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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技术应用 200 例》

应用于视频判读的图像阈值分割方法研究
An Study of Threshold ing Methods for Im age Segm enta tion in Video In terpre ta tion

(兰州理工大学)徐志刚 朱红蕾 张秋余 谢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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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 文 说 明 了 视 频 判 读 的 基 本 工 作 原 理 , 分 析 了 在 判 读

过 程 中 应 用 到 的 几 种 阈 值 分 割 方 法 的 原 理 、 性 能 和 对 判 读

的 影 响 , 并 提 出 了 一 种 实 用 的 阈 值 分 割 方 法 , 结 合 实 际 应 用

对 提 出 的 方 法 进 行 了 比 较 验 证 , 说 明 了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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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ind of practical thresholding method for image seg-
mentation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 the es-
sential of video interpretation is presented as well. The principle
,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f the Thresholding Methods for Image
Segmentation that are applied to video interpretation are ana-
lyzed. Finally, the processing results of methods are compared
and verified.
Keywords: video interpretation, thresholding,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前言

光学测量是我国靶场主要的外部测量手段之一。

而视频图像记录判读系统是靶场光测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视频判读, 是指利用光学测量等手段, 在对飞

行器等运动目标进行实时跟踪 , 并对跟踪过程中的目

标图像、测角和时间等信息进行记录的基础上 , 获取

目标的脱靶量、漂移量等参数的过程。视频判读可分

为自动判读和半自动判读。自动判读 , 是通过初始几

帧的人工引导 , 然后通过计算机来自主完成后继各帧

图像中目标参数的获取。而半自动判读则是通过人工

使用鼠标控制显示器上的十字丝 ( 游标 ) 对每帧图像

中被判目标的边缘进行精确瞄准 , 再由计算机自动进

行坐标测量和转换 , 获得目标的脱靶量数据。在对目

标进行实时测量时 , 限于条件 , 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通常不高。采取事后数据判读处理方式 , 却可以使用

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 , 获得更好的测量结果。因此研

究视频判读中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以提高视频判读的

效率和判读精度有重要意义。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目标脱靶量、漂移量等参数 ,

在视频判读过程中 , 需要对序列图像进行一系列的处

理 , 如图 1 所示。其中对序列图像进行二值化操作是

必要的。图像二值化效果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了后继的

目标特征选择与提取。为了得到较理想的二值图像 ,

一般采用阈值分割技术来进行处理。阈值分割方法根

据选取分割阈值数目的不同可分为全局阈值法和自

适应阈值分割法。本文主要就是对视频判读中所应用

到的阈值分割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并提出了一种实用

的阈值分割方法。通过在视频判读中的应用 , 验证了

方法的有效性。

1 全局阈值分割法

全局阈值分割方法是指采 用固定的阈 值对整帧

图像进行分割。经典的阈值选取以灰度直方图为处理

对象。以图像的直方图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有最优阈值

分割法、迭代阈值分割法、一维最大熵分割法等。另外

还有二维最大熵分割法、类间方差阈值分割法、模糊

阈值分割法、区域生长法、共生矩阵分割法等。

在视频判读中, 考虑到分割算法的空间复杂度和

时间复杂度 , 以及算法的鲁棒性 , 通常采用以下两种

方法:

1.1 最优阈值分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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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技术应用 200 例》

中 , 自适应阈值分割一般用于半自动判读中 , 但也可

用于自动判读中对部分帧的处理。

3 实 用 的 结 合 数 学 形 态 学 的 阈 值 分

割方法

视频判读中 , 所记录的目标情况比较复 杂 , 既有

目标背景干扰少 , 图像较清晰的情况 , 也有目标背景

较复杂 , 图像受噪声干扰较大的情况。这给自动判读

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带来了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 , 采用了一种 改进的自动 判读方

法: 首先 , 在对图像经过去噪和增强处理后 , 利用图像

直方图进行判别。若直方图呈双峰状态则利用最优阈

值法( 迭代阈值分割法) , 否则就利用自适应阈值法对

图像进行分割。分割后的二值图像里面可能仍存在噪

声 , 不是理想的图像。这些噪声可能是目标边缘的小

突起或毛刺 , 也可能是目标与背景之间的搭接。对于

这种情况 , 再运用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方法 , 可以较

好地实现清晰边界的提取。

数学形态学常用的四种基本运算是腐蚀( 收缩边

界) 、膨胀( 扩张边界) 、开运算( 平滑边界 , 切断细长连

接 , 消除孤立毛刺) 和闭运算 ( 平滑边界 , 连接短的间

断, 填充小孔) 。二值形态学中的运算对象是集合 A( 图

像集合) 和集合 B( 结构元素) 。为滤除噪声, 选择合适

的结构元素尺寸 , 先用开运算去掉小突起和颗粒 , 再

用闭运算把里面的小孔填满, 即

从而得到一幅基本滤除了噪声的图像。然后 , 可

以利用合适的( 如 3×3) 原点在中心的结构元素进行如

下的运算:

来提取到较好的目标边界。

其次 , 对经过上述处理的二值化图像 , 用 人工方

式圈定目标 , 然后采用质心跟踪或相关跟踪等跟踪方

法在波门圈定的范围内搜索目标的位置。经过最初几

帧的搜索后 , 利用智能外推算法预测出下一帧图像中

目标的大概位置 , 同时自动修正跟踪区域 , 缩小跟踪

波门 , 完成目标的跟踪与测量 , 获得目标的脱靶量 , 实

现自动判读。

实践证明 , 在自动判读中采用的结合数学形态学

的阈值分割方法有效地降低背景和噪声对目标判读

的干扰。与传统的半自动判读方法相比较 , 大幅度提

高了判读效率和可靠性。

4 实验分析

下面是一次实验中拍摄的 视频序列图 像中的一

帧 , 图像受到随机噪声的污染。图 4- 8 分别是利用文

中提到的不同方法对该帧图像进行了处理。由于图像

直方图呈双峰状态 , 利用最优化阈值分割不可避免的

使部分属于目标的部分被当作背景。利用迭代阈值分

割法和本文提出的方法 , 可以较好的实现图像分割。

而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在清晰提取目标的情况

下最大限度地排除背景的干扰 , 达到清晰分割的目

的。但也必须注意到, 在处理的过程中, 本文提出的方

法并没有把保持目标边缘的因素考虑进去。因此今后

研究的方向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加入保持目标边缘

的成分, 以保证判读达到更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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