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卷第 4 期

2∞4 年 8 月

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 NA TURAL SCIENCE EDITION) 

一种基于纹理图像的目标提取方法

张树良， 毕笃彦
(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38)

Vol. 5 No.4 

Aug.2004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纹理图像的目标提取方法。该方法基于随机掩膜来进行目标边缘的提取，

目的是检测蕴藏在纹理中的目标。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能够检测到隐藏在纹理中的目标，具有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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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提取在图像分析、识别和计算机视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图像目标的若干特征(如大小、形

状、颜色、灰度、纹理等)中，由于纹理特征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常常被作为目标最重要的特征。关于纹理的

描述和识别就其作用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朔到 20 世纪 60 年代[1 剖，对不同纹理敏感的算子将会加强一些纹

理特征而削弱另外-些纹理特征。目标特征的提取通常是通过检测目标边缘实现的，传统的目标边缘检测

技术是基于象素特性的不连续，不适合纹理区域不同而边界不明显的位置，因为纹理是以相邻象素为特征

的，而不是以象素灰度值为特征的[3] 。对于纹理的描述和提取有很多文献[4 -6] 对于融合在纹理中的目标，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价值，如何将其特征提取出来，是目标识别的关键步骤。本文目的在于检测蕴藏

在纹理中的目标，其关键是纹理特征本身，换句话说，要检测出纹理中的目标，其根本在于把握纹理，找出一

种适合于纹理的特征算子。

对于蕴藏在纹理中的目标有其特殊性，因为目标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纹理特征是相同的(例如遥感图像

中的军事伪装目标图像) ，而通常所用的边缘检测方法要求边界分开区域的内部特征或属性是一致的，而不

同区域内部的特征或属性是不同的，这就不能解决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本文在原有边缘检测方法上进行

了改进，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1 纹理特征描述

纹理特征的描述有结构法、统计方法和频谱法等。结构方法认为纹理是由一些简单的纹理基元(基本

纹理元素)以一定的规律形式重复排列而成，如果能定义一些排列基元的规则，就可以将某些纹理基元按照

规定的方式组成所需要的纹理模式[5] 。在统计方法中，纹理被认为来自图像空间内各种可能分布的一个特

例，被定义为以二价矩、情、对比度及均匀性等统计特性为特征的随机模式[5] 。频谱法借助于傅立叶的频率

特性来描述周期的或近似周期的 2-D 图像模式的方向性，常用的 3 个性质是:①傅立叶频谱中突起的峰值

对应纹理模式的主方向;②这些峰在频域平面的位置对应模式的基本周期;③如果利用滤波把周期性成分除

去，剩下的非周期性部分可用统计方法描述。

通过对纹理特征的描述，可以找到一种适合于纹理的算子，以方便目标边缘的检测，即 Y =f(X) 。式中

X 为统计特征空间 ， Y为算子空间 J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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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边缘的检测

边缘是图像对视觉的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在计算机视觉中提出了多种检测目标边缘的算法。对纹理中

目标边缘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一个和为零的掩膜与图像作卷积，二维图像 P( i ，j) 与掩膜 A (i ，j) 的关系为 F(i ，j) = A(i , 

j) *P(i ,j) = I, I, A(k ,l)P(i + k ,j + l) 。式中 i =0 ,1… N-1;j=0 ,1… N -1 0 *表示二维卷积。

卷积之后图像 F(i ，j)在纹理一致的区域内均值为 0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掩 1 -3 1 
8 -3 膜 A( i ，j)大小通常为 S XS[l l 本实验中的掩模为 3 x3 ，卷积掩膜的目的是对可 -1 -3 1 

视结构如边界、波纹、斑点比较敏感。图 I 显示了本实验中使用的掩膜。 固 1 本实验所用掩模

第二步涉及到卷积后图像 F( i ，j) 与原始图像 P( iρ 的不同。对于一个和为零的掩膜来说，其作用于图

像后不影响整个图像的统计变量值。从计算的效率来看，过滤后背离均值的图像样本被称为最有效的统计

数据 ， E(i ，j) 被定义为点。 ，j) 的均值偏移量并由以下公式给出 :E(i ，j) = IF(i ,j) -M(i ,j) I 。

均值 M 为 M阳(ο仇ωωi七ωω，Jρjρ) =一L寸豆 2 附，η
tμ2n + 1 )'k:-;←-nl庐=J-n

文献[ 1 ]所提出的纹理能量测量值恍如( i ,j) = 百垃τ星星 I F(k ,l) - M(i ,j) I 。

我们提出的均值偏移量 E(i，j) 已能够得出满意结果，与 E( i ，j) 相比更易实现，我们将其称为准纹理能

量测量值，相应地转换后的图像被称为准能量图像，目标的边缘提取被用在这种特征图像上，即用来获取纹

理特征点，以完成纹理图像的目标特征检测。

第三步，将纹理能量图像二值化。二值化的结果取决于阀值的选择，不同间值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图

像。同时，阅值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进一步的图像匹配和目标识别。

3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了上述方法在纹理图像上检测目标边缘的优越性。图 2 分别显示了原始图像、目标形状、

含有目标的图像、常用五种边缘提取算子 (Robe由算子、Prewitt 算子、 Sobel 算子、 log( 拉普拉斯高斯)算子、

canny 算子)提取的目标边缘图像以及本文提出的方法检测出的目标二值化图像。显而易见，我们所提出的

方法在目标的检测上更能保持目标边界，为进一步的图像匹配和目标识别奠定了基础。

( a) 原始图像 (b) 目标形状 ( c) 含有目标的图像( d)Robe由算子边缘提取(e) Pre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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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obel 算子边缘提取 (g) Canny 算子边缘提取 ( h)l吨算子边缘提取 (i) 提取目标二值化图像

图 2 实验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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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图像特征点的检测在图像匹配中有重要作用。匹配算法的性能取决于计算的准确性和复杂性。这样通

过纹理特征提取，找出特征算子，然后运用特征算子在纹理图像中检测出目标边缘就为在纹理图像中进行目

标识别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总而言之，纹理特征提取和目标边缘检测的结合为纹理图像中目标识别和

定位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然而，本文虽然提出在纹理的统计特征和掩模算子之间具有一种映射关系，但没有将其具体化。本实验

所用的掩模算子是通过多次实验得出的，具有特殊性，而且实验证明其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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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roach to Object Extraction ßased on Textur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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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approach to object extraction in textured images is proposed based on a mask stochastic 

method in object edge extraction , and its aim is to detect the object hidden in textu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dem

onstrates 出at the approach is effective in detecting the object hidden in textur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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