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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一种利用层次格子坐标系记录图像区域信息 ,通过逐层融合图像区域 ,获得不同清晰度的图像区域

信息 ,从而对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 O 该方法能快速将图像分层矢量化 ,降低了图像识别的难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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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method, the areas of an image are tracked using layered grid plot. The
dif ferent layered image areas obtained are blended to get the image areas in dif ferent def initions.
In this way, an image is easily layered and vectored. The identifying dif f iculty of an image is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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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是人工智能的重要部分, 有十分广阔

的应用前景, 但图像识别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中的难

点, 目前常用的技术有很多, 采用矩阵变换 ~ 小波变

换抽取特征[1, 2]的方法可以将图像信息矢量化,便于

识别和分析,但缺点是分析计算量大,分析结果与人

们习惯的图像判断方法差异较大, 在知识库的建立

和维护上困难重重;而采用图像轮廓特征提取[3]~ 区

域特征识别[4]等方法分析计算量小, 比较接近人类

分析图像的思维过程, 但目前主要的缺点是特征矢

量化效果不好,不利于简化和提取特征 O 本文介绍的

是一种基于层次格子坐标系的区域特征识别方法,
该方法对图像分析不但计算量小, 而且能快速提取

出矢量化特征, 这些矢量化特征能很方便地建立图

像识别知识库, 更接近于人类对图像的思维处理过

程 O

l 图像识别知识库对图像特征提取的要求

在构造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知识库时, 我们希

望图像特征能表述成这样的形式:在坐标 X, Y 处有

一个面积为 S的颜色为 R 色的色块 O 一幅图像是由

大大小小的面积 ~ 各个位置 ~ 各种颜色的色块构成,
不论色块原来是什么形状我们把所有色块都当成圆

块,不关心色块的形状,只关心在当前的分辨率下这

些色块的坐标位置 ~ 色块大小 O 如图 1 所示的图 1a,
在最粗的分辨率下我们只要能表述成图 1b 所示的

图形特征即可 O

图 1 原始图像和不同分辨率图像

a.原 始 图 像 ; b.最 粗 分 辨 率 下 图 像 ; c.进 一 步 提 高 分 辨

率后图像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图像识别分辨率 则限制色块的

最大面积 将 图 像 分 解 为 更 多 更 小 的 色 块 如 图 1C
所示 G 通过限制色块的最大面积 可以达到较精细的

分辨率 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图像识别的特征要求 G 我
们只要记录这些圆的位置 ~ 大小 ~ 颜色 即可将整个

图像的大致信息记录下来 从而将图像特征矢量化 G

2 层次格子坐标体系提取图像特征的过程

层次格子坐标体系提取图像特征的过程是按从

低到高分为不同分辨率层次 从低层向高层逐层聚

合图像特征信息 每层都单独记录这一层次的图像

信息 则可获得不同分辨率下的特征信息 G 设原始图

像为 512+ 512 分辨率 每个像素占一个格子 最低

层的聚合取每 4 个相邻格子聚合为一个特征矢量的

方 法 这 个 矢 量 要 记 录 聚 合 后 的 圆 心 坐 标 ~ 圆 的 面

积 ~颜色等信息 G 如图 2 所示 G
( 1)图 2a 取 4 个格子聚合 聚合点中心为相近

颜色点的重心 ~面积为相近颜色点的面积之和 如图

2b 圆所示 G ( 2)图 2b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 这次聚合

还要包括以前聚合过的中心刚好在本次处理之 4 个

格子中的矢量 得到新的聚合点中心为矢量和相近

颜色点的重心 ~ 面积为矢量和相近颜色点的面积之

和 如图 2C 圆所示 G ( 3)依次处理 (如图 2d~ 2B~ 2f ~
2g~ 2h 圆所示)  直到将所有颜色点都聚合为矢 量 
这些矢量最大面积不会超过 9 个格子 将这些矢量

记录在 512+ 512 的数组中(数组下标即格子坐标) G
( 4)然后提升一个层次 将原来的 4 个格子看成一个

大格子 再取 4 个大格子聚合 如图 3a~ 3b 所示 G ( 5)
设聚合前的 4 个格子含有相近颜色点矢量 (X1 Y1 

5 1)  (X2 Y2 5 2)  (X3 Y3 5 3)  -- 其 中 X~ Y 为 坐

标 5 为 面 积 则 聚 合 后 矢 量 5 = 5 1 + 5 2 + 5 3 +
--

X = (X1+ 5 1 + X2+ 5 2 + X3+ 5 3 + --) 5 

Y = (Y1+ 5 1 + Y2+ 5 2 + Y3+ 5 3 + --) 5 
重复( 1) ~ ( 3)的 方 法 处 理 将 这 些 矢 量 记 录 在 128
+ 128 的 数 组 中 (数 组 下 标 即 这 一 层 次 的 格 子 坐

标) G 逐渐提升层次 降低分辨率 直到格子足够大 
将整个图像聚合为几个主要的色块(矢量)为止 G

在层次的逐渐提升过程中 有些较零碎的小色

块一直没有邻近的大色块和它聚合 当前层次的格

子面积远大于这些小色块面积时 这些小色块在处

理时就可以忽略不计 以减少高层矢量的数量 简化

处理难度 G

图 2 最底层像素聚合过程

a.取 4 个格子聚合 ; b. a 聚合后 ; C. b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

后 ; d. C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后 ; B. d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后 ; f . B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后 ; g. f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后 ; h. g 再取 4
个格子聚合后

图 3 高层格子聚合过程

a.取 4 个大格子聚合 ; b. a 聚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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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复杂度分析

设有一个尺寸为      像素的图像 用层次格

子坐标体系方法提取图像特征需要划分  个层次 
第  层次需要聚合的次数为                  

   次 那 么 总 的 时 间 代 价 约 为         
         次 如果考虑每次聚合时同一坐标格

子的不同颜色矢量可能有多个 所花的总时间代价

会更高 每个格子聚合所花的时间代价与格子所含

的像素点结构 ~ 复杂程度有关 对于常见的图像 每

个 格 子 的 像 素 点 聚 合 约 花 费  OO~ 5OO 次 CPU 运

算 以5   5  分辨率图像为例 若每次聚合平均

花费 CPU4OO 次运算计 则处理完整幅图像需花费

 O 次运算 相对于现代微机  O 次 秒以上的速度 
整个图像信息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完 

 结束语

特征矢量化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粗到细的不

同分辨率特征矢量 记录在不同分辨率下的格子坐

标数组中 在图像识别时 可以仿照人的判断过程 
先进行最粗层次的特征判断 在此基础上 逐层降低

层次 逐渐提高分辨率进行细节判断 因为这些矢量

特征表述十分简单直观 尤其是低分辨率下的层次 
格子坐标少 ~ 矢量少 图像特征得到了融合和概括 
杂散干扰被屏蔽 很接近于人的思维过程 使得相应

的图像特征知识库的构造也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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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层阈值法后 可以在更大的能量保留成分上去

除尽量多的系数 根据问题的不同 可以对比较关心

的部分选择大点的阈值 使得保留的系数更精细;对

不关心的部分选择比较小的阈值 尽量滤掉多些不

重要的系数 而全局阈值法是笼统的采用统一阈值

进行处理 使用本文的适度阈值化方法 要比传统的

同类方法压缩效率提高了  O%~ 5%  

 结束语

本文不仅克服了 DCT 在图像压缩中存在 方块

效应 ' 的不足 并且还在仿真实验中 阐述了本文所

提出的适度分层阈值法要比传统的全局分层阈值法

在对同一幅图像进行压缩时 压缩效果要强的多 适

度分层阈值法对图像进行压缩时更能达到较好的压

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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