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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结合几种去噪方法,提出一种统一的图像去噪模型. 该模型通过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将图像去噪

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目标函数的构造主要包括估计残差惩罚函数、局部权函数及正则化项三个方面. 随后基于此

模型提出一种新的去除椒盐噪声的非线性滤波方法, 其中估计残差惩罚函数采用 L1 范数形式, 局部权函数采用自适

应高斯核函数,正则化项则利用图像的小波域稀疏性作为先验约束来构造.由于充分融合了图像的全局和局部统计特

性,因而在抑制噪声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保持图像边缘等细节特征,相关去噪实验结果证实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图像去噪; 非线性滤波; 自适应加权; 细节保持

中图分类号: TN911 7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0372 2112 ( 2010) 10 227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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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and Pepper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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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unified model for image denois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f several denoising methods. It by design

ing a unified objective function leads the image deno ising into an optimization problem. The objective function builds up with three

parts: the residual error penalty function, the local weighting function and the regularization term. Under this unified model, a novel

nonlinear filtering algorithm for removing salt and pepper no ise is subsequently propo sed, in which the residual error penalty function

in the form of L1 norm, the weighting function utilizes the adaptive Gaussian kernel, and the regularization term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apriority of image s sparse property in wavelet domain. Since the proposed model fully considers the global and lo cal sta

tistical property of image, and hence behaves much better in edge preserv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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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像在形成和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各种噪声干

扰,其中椒盐噪声是主要噪声之一. 椒盐噪声又称为双

极性脉冲噪声,这种噪声表现的特点是噪声点的灰度值

与邻域像素点具有明显不同,因此在图像中造成过亮或

过暗的像素点,严重影响图像的视觉质量.此外,由于噪

声点相对于邻近像素点在灰度值上的突变,这对图像的

纹理提取、特征点检测等处理造成极大困难.因此,有效

去除椒盐噪声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

针对椒盐噪声的去除问题,中值滤波作为一种局部

非线性滤波算法是一种较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

仅利用邻域中值来替代原有像素点的值以实现去噪,容

易使去噪后图像变模糊.为此, 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改

进算法[ 1~ 5] ,这些算法都是针对中值滤波的不足而提出

来的,一般都采用了对噪声点先检测后滤波的思路,以

达到抑制噪声和保持图像细节信息的目的.尽管这些改

进方法取得了相对更好的效果,但对图像细节信息保持

能力仍然有限.一方面, 检测噪声点过程中误检测不可

避免,这必然导致在整个去噪处理中会损失原有图像信

息;另一方面,后续所采用的基于局部窗口的滤波算法,

其本身在抑制噪声的同时也会平滑掉一些图像信息.

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最优化理

论出发提出一类非线性滤波方法.如文献[ 6] 通过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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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凸集目标函数,并引入光滑性约束, 再通过优化的

方法进行去噪,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文献 [ 7] 同样基于

最优化理论提出一种非线性滤波方法,并采用了对噪

声点先检测后滤波的思路, 仅对噪声检测点进行滤波

取得显著效果.另外, 改进的非线性滤波方法近几年也

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 Black等
[ 8]
于 1996年从稳健统

计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稳健的非线性滤波设计框架;

2001年, Chan 等[ 9]利用全变差( Total Variation, TV) 模型

提出了一种非线性平滑滤波方法; 2002年, Elad 等[ 10]将

双边滤波方法统一在 Bayesian理论框架下, 并推导出一

种基于双边加权思想的非线性滤波算法; 而国内邵文

泽等[ 11]则在 Black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

非线性滤波设计方法,并将双边滤波、TV滤波方法均统

一在其所提的设计框架之下.此外, 文献[ 12]提出了一

种自适应核估计的滤波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依据图像

自身的结构特征对核函数进行自适应调整, 有效保持

了图像的结构信息,滤波性能提高显著.

本文所提方法是一种非线性滤波方法, 论文综合

上述几种方法的优点, 将其统一在同一数学模型下,同

时依据椒盐噪声的特点对模型中各项重新定义, 获得

一种新的图像椒盐噪声滤除方法,最后通过去噪实验

证实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2 图像去噪统一模型

对于一幅含噪图像,其观测模型可表示如下

Y= Z+ ( 1)

其中, Y为观测图像, Z 理想图像, 为观测噪声. 一般

图像去噪问题可归结为对如下目标函数的优化问题

Z
^
= argmin

Z
( Y- Z) +   !( Z) ( 2)

式中,第一项为数据保真项,第二项为正则化项,参数  

为拉格朗日乘子.针对数据保真项,目前已存在多种方

法从不同理论角度对其进行描述,最为常用的是 L2范

数形式,此时从 Bayesian 统计理论出发, 保真项可由噪

声服从高斯分布时,使似然函数最大推出.而文献[ 8]、

[11]中作者从稳健处理机制出发将其定义为稳健函数,

它在数学形式上与本文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对奇异数

据点具有类似的处理机制,而文献[ 12]的核估计方法则

可看成是一种加权 L2范数形式.本质上保真项可看作

是估计残差的函数, 因而可统一描述为 ( )形式,本

文从加权惩罚角度将其定义为估计残差惩罚函数.

本文中我们对估计残差惩罚函数仅为 L1 以及 L2

范数形式的情况进行讨论: 当 ( t ) = t 时, 对应为

L1范数,此时

min ( Y- Z) = min Y- Z 1
1= min∀

T e ( 3)

当 ( t ) = t 2时,对应为 L2 范数,此时

min ( Y- Z) = min Y- Z 2
2= min∀

T ∀ ( 4)

其中, ∀= Y- Z为估计残差, e 为元素全 1 的列向量.

由式( 3)、式(4)可知, L1 与 L2范数可看作对估计残差

进行不同的加权方式, L1 范数相当于对估计残差赋予

相同的权重,即对任意估计残差的惩罚一致; L2 范数则

对不同的估计残差赋以不同的权重,其权重大小等于

估计残差本身,即估计残差越大其所受惩罚也越大.因

此, L1和 L2范数实质上体现了不同的加权惩罚规则,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稳健性能.

然而, L1、L2 范数所对应的加权规则仅考虑了观

测点自身的数值属性,并没有考虑观测点所在邻域像

素对其的影响,而图像中处于同一邻域的像素点具有

类似的属性,因而可用于对观测点进行估值. 此外, 邻

域中不同的像素点对于观测点的估值性能影响大小也

不同,应当赋以不同的权重,为此本文通过引入一个局

部权函数对式( 2)进行重新构造,数学形式如下

Z
^
= argmin

Z
!
N

i= 1
!
j ∀ #

i

( y ij - z i)  w ij +   !( Z)

( 5)

其中, N 为像素点总数, #i 表示以 i 点为中心的局部邻

域, y ij为观测图像中满足 j ∀ #i 的像素点, wij为对应 y ij

的权重,并有 !
j ∀ #

i

wij= 1.由式 (5)可知,引入局部权函数

后,对当前像素点的失真惩罚不单依赖于当前点本身,

还取决于其局部邻域像素的加权平均, 因此所构造的

目标函数除满足全局保真情况外, 还充分考虑了图像

的局部统计特性.

目标函数中第二项 !( )为引入的正则化项, 其目

的在于约束解空间以保证目标函数的可解性. 从

Bayesian统计理论出发,正则化项可理解为图像的先验

统计信息, 如基于光滑性约束的 Tikhonov模型和文献

[ 13]所提的 TV模型,其实质是分别基于图像在差分域

下服从高斯分布和拉普拉斯分布假设基础上而提出

的.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入,近几年 Donoho等[ 14, 15]从图像

稀疏表示理论角度出发, 对正则化项的构造又取得新

的进展,如文献[ 15]利用图像在小波域中的稀疏性作为

一种先验约束,并应用于图像重建中取得了非常不错

的效果.不同的先验约束利用了不同的图像先验信息,

对解空间的约束不同,因此得到的效果也不同.

综上,我们得到了一种统一的图像去噪模型, 常用

的几种去噪方法均可看作其特殊形式,譬如:当 ( t )

= t2、局部权函数取高斯核、 = 0 时, 即为传统的高斯

滤波方法;而当 ( t ) = t 2、忽略局部权函数、!( )采用

TV模型,则又转化为文献[ 9] 的方法;当  = 0, 局部权

函数取不同形式又可得到双边滤波[ 10] 和核估计方

法[ 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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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提模型主要包括三个要素: ( 1)估计残差惩

罚函数; (2)局部权函数; ( 3)正则化项.其中估计残差惩

罚函数主要决定了所能适用的噪声奇异点处理机制,

与局部权函数相结合可充分利用图像的局部统计特性

进行估值.而正则化项则为目标函数的可解性提供保

证.

3 针对椒盐噪声的去噪方法

与服从正态分布的高斯噪声不同,椒盐噪声是一

种呈两极分布的特殊类型噪声, 由于噪声点与邻域像

素具有明显不同, 因而是一种不同于图像特征的奇异

像素点.由上节可知, 不同的 ( )对应不同的估计残

差惩罚方式.对于图像存在高斯噪声的情况,估计残差

越大则惩罚权重也越大是合理的,因而可采用 L 2范数

形式.但对于椒盐噪声情况,由于噪声呈两极分布的特

点,不同大小的估计残差对目标函数的贡献应基本一

致.因此本文中针对椒盐噪声情况, ( )采用了 L1范

数形式.

对于局部权函数的构造, 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采

用各向同性的距离高斯核函数(Gaussian Kernel, GK) ,数

学形式如下

w ij=
1

2∃h 2
exp -

( xi- xj )
T I ( xi- xj)

2h 2
( 6)

其中, xi= x i1, x i 2
T
表示二维图像中点 i 的坐标, h 为

核函数尺度因子, I 为 2 阶单位矩阵.实验中局部窗口

一般取 9# 9大小, h 取 3 5.图 1( a)给出了距离高斯核

函数的二维俯视图.

由图可见,传统高斯核的支撑范围为圆形邻域,是

各向同性的. 但实际自然图像中存在边缘等结构信息

是各向异性的,因此传统高斯核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图

像的局部统计特性.为此本文借鉴文献[ 12]所提自适应

核估计方法来构造局部权函数, 该方法通过利用图像

自身局部特征对核函数进行自适应调整, 使核函数能

够具有自适应边缘保持特性,所构造的自适应高斯核

(Adapt ive Gaussian Kernel, AGK)数学形式如下

w ij=
det( Ci)

2∃h2
exp -

( xi- xj )
TCi ( xi- xj)

2h
2 ( 7)

其中, Ci 为图像的局部水平和垂直梯度协方差矩阵,并

可将其分解成如下形式
[ 12]

Ci= !iU%
i
& iU

T
%
i

U%
i
=

cos%i sin%i

- sin%i cos%i
, &i=

∋i 0

0 ∋- 1i

( 8)

其中, U%
i
为旋转矩阵, &i 为拉伸矩阵, !i 为尺度支撑因

子.图 1( b)给出了 !i= 0 4、%i= 45∃及 ∋i= 5时所得核函

数的二维俯视图,由图可知,通过这三个参数可对核函

数进行自适应调整, 从而使参与估计的像素点属性与

待估计点尽可能一致.具体获取相关参数的算法可参

考文献[ 12] .

对于正则化项的构造,本文则采用了图像的小波

域稀疏性作为先验约束来获得,这是由于一般自然图

像均可在小波域中得到有效的压缩,即可用甚少的小

波系数来有效(稀疏)表示图像. 从稀疏的角度出发,所

构造的正则化项数学形式如下

!( Z) = (Z 0 ( 9)

其中,  0为 L0 范数, ( 表示图像的小波变换算子,

(Z则为图像的小波系数,实验中本文采用了具有紧支

撑正交特性的 Daubechies小波,分解尺度为 3.为避免由

L 0范数带来的非凸性问题,本文通过采用 L1范数替代

L 0范数来解决.所构造正则化项的最终形式为

!( Z) = (Z 1
1 ( 10)

由此,本文得到了一种针对椒盐噪声的非线性滤

波方法,所构造的目标函数具体形式为

Z
^
= argmin

Z
!
N

i= 1
!
j ∀ #i

y ij - z i  wij +   (Z 1
1

= argmin
Z

!
N

i= 1

y i - z i  e 1
w
i

+   (Z 1
1 ( 11)

其中, y i= y i1, %, y ij , %
T
为满足 j ∀ #i 的像素点所构

成的列向量, e 为元素全 1的列向量且维数与 y i 一致,

wi= diag w i1, %, w ij , % 为对应 y i 的权值矩阵.式( 11)

没有解析解,本文采用最陡下降法通过迭代来求解,具

体步骤如下:

( 1)初始化阶段

令迭代次数 k= 0,初始估计值 Z
^ (0) = Y.

( 2)迭代阶段

( a)获得第 k次迭代时的梯度值  Z
^ ( k) ,其中保真

项梯度采用逐点计算获得

 ( k)
1 ( i) = ( wie)

T
sign( y i- z i e) ( 12)

正则化项梯度可直接整体获得

 ( k)
2 =   (

* sign( (Z
^ ( k) ) ( 13)

其中, ( *表示小波逆变换算子, sign( )为符号函数,实验

中参数  一般取5 0左右.由式(12)、式(13)则可获得目标

函数第 k次迭代时的整体梯度值  Z
^ ( k)=  ( k )

1 +  ( k)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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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采用最陡下降法更新 Z
^

Z
^ ( k+ 1 )= Z

^ ( k) - )  Z
^ ( k) ( 14)

其中,参数 )为迭代步长,一般取 0 15.

( c )更新后,令 k= k+ 1,并重复( a)、( b)直至迭代

结束,实验中迭代次数一般取 30次.

4 实验仿真与结果分析

实验基于Matlab7 0平台下完成,选用了 512 # 512
大小的 Lena和 Boat 图像叠加不同强度的椒盐噪声用于

去噪实验,并采用图像去噪前后的峰值信噪比( PSNR)

作为客观衡量指标.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首先对所提模型

中估计残差惩罚函数、局部权函数及正则化项三方面

的改进进行实验,通过实验比较分析其滤波性能.为了

对几种不同形式目标函数表述上的方便, 我们对采用

的目标函数形式统一表述为& 估计残差惩罚函数+ 局

部权函数+ 正则化项∋ . 如图 2( c )所示 & L2+ AGK+
WT∋即表示估计残差惩罚函数采用 L2范数、局部权函

数采用自适应高斯核以及采用小波(Wavelet Transform,

WT)域稀疏先验性构造的正则化项. 而图 2( f )所采用

的目标函数形式即为本文上一节所提方法.

图 2给出了噪声密度为 40%时, 对 Boat 图像采用

不同形式目标函数的去噪局部对比图. 由图可知, 图 2

( c )效果最差,说明估计残差惩罚函数采用 L 2范数形

式不适用于椒盐噪声情况.图 2( d)、( e )、(f )均能获得

一定的去噪效果,但图 2( d) 中局部权函数采用传统高

斯核所得结果又比图 2( e )、(f )中采用自适应高斯核所

得结果要差,如图 2( d)中对& 屋檐∋等边缘信息的恢复

不如图 2( e )、(f ) ,说明所引入自适应高斯核的有效性.

图 2( e )、(f )则在正则化项选取上有所不同, 由图可知

利用小波域稀疏先验性构造的正则化项略好于 TV 模

型所获得的去噪效果(约高 0 45dB) .

图 3则给出了利用上述几种目标函数形式对 Boat

图像在不同噪声密度下去噪结果的客观性能比较. 由

图可知,各种形式的目标函数所反映出的客观性能与

图 2 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目标函数

采用 L1范数并引入自适应高斯核后,正则化项分别采

用&WT∋和&TV∋所得去噪性能比较接近,尽管采用&WT∋
的 PSNR值略高于 & TV∋ , 但也说明本文利用小波域稀

疏先验性所构造的正则化项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本文还选择了几种较为经典的方法与本文

方法进行比较: ( 1)传统中值滤波( MED) ; ( 2) 极值中值

滤波( EM) ; ( 3) 文献 [ 7]方法.其中方法 ( 1)、( 2) 属于中

值滤波及其改进型算法, 而方法( 3)则是一种经典的基

于优化目标函数的方法.如图 4 所示给出了对 Lena图

像分别叠加噪声密度为 30%和 60%时的局部图.

图 5、图 6则给出了对图 4采用各种去噪效果的局

部对比图.由图可看出, MED方法的主观效果最差, 图

像细节信息损失严重,尤其是当噪声密度较大时, 性能

急剧下降. EM 方法和文献[ 7] 方法由于都采用了对噪

声点先检测后滤波的思路,去噪性能得到一定提高,但

仍会损失一些图像细节信息. 本文方法则较好地改善

了这一点,对于 Lena图像中的& 帽檐∋等边缘特征均得
到了较好的保持,获得了更好的主观效果, 说明了本文

方法的有效性.

最后,表 1列出了各种去噪方法的客观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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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在各种噪声强度下,本文方法的 PSNR 值均高

于其他方法,与主观视觉效果一致.

表 1 各种去噪方法的 PSNR值比较

测试图像 噪声
PSNR 值

Noisy MED EM 文[ 7] 本文

Lena

10% 15. 43 33. 40 38. 14 40. 88 41. 72

20% 12. 41 29. 84 35. 80 37. 91 38. 99

30% 10. 64 29. 12 33. 64 35. 93 37. 02

40% 9.37 27. 80 31. 08 34. 58 35. 51

50% 8.43 26. 63 29. 38 33. 08 33. 56

60% 7.64 25. 32 27. 34 30. 03 31. 16

Boat

10% 15. 34 30. 87 35. 36 39. 27 41. 53

20% 12. 35 27. 89 33. 37 35. 84 38. 33

30% 10. 54 26. 64 31. 21 33. 89 36. 10

40% 9.31 25. 75 29. 02 32. 52 34. 11

50% 8.32 24. 60 27. 25 30. 96 32. 53

60% 7.55 23. 08 25. 12 28. 96 30. 82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图像去噪模型,并针对椒

盐去噪提出一种新的非线性滤波方法. 所提方法通过

引入一个自适应局部权函数, 并利用图像的小波域稀

疏性来构造正则化项,获得了一种能够综合考虑图像

全局和局部统计特性的目标函数, 使所提方法在抑制

噪声的同时能有效地保持图像的边缘等细节信息. 相

关去噪实验结果证实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此外,本文所提去噪模型的性能仍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如对正则化项的构造可进一步采用加权 L1 范数

形式来逼近 L0范数进而优化对小波系数的选取, 以及

数值实现中迭代参数的优化等方面,这将是本文下一

步研究工作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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