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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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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作为一种网络安全手段，被广泛应

用于网站注册、登录等场景，用于区分人

类用户和机器行为，防止恶意攻击和自动

化操作。

验证码的作用

随着验证码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复杂性和

多样性不断增加，给传统的验证码识别技

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验证码识别的挑战

深度学习技术通过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的运

作方式，能够自动学习和提取图像中的特

征，为验证码识别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深度学习在验证码识别中的应用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01
国内在验证码识别技术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深度学习的验证码识别技术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国外研究现状02
国外在验证码识别技术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

术体系。近年来，国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基于深度学习的验证码识

别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发展趋势03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基于深度学习的验证码识别

技术将更加成熟和普及。同时，随着验证码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升级，验

证码识别技术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验证码图像进行自动识别和分类。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和优化模型、测试模型性能等。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高验证码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降低人工识别的成本和错误率，为网站

安全和用户体验提供保障。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学习技术中的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进行验证码识别。具体方法包

括：数据预处理、模型构建、模型训练、模型测试等步骤。同时，本研究还将采用对比实

验等方法，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和优化。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验证码识别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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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CAPTCHA）
全称为“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公开图灵测试”，是一种用于区分用户是

否为人类的技术手段。

作用
防止恶意攻击者使用自动化工具进行批量操作，保护网站或应用的安全。

验证码的定义与作用



传统方法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如边缘检测、

色彩分割、字符切割等，对验证码

进行识别。

对图像质量要求高
传统方法在处理模糊、扭曲或含有

噪声的验证码时效果较差。

无法应对复杂验证码
对于包含多种字符类型、背景干扰

或动态变化的复杂验证码，传统方

法往往难以应对。

泛化能力不足
传统方法通常针对特定类型的验证

码设计，泛化到新类型验证码时性

能下降。

传统验证码识别方法及局限性



深度学习在验证码识别中的应用

卷积神经网络（CNN）

利用CNN强大的图像特征提取能力，对验证码图像进行逐层卷积、池
化等操作，提取出高级抽象特征，用于后续的识别任务。

循环神经网络（RNN）

针对序列型验证码，如滑动拼图、点击验证等，RNN可以处理变长序
列输入，捕捉序列中的时序依赖关系。

生成对抗网络（GAN）

通过生成器和判别器的对抗训练，生成与真实验证码相似的样本，用
于扩充训练集或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迁移学习

利用在大规模图像数据集上预训练的模型，迁移至验证码识别任务中，
加速模型收敛并提高性能。



基于深度学习的验证码识
别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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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模型

采用深度学习模型进行验证码

识别，主要包括卷积神经网络

（CNN）和循环神经网络

（RNN）两部分。

02

模型输入

将验证码图片作为模型输入，

经过一系列卷积、池化、全连

接等操作，提取图片特征。

03

模型输出

输出识别结果，即验证码对应

的字符序列。

模型整体架构设计



01
输入层设计

02
数据预处理

将验证码图片转换为固定大小的灰度图像作为输入，同时可以进行数

据增强，如旋转、平移等操作，增加模型泛化能力。

对输入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像素值缩放到0-1之间，去除背景噪

声等干扰因素。

输入层设计及数据预处理



使用多个不同大小的卷积核进行卷积操

作，提取图像中的局部特征。

卷积层

采用ReLU等激活函数增加模型非线性

表达能力。

激活函数

通过最大池化或平均池化等操作降低特

征维度，减少计算量。

池化层

随机丢弃一部分神经元，防止模型过拟

合。

Dropout层

卷积神经网络（CNN）层设计



利用RNN对序列数据的处理能力，

对CNN提取的特征序列进行建模。

RNN层

采用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或

门控循环单元（GRU）等变体解

决RNN的长期依赖问题。

LSTM或GRU

循环神经网络（RNN）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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