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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粒子图像测速技术（012）引入水流研究的历程，结合近 $" 年来图像技术的应用及发展

情况，讨论了将图像技术应用到流场及河势测试中的图像识别、边缘检测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进展，

并对相关的测试理论进行了探讨 /指出，对河工模型表面流场测量中的图像畸变矫正、示踪粒子在三

维水流中的跟随性、浑水条件下表面流场的测量以及河势的实时自动提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将图像技术获得的流场、河势信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实现实时混合模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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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流研究主要采用图像处理技术中的粒子图像测速技术 012（456789:; 8<5=; >;:?98<;76@）/ 012 技术

本质上是流场显示技术的新发展［$!’］/流场显示技术是试验流体力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表征流场特

征的不可见信息，借助于光学等特殊显示技术，变成可以直接进行观察的流动图案，把流动的某些性质加以

直观显示，从而提供直观的瞬时全场的流动信息，但其很难提供详细的定量结果 /随着人们对瞬态流场测试

和了解流动结构的需要，自 !" 世纪 *" 年代初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各种定量流动显示的方法和手

段，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流动显示技术结合光学、图像处理及计算机技术，将流场显示所获得的定性

图像推向定量化 / 012 技术就是在传统流动显示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流动

测量技术 / 012 技术综合了单点测量技术和显示测量技术的优点并克服了其技术弱点，既具备了单点测量技

术的精度和分辨率，又能获得流场显示的整体结构和瞬态图像 /
传统的流动测速仪器主要有：毕托管、微型旋桨流速仪、热线流速仪、超声波测试技术、激光流速仪 /但上

述测量仪器都是单点测量，与它们相比，012 技术是一种无干扰、瞬态、全流场的速度测量方法，同时由全流

场的速度信息可以得到其他物理量信息，如流线图谱、压力场和涡量场等 / 012 技术克服了以往流场测试中

单点测量的局限性，能够进行瞬态流场的测试，使得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在流体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迄今

为止，在二维全场测速技术中，012 技术是最成熟的一种新技术，已迅速变为测速的标准方法，其产品已走向

市场，如美国的 .A1 公司、德国的 B5>8C8?D 公司以及丹麦的 E5D7;9 公司均有成套产品推出，国内也有 012 技术

的研究成果，如天地立方公司就致力于商业 012 技术的研发 /
近年来，012 技术在实体河工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实体河工模型主要用于对原型所反映出来

的自然现象进行反演、模拟和试验，从而揭示原型的内在规律，是解决江河治理及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泥沙问

题的主要手段 /由于河工模型尺寸大，观测的范围广，对于动床模型和非定常流动模型，床面和边界形态均在

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在河工模型试验中采用全场实时测速技术实现对实体河工模型中表面流场的自动测量

十分必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科研人员已开发出应用于大型河工模型表面流场测量的粒子示踪测速系

统：清华大学研制的 E0.2 系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制的 E012 系统、河海大学研制的大型物理模型图

像测速系统等 /另外，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对河势的自动提取，对于研究河势的变化特性以及河床演变规

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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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物理模型研究手段的应用十分重视，随着模型黄河、模型长江、模型珠江等的兴建，对提高

模型的研究水平和质量就显得更为必要 !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对粒子图像技术在水流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时，数字流域、数字河流等的建设也要求不断提高图像处理技术的研究水平，从而更好地将河

工模型与数学模型结合起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交模型（"#$%&’ ()’*+），以提高河流工程的理论研究水平

和量测技术 !本文着重综述图像技术在河工物理模型流场河势测试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并提出适合我国学者

现状研究情况的努力方向 !

! 河工模型表面流场、河势测量研究进展

! !! 河工模型中表面流场测速技术研究进展

在河工模型试验中，表面流场的观测是一项重要的测量内容 !早在 ,--. 年，唐洪武［,］就应用图像处理技

术对河工模型中快速自航船模船尾流场及航道断面流场进行实时测量，并得到较好的效果 !王兴奎等［/］将研

制开发的图像处理系统应用于三峡坝区泥沙模型试验的流场量测，在流场中施放示踪颗粒，采用摄、录像的

方法记录颗粒的运动轨迹，经过图像处理得出全试验段的表面流速和流态 !田晓东等［-］开始将 0123 技术应

用于潮汐流动表面流速的测量，根据数字信号分析原理，对连续的两幅图像进行分析，寻找互相关函数的峰

值，成功地实现了非恒定流流速的测量 !田文栋等［,4］开发了多 550 的 0123 系统，并应用到南水北调穿黄等

工程 !罗小峰等［,,］将 123 技术应用到潮汐河口河工模型试验中，并开发了操作简便的 123 数据处理分析系

统 !章蔚红等［,6］使用 123 技术对水垫塘试验模型单股淹没射流流场进行了测量，得到流场的流态及其特征

参数（等流函数线、涡量、湍动能）!
上述河工模型表面流场中所应用的图像处理技术，实质上是在传统 123 技术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而来

的 78123（+9%:* ;<9+* =9%>&<+* &?9:* @*+)<&?*>%#）技术，这种技术与传统的 123 技术的区别主要在于：（9）78123 的

测量区域比 123 大得多 !因为测量区域较大，通常摄像头架设的位置离测量区域较远，为了满足图像处理的

要求，所采用的示踪粒子粒径较大 !（$）78123 通常用于测量水流表面流场，照明系统通常采用普通光源（甚

至可以是自然光）! ABC2DE 等［,F］分析了 78123 的整个处理过程，包括：图像采集、图像增强、图像矫正、图像处

理、流场信息输出，并且将 78123 应用于研究模型溢洪道下游的水流掺气过程、通过模型河流交汇处的冰输

运过程及原型河流的河漫滩水流流动过程，结果表明 78123 技术是一种简单而且可信的方法 ! (*;*+G* 等［,H］

将 78123 技术应用于低流速、低水深的水流研究，并指出由于测量区域较大，比较难做到投放粒子均匀分布 !
如投放密度过小，可能会发生查询窗口中的粒子离开或窗口外的粒子进入窗口的情况而导致错误矢量的增

加；而投放密度过大，也会因为窗口中的粒子过于饱和产生错误矢量 !另外，采样时间过短，可能会因为粒子

位移过小而导致对粒子的位移测量不准确，反之采样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粒子跑出查询窗口的情况 !所以，

示踪粒子投放密度及采样时间对测量结果好坏影响较大 !
由此可见，图像处理技术在河工模型表面流场的测量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仍需要对相关的技术

问题如示踪粒子识别、图像采集、图像处理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提高测量精度 !
! !" 河工动床模型河势测量技术研究进展

河工模型另一重要的测量内容是河势的测量 !河势是指河道水流的平面形式及发展趋势，包括河道水流

动力轴线的位置、走向以及河弯、岸线和沙洲、心滩等分布与变化的趋势 !河势演变主要指河道水流平面形式

的变化 !我国大量河流含沙量高，特别是像黄河这样的多沙游荡性河流，河道含沙量大，河床冲淤变化迅速，

河势变化剧烈，通过对河势变化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河流泥沙的冲淤特性 !
I18 技术［,J］近年来被应用于对河势的测量中 ! I18 定位技术具有精度高、作业周期短的优势，使用 I18

接收机与测深仪结合，将每个采样点的三维坐标数据输进计算机，通过专用软件处理就可以得出水下地形数

字化地图 !颜惠庆等在长江口航道治理工程中，利用 I18KLDM 测量技术进行无验潮水深测量，实现了对导堤

附近河势的监测［,.］!
实体河工模型是对河流河势、河床演变等河流变化特性进行研究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对动床河工模型河

势的测量，主要靠人工，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由于测量时不可能实时分析，不利于对河势变化的研究，因此，

寻求一种高效的河势测量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已有研究者尝试通过图像

处理的办法来进行实体模型河势的测量 !毛野等［,.］运用基于普通相机的近景摄影测量三维图像解析技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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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段微尺度模型研究河道采砂对长江镇江段河床演变的影响，得到镇江段河床演变的趋势 !陈红［"#］将图像测

速技术应用到动床河工模型河势的测量中，结合边缘检测技术、轮廓提取思想和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了一套河势

提取方法 !该方法首先利用边缘检测算子对流场图像进行处理，然后进行轮廓提取 !由于提取过程中存在边缘

断点，用建立 $ 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解决了自动断点跟踪问题，从而实现了河势的自动提取 !
将边缘检测技术应用于动床河工模型河势的自动测量，对河势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该

技术的研究尚处于探索的阶段 !

! 有关图像测试理论的研究

! !" 表面流场测试理论

%&"&" 测量原理

粒子图像测速（’()）应用于测量表面流场的基本原理是：在模型水流表面散播跟随性好的示踪粒子，跟

随水流运动，利用 **+ 摄像头记录一定时间间隔的流场图像，再进行图像处理，提取示踪粒子像，在相邻 %
幅流场图像中进行粒子匹配，计算出流场中各点的流速向量，再推求其他运动参量（包括流场速度向量图、速

度分量图、流线图等）!
% &"&% ’() 速度提取算法

对于流场，表征其运动状态的最直接的物理量就是速度向量 !要得到速度向量，最简便的方法是能从图

像中提取粒子的位移，然后除以时间!"，得到该段时间内的平均流速 !当!" 足够小时，即为 " 时刻的瞬时速

度 !对实体河工模型表面流场的速度提取算法主要有：’() 灰度图像相关法和粒子轨迹跟踪法（’,)）!
%&"&%&" ’() 灰度图像分布相关法

在对图像进行速度提取的处理中，一般采用的是图像相关的方法［$］!根据相关原理的不同，可以分为自

相关和互相关 % 种 !
#$ 自相关 ! 在图像处理中，相关主要用于模板或原型匹配方面 ! 双曝光粒子图像是第 " 次曝光图像

#"（$，%）和第 % 次曝光图像 #%（$，%）的叠加 !将双曝光粒子图像进行自相关运算，可检测出粒子间的位移 !自
相关运算的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其中图像的大小为 * . * !由式（"）求出一系列的 & 值，当 & 获得最大值时，表明 #"（$，%）和 #%（$，%）在该位

置是最佳匹配位置 !查问区的图像 #（$，%）被认为是第 " 个脉冲光所形成的图像 #"（ $，%）和第 % 个脉冲光形

成的图像 #%（$，%）叠加的结果 !当查问区足够小时，就可以认为其中的粒子速度都是一样的 !自相关分析［/］

经过 % 次傅立叶变换，即第 " 次得到杨氏干涉条纹类似的结果，第 % 次得到位移场 !进行自相关运算时，图像

中的判读小区域在自身图像中寻找与其相似度最大的区域，相关处理 % 次曝光粒子图像中的无效粒子被认

为是相关处理中的背景噪声，影响判读识别的准确性，致使零位移（速度）无法判读 !另外，自相关存在速度方

向二义性问题 !
%$ 互相关 !互相关技术原理是分别在 "" 和 "" 0!" 时刻图像的相应位置取一个查询窗口（假设该查询窗

口对应的流场微团内部在短时间间隔内没有相对运动，微团只做平动），计算并找出 % 个窗口的互相关函数

峰值，即可得到窗口内粒子的平均位移和方向 !位移除以时间即是速度 !将该速度向量赋于窗口中某个固定

点，即得到流场中该点的速度信息 !
给定二维函数 #（$，%）和 -（$，%），它们的互相关函数如下：

&#-（!$，!%）) #（$，%）-（$，%）)"
1

+1
#（$，%）-（$ ,!$，% ,!%）2$2% （%）

式中!$，!% 是粒子图像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式（%）反映了 #（ $，%）和 -（ $，%）函数间相互匹配的程

度 !其离散形式如下：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 "）（$）

#（/，0）和 -（/，0）分别表示 ""，"" 0!" 时刻查询窗口图像函数，-（/，0）是 #（/，0）经过!" 时间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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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对应的图像窗口相似程度越大，%（&，’）的值就越大，当 %（&，’）值达到最大时，即可得到

!（"，#）经过!( 时间后的相对位移，即水流质点在!( 时刻的位移，进而计算得到 (! 时刻的速度 )
互相关算法能自动识别速度方向，速度测量范围较大，但其计算量大，很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改进，如

"#$$%&’ 等［!(］提出的 ))* 快速傅立叶变换、+,-./［!0］改进法、+-&’$%1 变换［23］等 4表 ! 对各种 567 算法进行了说明 )
表 ! "#$ 算法

%&’() ! "#$ &(*+,-./01

分 类 原 理 特 点

自相关 将双曝光粒子图像进行自相关运算，求最大自相关系数
零位移（速度）无法判读，存在速度方向二

义性问题

互相关 在 2 幅图像的查询窗口中求最大互相关系数
可以自动判读速度方向，速度测量范围比

自相关大得多，但计算量较大

))* 快速

傅立叶变换

将数字化图像看作是随时间变化的离散的二维信号场序列，利用信号分析的方

法，引入快速傅立叶变换 ))* 算法，通过计算两幅相继图像中相应位置的两个

小区域的互相关函数得到图像中小区域上粒子图像平均位移大小和方向 4

计算量比互相关大幅减少，计算速度快，

但没有考虑粒子进入或跑出查询窗口等

情况

+,-./ 改进法

在 ))* 的基础上，针对 ))* 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种迭代方法，将与第 ! 幅图像

中相应位置在第 2 幅图像中的查询窗口扩大，通过迭代的方法查找出第 ! 幅图

像的查询窗口在第 2 幅图像中的最佳位置，从而得到更精确的位移 4
精度比 ))* 高，但计算时间较长

+-&’$%1 变换
+-&’$%1 变换是类似于 )8,&#%& 变换的积分变换，其正反变换的积分核相同，具有

)8,&#%& 变换的大部分特性，且实序列的 +-&’$%1 变换仍是实序列，避免了变换过

程中的冗余性，能成倍地节约内存空间 4

计算量比 ))* 要减少近一半，从而其计算

速度将提高 ! 倍 4

2 9!9292 5*7 方法

5*7 方法是直接跟踪流场中示踪粒子的运动，具有准确直观的特点，避免了 567 方法中的平均效应 4常
用的 5*7 方法有 : 帧法［2!］，它是利用示踪粒子的运动学特征，用运动学规律去挑选可能的粒子运动轨迹，剔

除不可能的粒子运动假设 4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 2 帧法［22］，该方法基于在 2 帧连续图像上的示踪粒子应满

足 : 个基本特征：（-）图像中粒子运动不能超过最大限制速度；（;）粒子运动速度变化小；（<）在同一个小区域

的粒子表现出相同的运动；（=）兼容匹配，即同一帧图像中的两个粒子不能与另一帧图像的同一个粒子相匹

配 4同时，该方法是基于对粒子匹配概率和不匹配概率的重复估计进行粒子图像匹配的 4 >#? 等［2@］对两帧法

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将 567 与 5*7 方法相结合的混合自适应的 5*7 方法，即先利用 567 的计算结果计算两

帧法 5*7 所需的参数，然后进行两帧法 5*7 计算，克服了以往两帧法 5*7 将球形匹配应用于整个流场而无

法反映出局部流动结构变化，特别是速度梯度较大处流场变化的缺点，并且大大减少了错误向量 4近年来，研

究人员开始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来改进 5*7 算法 4 >.--A［2:］等建立了 +8BC#%$= 神经网络，尝试通过找到能量函

数最小值的方法，来实现对位移场光滑性、粒子匹配唯一性等粒子跟踪匹配条件的约束限制，从而进行 5*7
计算 4该方法计算结果比最邻近法好很多 4 D&-.’ 等［2E］建立的神经网络与 >.--A 完全不同，该网络是一种竞争

网络，通过竞争方式选出相匹配的粒子图像 4
5*7 方法适合于流场中粒子浓度较小的情况 4当粒子浓度较大时，不同粒子的曝光轨迹会相互黏连、交

错，致使粒子轨迹跟踪测量失败 4但示踪粒子浓度小限制了流场速度测量的信息量，某些流场点的速度信息

会因无示踪粒子存在而无法获取 4
2 42 河势提取理论

2929! 原理

河势提取主要是应用边缘检测技术实现对河势边界进行自动识别和提取 4所谓边缘就是图像中灰度发

生急剧变化的区域边界 4边缘广泛存在物体与背景之间、物体与物体之间、基元与基元之间 4根据灰度变化的

剧烈程度，边缘一般分为 2 种：（-）阶跃边缘，它两边的像素的灰度值有着显著的不同；（;）屋顶状边缘，它位

于灰度值从增加到减少的变化转折点 4边缘存在两个特征：灰度的变化率和方向，用梯度向量的幅度和方向

表示 4在图像中，河势边界就是由于水流与河岸交界处灰度发生剧烈变化形成，因此，通过研究寻求适合提取

河势边界的边缘检测方法，便可实现对河势边界的自动识别和提取 4
2 9292 边缘检测方法

边缘提取方法是利用边缘邻近一阶或二阶方向导数变化规律，考察图像的每个像素在某个邻域内灰度

变化的方法，具体有阈值法及其改进算法、种子算法和边缘检测算子法等 4阈值法及其改进算法的原理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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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个适当的灰度值将前景色和背景色分开 !该算法在处理前景色和背景色有明显差别的图像时效果较好，

处理速度快，但处理对比度弱、噪声大的图像时误差较大 !虽然可将图像划分为多块，再根据每块图像灰度分

布动态地选择阈值，但由于实际采集的图像对比度、信噪比变化大，其通用性、处理效果往往较差，同时分块

处理还会影响到处理速度 !种子算法是在图像中先选择一个种子像素，在其邻域查找与该种子像素具有相同

或类似分布特征的像素，然后以找出的像素作为新种子循环下去 !种子算法的难点是判别两个像素邻域的相

似程度即确定种子的生长规则，这直接影响到边缘图像的检测精度 !边缘检测算子法是利用边缘检测算子对

图像进行运算处理得到边缘图像，具有简单实用、处理速度快等优点 ! 边缘检测算子种类很多，如 "#$%&’，

()*+$,，-$+.#,,，/)*+0，123%%452602&+ 等算子 !
随着信号处理、模糊数学、几何学等基础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引入到边缘检测方法

中［78!9:］，主要有：（2）基于形态学的边缘检测算法；（*）基于小波变换和小波包的边缘检测方法；（&）基于模糊

理论的边缘检测方法；（;）基于分形几何的边缘检测算法 !基于形态学的边缘检测算法不像微分算法对噪声

敏感，同时提取的边缘也比较平滑，易于用并行处理方法有效地实现，从而提高处理速度，而且硬件实现也较

容易，但是其提取边缘的平滑性较差，抗噪声能力不强 !基于小波变换和小波包的边缘检测方法目前是研究

的热点，只要小波母函数和阈值选择恰当，利用小波变换提取图像边缘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基于模糊理论

的边缘检测其优势就是自身的数学基础，主要缺点是计算要涉及变换以及矩阵求逆等较为复杂的运算，另外

在增加了对比的同时，也增强了噪声 !分形几何理论的历史不长，且仍在不断的发展中，其在边缘检测方面的

能力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该算法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而且对于分形维数的确定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河工模型边界存在 9 个比较明显的特征：（2）连续性，即边界是连续的，即使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断点，但

仍存在一种连续的趋势；（*）边界突变幅度较小；（&）经过边缘检测处理后，边界点及其附近的灰度值与水面

的对比度都达到最大 !陈红［<=］首先利用边缘检测算子对流场图像进行处理，然后进行轮廓提取 !为解决提取

过程中存在边缘断点的问题，建立了 9 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模型解决了自动断点跟踪问题，从而实现了实体动

床河工模型河势的自动提取 !

! 结 语

"# 存在的问题 !（2）河工模型测量区域较大，摄像头架设较高，由此而产生图像畸变矫正问题 !（*）对于

动床河工模型，由于模型沙的存在，在浑水条件下表面流场测量理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河工模型中的流场

通常具有强烈的三维性，示踪粒子在强三维性水流的运动跟随性的校正问题 !（;）实体动床河工模型中河势

的动态变化要求对其进行实时自动测量，这对图像处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改进边缘检测算法

等手段进行河势的实时动态提取，需要研究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
$# 今后的研究方向 !（2）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流体及河势测试理论如粒子三维运动研究、边缘检测、粒子

识别理论等研究，为测量技术提供理论支持，更好地将现代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先进手段与测试理

论相结合，提高测量水平 !（*）如何提高 ->? 技术及河势提取的精度和速度，仍是今后研究的主要目标 !（&）通

过图像技术获得的流场、河势信息进一步与数值模拟结合，实现实时混合模拟，最终建立相应研究问题的数

学模型 !（;）综合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光学及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知识完善测试理论并推广应用于更多的工

程实际 !

参考文献：

［ < ］唐洪武 !复杂水流模拟问题及图像测速技术的研究［@］!南京：河海大学，<AA8!
［ 7 ］盛森芝，徐月亭，袁辉靖 !近十年来流动测量技术的新发展［B］!力学与实践，7::7，7C（D）：<!<9!
［ 9 ］施业 !流动图像测速若干技术问题的研究［@］!南京：河海大学，<AA=!
［ C ］吴龙华 !粒子图像测速（->?）应用于大型工程水流模型的关键技术研究［@］!南京：河海大学，<AA8!
［ D ］黄建成，惠钢桥 !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在河工模型试验中的应用［B］!人民长江，<AAE，7A（<7）：7<!79!
［ 8 ］田文栋，魏小林，盛宏至 ! @->? 系统在河工模型试验中的应用研究［B］!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7::<，<8（7）：7:A!7<D!
［ = ］田文栋，魏小林，刘青泉，等 !河工模型试验中的 @->? 技术及其应用［B］!泥沙研究，7:::（9）：D:!DC!
［ E ］王兴奎，庞东明，王桂仙，等 !图像处理技术在河工模型试验流场量测中的应用［B］!泥沙研究，<AA8（C）：7<!78!

<=D第 D 期 唐洪武，等 实体模型表面流场、河势测量中图像技术应用研究进展



［ ! ］田晓东，陈嘉范，李云生，等 " #$%& 技术及其应用于潮汐流动表面流速的测量［’］"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田文栋，魏小林，刘青泉，等 "河工模型试验中的 #$%& 技术及其应用［’］"泥沙研究，-+++（*）：.+!./"
［((］罗小峰，陈志昌 "粒子测速系统在潮汐河口河工模型试验中的应用［’］"水利水运工程学报，-++*（*）：0+!0*"
［(-］章蔚红，张明亮，陈刚，等 " $%& 技术在水垫塘试验模型淹没射流中的应用［’］"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12’%34 %，52637 5，892:79 4" ;<=>? @A<B? C<=DEAB? EF<>? G?BHAEF?D=I JH= JBHK <L<BI@E@ EL MIN=<OBEA ?L>EL??=EL> <CCBEA<DEHL@［’］"

’HO=L<B HJ PIN=<OBEA 9?@?<=AM，(!!)，*,（*）：*!0!/(*"
［(/］5767;P7 7 4，$77Q4 3，52637 5" ;<=>? @A<B? C<=DEAB? EF<>? G?BHAEF?D=I JH= BHK G?BHAEDI <LN @M<BBHK K<D?= JBHK@［’］" ’HO=L<B HJ

PIN=<OBEA 9?@?<=AM，-++/，(*+（!）：!*0!!/+"
［(.］吕美新，吕锵 " :$6 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
［(,］毛野，黄才安，陈建华，等 "长江镇江段河道采砂的影响及其控制利用的试验研究［’］"泥沙研究，-++/（*）：/(!/."
［(0］陈红 "实体模型表面流场、河势数字图像测试方法及应用研究［#］"南京：河海大学，-++."
［()］R%;;793 S 7，:P49%Q 5"#E>ED<B C<=DEAB? EF<>? G?BHA?F?D=I［’］" 7TC?=EF?LD@ EL 1BOEN@，(!!(（(+）：()(!(!*"
［(!］P24U: P 3，1%7#;79 P 7，R4U: ’ ’" ;EFED<DEHL <LN EFC=HG?F?LD HJ $%&：C<=D( BEFED<DEHL HJ AHLG?LDEHL<B D?AMLEVO?@ NO? DH

N?JH=F<DEHL HJ C<=DEAB? EF<>? C<DD?=L@［’］" 7TC?=EF?LD@ EL 1BOEN@，(!!*，(.：(,)!(0/
［-+］孙鹤泉，沈永明，王永学，等 " $%& 技术的几种实现方法［’］"水科学进展，-++/，(.（(）：(+.!(+)"
［-(］:27W7UU7S X :，Q9Y87X 9 6，39%:2% U，?D <B " 4B>H=EDMF@ JH= JOBBI <ODHF<D?N DM=??ZN?F?L@EHL<B C<=DEAB? D=<A[EL> G?BHAEF?D=I［’］"

7TC?=EF?LD@ EL 1BOEN@，(!!/，(0：-+!!-(!"
［--］Q478 6 ’，;77 6 ’"4 L?K DKHZJ=<F? C<=DEAB? D=<A[EL> <B>H=EDMF O@EL> F<DAM C=H\<\EBEDI［’］" 7TC?=EF?LD@ EL 1BOEN@，(!!,，--：-*!*-"
［-*］8%5 P Q，;77 6 ’" $?=JH=F<LA? EFC=HG?F?LD HJ DKHZJ=<F? C<=DEAB? D=<A[EL> G?BHAEF?D=I O@EL> < MI\=EN <N<CDEG? @AM?F?［’］"5?<@O=?F?LD

6AE?LA? <LN 3?AMLHBH>I，-++-，(*：.0*!.)-"
［-/］8U448 5，9Y:P;2QQ796 S，Y9:;57%6379 9" 4 MHCJE?BN L?O=<B L?DKH=[：JH= JBHK JE?BN AHFCOD<DEHL \<@?N HL C<=DEAB? EF<>?

G?BHAEF?D=I ] C<=DEAB? D=<A[EL> G?BHAEF?D=I EF<>? @?VO?LA?@［S］] ] $=HA (!!0 %LD SHLJ HL U?O=<B U?DKH=[@（%SUU ’!0）P?BN <D PHO@DHL
3?T<@" 6<L 1=<LAE@AH：%777，(!!0：/)!.-"

［-.］:94U3 %，$4U ^" 4L ELG?@DE><DEHL HJ DM? C?=JH=F<LA? HJ FOBDEZB<I?= L?O=<B L?DKH=[@ <CCBE?N DH DM? <L<BI@E@ HJ $%& EF<>?@［’］"
7TC?=EF?LD@ EL 1BOEN@，(!!.，(!：(.!!(,,

［-,］李骞，陈占伟 "图像边缘检测新技术及其应用［’］"许昌学院学报，-++,，-.（-）：/-!/,"
［-0］陈永强，陆安生，胡汉平 "基于分形的图像分析方法综述［’］"计算机工程与设计，-++.，-,（0）：(0)(!(0)*"
［-)］王宇，王乘，刘吉平 "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遥感图像边缘检测算法［’］"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孙慧，周红霞，李朝晖 "图像处理中边缘检测技术的研究［’］"电脑开发与应用，-++-，(.（(+）：0!!"
［*+］杨述斌 "图像边缘检测技术概述［’］"武汉化工学院学报，-++*，-.（(）：0-!0,"

!"#$"% &’ $()*" +,&-"..$/* 0"-1/$23" )++4$"5 0& (").3,"("/0
&’ .3,’)-" ’4&% ’$"45 )/5 ,$#", ,"*$(" &’ +16.$-)4 (&5"4
789: ;&/*<%3(，-，=;>9 =1"/*(，-，=;>9 ;&/*(，-，;?89: @$)/<0&/*(，-

（( ! "#$#% &%’ ($)*+$#*+’ *, -’.+*/*0’12$#%+ 3%4*5+6%4 $7. -’.+$5/86 97087%%+870，

-*:$8 ;78<%+48#’，=$7>870 -(++!)，?:87$；

- ! ?*//%0% *, 2$#%+ ?*74%+<$76’ $7. -’.+*@*A%+ 97087%%+870，-*:$8 ;78<%+48#’，=$7>870 -(++!)，?:87$）

8A.0,)-0：Q<@?N HL DM? N?G?BHCF?LD <LN <CCBEA<DEHL HJ DM? C<=DEAB? EF<>? G?BHAEF?D=I（$%&）EL =?A?LD (+ I?<=@，<L
ELD=HNOADEHL K<@ >EG?L DH DM? N?G?BHCF?LD C=HA?@@ HJ $%& D?AMLEVO? JH= K<D?= JBHK =?@?<=AM，KEDM JHAO@ HL <NG<LA?@ EL
=?@?<=AM HJ @HF? [?I C=H\B?F@，@OAM <@ EF<>? =?AH>LEDEHL <LN ?N>? N?D?ADEHL EL JBHK JE?BN <LN =EG?= =?>EF? F?<@O=?F?LD "
6HF? =?B<D?N DM?H=E?@ <\HOD F?<@O=?F?LD K?=? NE@AO@@?N" %D E@ CHELD?N HOD DM<D DM? =?ADEJIEL> F?DMHN HJ EF<>? NE@DH=DEHL，

DM? JHBBHK C=HC?=DI HJ D=<A? C<=DEAB?@，DM? @O=J<A? JBHK JE?BN F?<@O=?F?LD EL @EBDZB<N?L K<D?=，<LN DM? =?<BZDEF? <ODHF<DEA
?TD=<ADEHL HJ =EG?= =?>EF? @MHOBN \? ?FCM<@E_?N EL JO=DM?= =?@?<=AM，<LN DM<D DM? AHF\EL<DEHL HJ $%& D?AMLEVO? KEDM
LOF?=EA<B @EFOB<DEHL DH =?<BE_? =?<BZDEF? @ILDM?DEA @EFOB<DEHL E@ DM? JODO=? =?@?<=AM NE=?ADEHL "

B"6 %&,5.：$%&；=EG?= FHN?B；=EG?= =?>EF?；JBHK JE?BN F?<@O=?F?LD

-0.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