７１ ２６７０

ＳｗｉｎＴ ９３３９ ９３１５ ９２２５ ９２３７ ２８２７
ＢｉＦｏｒｍｅｒＳ ９４９４ ９４５８ ９４６３ ９４２６ ２５５０
ＣＶＴ ９２５７ ９２４０ ９２０６ ９２１４ ２０１０

ＣＮＮ与
ＶｉＴ混合

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Ｓ ９３７３ ９３９４ ９２０２ ９２５８ ５０２
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 ９４７８ ９４８９ ９４１０ ９４３９ ９４６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 ９５０７ ９５３７ ９４２１ ９４５４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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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ＣＮＮ相比，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Ｔｏｐ１准确率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ｔＶ２Ｓ、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ＭｏｂｌｉｅＮｅｔＶ３Ｓ和
ＳｈｕｆｆｌｅＮｅｔＶ２＿１５分别提升了０９５％、１５０％、
３８３％和２７０％，参数量略微高于目前轻量级的
ＣＮＮ；相较于纯ＶｉＴ网络架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由于引入
多层级下采样结构，参数量大幅度下降，其Ｔｏｐ１准
确率较ＶｉＴＢ、ＣｒｏｓｓＶｉＴ、ＳｗｉｎＴ和ＢｉＦｏｒｍｅｒＳ分别
提升３９８％、０６６％、１６８％和０１３％；对于同类型的
混合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Ｔｏｐ１准确率较ＣＶＴ、Ｍｏ
ｂｉｌｅＶｉＴＳ和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分别提升２５％、１３４％和
０２９％，参数量分别下降１５９８×１０６、０９０×１０６和
５３４×１０６，在平均精确率、平均召回率和平均Ｆ１分数
上均高于其他网络。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主流分类
网络相比较，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能够通过较低的运行成本
获得更高的分类准确率。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在测试集中的预测结果如图１０所
示。从图１０可以看出：模型在颗粒吸附状方面的精确
率表现突出，达到９８６８％，显著优于其他类型；在召
回率方面，簇状剩余油的表现最佳，达到９８１２％；在
Ｆ１分数指标中，对颗粒吸附状和簇状剩余油的分类效
果依旧领先其他类型。模型对角隅状和粒间吸附状剩
余油的分类效果相对较差。

图１０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法在每一类剩余油上的识别性能对比
犉犻犵．１０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狅狀犲犪犮犺狋狔狆犲狅犳狉犲犿犪犻狀犻狀犵狅犻犾狊

　　基于图１１的混淆矩阵可以进一步分析分类结果。
粒间吸附状剩余油较多地被误分为簇状，而角隅状剩
余油则较多地被误分为狭缝状。结合表１的剩余油形
态对比可以发现，粒间吸附状与簇状剩余油的结构较
为相似，狭缝状与角隅状剩余油的颜色和形态也较为
接近。因此，模型在分类时容易混淆这些相似结构的
类别。此外，模型在预测过程中偏向数据量较大且易
于划分的类别，对于数据量较少且结构复杂的类别，例

如粒间吸附状剩余油，模型的准确率受到数据类别不
平衡的影响，导致分类效果较差。这说明在处理复杂
且数据量较少的类别时，模型的泛化能力有所不足。

图１１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预测结果的混淆矩阵
犉犻犵．１１　犆狅狀犳狌狊犻狅狀犿犪狋狉犻狓狅犳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

３３２　主流模型对比实验可视化分析
结合各模型在剩余油测试集上的分类性能对

比（图１２）可以发现，相较于ＣＮＮ，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
Ｔｏｐ１准确率大幅提升，而对于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
器和ＣＮＮ与ＶｉＴ的混合架构，笔者的方法在显著降
低参数量的情况下可提升分类准确率，表现出突出的
综合性能。

图１２　各类模型的分类性能对比结果
犉犻犵．１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犿狅犱犲犾狊

　　为进一步分析模型的特征提取能力，笔者采用梯
度加权类激活映射（ＧｒａｄＣＡＭ）算法对网络最后一层
的特征图进行了可视化实验。通过与主流模型的特征
可视化图像（图１３）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１）ＣＮＮ侧重于局部特征的提取，例如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ｅｔＶ２通过引入更深、更宽的网络结构和更多的特征提
取层，对图像中的剩余油区域聚焦性更强。从图１３（ｂ）
可看出，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ｔＶ２能够精准定位剩余油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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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模型的注意力可视化结果
犉犻犵．１３　犃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狏犻狊狌犪犾犻狊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狊

区域，但由于感受野受限，忽视了鉴别图像类别的其他
关键区域。
　　（２）相较于ＣＮＮ，ＶｉＴ网络架构具有较强的全局
特征学习能力。如ＳｗｉｎＴ通过窗口注意力机制在保
持局部依赖性的前提下，扩大了模型的感知范围，但对
于需要全局上下文信息才能正确分类的图像，模型可
能难以建立长距离的依赖关系，导致模型在处理复杂
结构的图像时性能下降。在对颗粒吸附状剩余油分类
时，由于剩余油呈零散分布，ＳｗｉｎＴ的窗口难以建立
长距离关联，丢失大量全局信息。

（３）混合型网络架构很好地综合ＣＮＮ和ＶｉＴ的
优势，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和Ｆａｓｔｖｉｔ依赖ＣＮＮ提取局部信息
的能力，使得ＶｉＴ部分可以围绕ＣＮＮ定位的区域进
行全局特征提取，令剩余油显著区域被全局注意力覆
盖。但当提取的局部信息较多时，ＶｉＴ关注的区域就

会遍布整个图像，导致网络学习到大量无关特征信息，
造成注意力退化及计算量倍增等问题。

（４）笔者提出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模型充分结合了
ＣＮＮ和ＶｉＴ的优点，并在捕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重
点增强局部特征区域。同时，得益于判别网络去除无
关背景的影响，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提取的全局特征紧紧围绕
在剩余油区域附近，使网络得以集中注意力关注有效
信息。
３３３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与现有分类方法对比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与现有的微观剩余油识别方法进
行对比（表４），在识别精度和智能化水平上取得了显
著提升。传统方法依赖人工分类，不仅效率低下，还容
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基于机器学习的分类方法尽
管可提高识别精度，但通常需要设计特定的分类算法，
泛化能力较弱。现有的深度学习方法多采用先分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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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法与现有方法的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犔犔犌犉狅狉犿犲狉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

方法 划分依据 识别方法 准确率／％参数量／１０６ 来源

人工方法
形成机理以及最终存在的状态 人工判别 文献［２］
形成机理以及最终存在的状态 根据油、水、岩石的灰度

差异进行二值化处理 文献［５］
圆形度、凹度、长宽比、最小Ｆｅｒｅｔ直径、周长 ＫＮＮ算法 ９０８ 文献［７］机器学习

方法 偏心率、形状因子、长宽比、联通孔隙系数 多叉判决树 ９０ 文献［６］
荧光颜色、形状 边缘检测法、加权随机森林 ７８２ ＞１００ 文献［８］

圆形度、长宽比、矩形度、凹度、偏心率 ＢＰ神经网络分类器 ８４１ 文献［１６］

深度学习
方法

油状类型 ＤｅｅｐＬａｂＶ３＋分割，
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分类 ９１８ ＞６０ 文献［３２］

多维度多尺寸的特征信息 ａｃｇａｎ数据增强、ＶＧＧ分类 ９２ ＞１４３ 文献［９］
形成机理以及最终存在的状态 ＣＮＮ与ＶｉＴ混合模型

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 ９５０７ ４１２ 本文

分类的双阶段识别方式，虽较机器学习方法有所改进，
但仍存在计算复杂度高的问题。相比之下，ＬＬＧ
Ｆｏｒｍｅｒ网络架构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分类精度，还通过
轻量化设计实现了高效的特征提取与融合，显著减少
了模型的计算量，满足了实际应用中对轻量化部署的
需求。
３３４　拓展对比实验

为了验证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网络架构的适用性和有效
性，笔者选用南京大学火成岩教学薄片照片数据集［３３］

与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数据集［３４］进行拓展实验。火成岩教
学薄片数据集的图像背景环境与微观剩余油数据集具
有一定相似性，其中包含４０种不同类型的岩石，经过
数据增强处理后，共有５８３２张图像；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
数据集含有２００种鸟类，１１７８８幅图像。对以上数据
集按７∶２∶１的比例划分成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采用多种评价指标，所有方法均在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训练。

从算法在公开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结果（表５）
和评价指标得分曲线（图１４）可知：在分类精度方面，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法在两个公共数据集数据上的Ｔｏｐ１准
确率相较ＣＮＮ和ＶＩＴ类算法都有明显提升；与同类
型中性能较为优异的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网络架构相比，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在两个数据集上的Ｔｏｐ１准确率分别提
升了０６７％和０６５％，平均精确度、平均召回率和平
均Ｆ１分数均高于其他模型。在运行效率方面，ＬＬＧ
Ｆｏｒｍｅｒ与最轻量的ＣＮＮ类型的网络架构存在一定
差距，但与当前的ＶｉＴ类型和混合类型的网络架构相
比，仍保持较高的效率；其浮点运算数仅为１６８×
１０９，画面数仅略低于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Ｓ和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
但远高于其他ＶｉＴ类型和部分混合类型的网络架构，
展现出了良好的运行性能和计算效率。
　　实验结果表明，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网络架构不仅在剩余
油数据集上表现出色，在处理其他较高复杂性数据集
时同样拥有强大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
３３５　消融实验

为了验证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网络架构中不同模块的有
效性，笔者在自制剩余油数据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消
融实验。消融实验的具体数据见表６。

表５　算法在公开数据集性能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算法类型 网络架构
火成岩数据集 ＣＵＢ２００２０１１数据集 运行效率

Ｔｏｐ１准
确率／％

平均精
确率％

平均召
回率／％

平均Ｆ１
分数／％

Ｔｏｐ１准
确率／％

平均精
确率／％

平均召
回率／％

平均Ｆ１
分数／％

浮点运算
数／１０９

画面数／
（帧／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ｔＶ２Ｓ９５８１ ９６５０ ９５６３ ９５４０ ８９２６ ８９３９ ８９２６ ８９２７ ２８９ ５７３２
ＣＮＮ 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 ９４０１ ９５６０ ９３８７ ９３２７ ８８３５ ８８５２ ８８３８ ８８３９ ０４２ ４８７０

ＭｏｂｌｉｅＮｅｔＶ３Ｓ ９２８１ ９３９２ ９２６２ ９２４２ ８６７８ ８７０４ ８６８７ ８６８７ ００８１２０７６
ＳｈｕｆｆｌｅＮｅｔＶ２＿１５９４５７ ９５９３ ９４３７ ９４２０ ８７３７ ８７７０ ８７５０ ８７５２ ０４０１１４５８

ＶｉＴＢ ９５８４ ９６９３ ９５７５ ９５６７ ８７９７ ８８１０ ８７９３ ８７９５ １６８６ ３５２０
ＶｉＴ ＣｒｏｓｓＶｉＴ ９５３５ ９６３７ ９５７５ ９５５３ ９０１２ ９００９ ９０２１ ８９９６ ５０８ ５２０２

ＳｗｉｎＴ ９３９１ ９５００ ９３８７ ９３６４ ８９８５ ８９９３ ８９８１ ８９８０ ７１１ ５３６８
ＢｉＦｏｒｍｅｒＳ ９５０８ ９６０４ ９５００ ９４９９ ９０７３ ９０８８ ９０７３ ９０７４ ４２０ ３５４０
ＣＶＴ ９４４５ ９５８０ ９４３７ ９３９０ ９０５５ ９０７３ ９０５７ ９０５８ ６０３ ４４８８

ＣＮＮ与
ＶｉＴ混合

ＭｏｂｉｌｅＶｉＴＳ ９４１２ ９４７５ ９３８７ ９３６３ ９０３７ ９０４３ ９０３１ ９０３２ １８２ ６９３６
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 ９５９４ ９６８８ ９６２５ ９６０８ ９１１８ ９１２４ ９１１０ ９１１２ １８４ ７５２２
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 ９６６１ ９７５４ ９６８８ ９６７７ ９１８３ ９２０１ ９１８８ ９１８９ １６８ ６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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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不同模型在公共数据集上的性能指标对比
犉犻犵．１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犿犲狋狉犻犮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狊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表６　消融实验定量评估
犜犪犫犾犲６　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狊狅犳犪犫犾犪狋犻狅狀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

实验
编号 方法 Ｔｏｐ１准确率／

％
平均精确率／

％
平均召回率／

％
平均Ｆ１分数／

％
参数量／
１０．６

浮点运算数／
１０９

画面数／
（帧／ｓ）

实验１ 基准网络 ８９９２ ９０７９ ８９７５ ８９９３ ４４８４ １７０１ ７３３１
实验２ 基准网络＋局部特征提取 ９２３１ ９２９２ ９２０２ ９２２７ １５８３ ０４８７ ８２８１
实验３ 基准网络＋全局特征提取 ９３４５ ９３３３ ９２２５ ９２５６ ４１７１ １５８４ ７０５５
实验４基准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 ９４６３ ９４２９ ９３９２ ９４０１ ４６５０ １７７２ ６５５５
实验５基准网络＋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

边缘感知增强模块 ９５０７ ９５３７ ９４２１ ９４５４ ４７１７ １７８４ ６１５９

　　实验１采用多层级下采样方式构造四阶段的基准
网络，每个阶段采用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器进行全局特
征建模，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器的深度设置为［２，２，５，２］。
实验２和实验３基于基准网络，分别将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编码器替换为笔者提出的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的局部
特征提取分支和全局特征提取分支，Ｔｏｐ１准确率较
实验１分别提升了２３９％和３５３％，参数量和浮点运
算数均有所下降，表明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的两个分
支均可有效识别微观剩余油类型。实验４在基准网络
的基础上，将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编码器替换为ＬＬＧ
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使用通道拼接再卷积降维的方法对局
部特征提取分支和全局特征提取分支输出的特征图进
行融合，Ｔｏｐ１准确率较实验１提升了４７１％，参数
量和浮点运算数变动较小，但画面数（ＦＰＳ）下降了近

８帧／ｓ，这归因于网络使用多分支结构并大量使用特
征融合，使得模型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从显存中读写
数据，ＧＰＵ的算力未得到充分利用。尽管如此，笔者
提出的方法依旧具有较快的识别速度，可以满足实
时分类的要求。实验５在实验４的基础上，在模型
的每个阶段引入边缘感知增强模块，在不影响模型
计算和运行效率的情况下，精度提升了０３４％。这
表明，边缘感知增强模块能有效增强特征图的边缘
细节信息并扩大感受野，提升模型对图像的局部特征
提取能力。

笔者利用消融实验训练得到的权重文件来处理狭
缝状、粒间吸附状和角隅状这３类剩余油图像，使用
ＧｒａｄＣＡＭ算法输出特征热力图（图１５），颜色越深表
明权重越大，关注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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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消融实验结果的注意力可视化
犉犻犵．１５　犃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狏犻狊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犫犾犪狋犻狅狀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狊

　　从消融实验不同阶段的可视化热力图（图１５）中
可以看出，单独添加局部特征提取后，模型能够精准定
位关键特征。当引入全局特征提取后，模型的关注区
域明显扩大，相较于实验１减少了对无关区域的关注。
当同时添加全局与局部特征提取模块时，模型在重点
识别局部区域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周围关键特征的检
测。在实验５中，当添加边缘感知增强模块后，狭缝状
和粒间吸附状剩余油中的微小颗粒边缘特征更加清
晰，表明局部特征提取模块显著提升了模型对复杂结
构的感知能力。

４　结　论
（１）提出了基于ＣＮＮ和ＶｉＴ的微观剩余油分类

方法，融合局部与全局特征，显著提高了分类精度。在
自建的剩余油数据集上，Ｔｏｐ１准确率达到９５０７％，
较现有最优方法提升了３０７％，且模型参数量和计算
复杂度均大幅降低。

（２）设计了边缘感知增强模块和贡献判别网络，
增强了模型对图像边缘细节和关键特征的提取能力。
通过全局表达和局部扩散策略，模型以较低的计算代
价实现了关键特征的高效提取，画面数满足实时应用
的需求，适合部署在资源受限的设备上。

（３）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进一步优化。
受数据集的规模和多样性限制，模型在其他领域或不同
剩余油数据集上的泛化能力可能受限。此外，在处理数
据量较少且结构复杂的类别时，性能有待提升，且与同
类型中性能较为优异的ＦａｓｔＶｉＴＳ１２网络架构相比，处

理的画面数偏低。未来将针对模型压缩与加速、数据
集扩展与多样化、处理类别不平衡等问题展开研究，以
提升ＬＬＧＦｏｒｍｅｒ的能力，拓展其应用领域。

符号注释：狀—任一阶段；犔狀—第狀个阶段中ＬＬ
ＧＦｏｒｍｅｒ数据块的堆叠深度，堆叠深度犔１、犔２、犔３和
犔４分别取值２、２、５和２；犡—模型输入的原始图像；
犚—实数域；犎—图像的高度；犠—图像的宽度；犆—图
像的通道数；犉（狓，狔）—输入的ＲＧＢ色彩模式图像；
狓∈犚犠、狔∈犚犎—图像的宽和高的坐标；犳（狓，狔）—灰度
化后的图像；犌狓、犌狔—灰度图像犳（狓，狔）在水平方向和
垂直方向的梯度；犌狓狔—每个像素的近似梯度值；犣—通
过边缘检测后的边缘特征图像；ＤＣｏｎｖ—３×３的空洞
卷积；ＲｅＬｕ—线性整流函数；犡ｉｎ—边缘增强后的图
像；犡犻—边缘增强模块最终输出的特征图像；犙—查询
向量，用来表示当前处理的输入序列中的某个位置的
特征；犓—键向量，表示与查询相关联的特征或上下文
信息，用来与犙进行匹配和计算相似度；犞—值向量，
表示与犓相关的实际信息；Ｓｏｆｔｍａｘ—激活函数；犙·
犓Ｔ—犙和犓的点积，表示两个向量的相似度；犱犽—犙
和犓的维度；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犙，犓，犞）—通过计算犙与犓
的相似度生成权重，并用这些权重加权得到最终的输
出；犡Ｇ—升维后输出的特征图像；犱—通道数；犡Ｕ—经
过高维度数据展开变换操作后的特征图像序列；犺—
“块”的高；狑—“块”的宽；犘—每个“块”的大小，犘＝
犺×狑；犖—“块”的数量，犖＝犎×犠／犘；犡狆—生成的
序列，每个序列代表犖个“块”中相同位置元素的集
合；犢狆—输入判别网络的二维权重序列，去除空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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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狔狀狆—序列犢狆中的第狀个分量；狆—第狆个序列的
索引；Ｓｉｇｍｏｉｄ—神经网络的激活函数；犛狆—权重得分
序列；狊狀狆—第狆个样本在不同位置的得分；犠１、犠２—判
别网络中的权重矩阵；犈狀狆—第狆个样本在第狀个位置
的输出值；犫１、犫２—偏置项；狕—掩码机制中的超参数；
犛狆＿Ｍａｓｋ—掩码计算后的贡献得分序列；犡ｇ—经过全局
自注意力机制处理后的特征图像；ｃｏｎｃａｔ—拼接操作；
犡Ｇ—经过拼接操作和重新排列后得到的特征图像；
ｖｉｅｗ（犘×犖，犱，犡ｇ）—对特征图犡ｇ进行视图变换，将
其展平为一个新的维度，犘×犖代表原始图像大小；
犽—超参数；犖Ｌ—经过掩码后的序列长度；Ｏ（犖Ｌ２×
犱）—大Ｏ表示法，描述算法的计算复杂度；犘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准确率；犘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精确率；犘Ｒｅｃａｌｌ—召回率；犛Ｆ１—Ｆ１分
数；狀ＴＰ—真实正类且预测为正类的样本数量；狀ＦＮ—真
实正类但预测为负类的样本数量；狀ＦＰ—误将负类预测
为正类的样本数量；狀ＴＮ—真实负类且预测为负类的样
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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