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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资源的使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高效的利用

数字资源成为当今的热点话题。图像检索技术的出现使得数字资源的高效利用成

为可能，该项技术是一种基于内容的综合检索技术，它综合了多种学科，这种技

术现在大多应用于图书馆的目录检索和专业图库方面的检索。虽然基于形状特征

的图像检索技术的应用有很多其他相关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由于物体具有

稳定性的特征以及目前还没有对该项技术进行有效的定义，这使得这种技术在研

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难题，但其仍是人们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通过对初唐时期楷书字体的分割、特征提取、聚类和典型度量方法一系

列步骤，建立一个有关初唐楷书字体的特点和字形独立数据库，并且运用图像检

索技术对初唐楷书字体进行标签化的索引。初唐楷书在我国的书法史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以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为代表的初唐楷书四大家，其作品风

格基本体现了初唐整个楷书的笔法格调及流向。对初唐楷书形状特征的提取和相

似性测度进行研究，对于保护和发扬我国的传统书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楷书图库为研究对象，在特征提取及描述中，利用初唐楷书字体分割、

字体字形特征的提取、聚类法和典型度量方法等技术获得目标区域，用不变矩描

述区域。实验表明，在对图像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当使用聚类法以

及不同度量方法时，这些方法不仅能够达到滤波的作用，还能够使不连续的边缘

点连接起来。 

 

关键词：初唐楷书；字体检索；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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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usage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t’s a hot issue how to use the digital resources efficiently. The 

emergence of the image retrieval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of efficient use of digital 

resources. The technology is a content-based retrieval technique. It is combined with 

many other technologies. It’s mainly used in professional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catalog 

search. The shape does not vary with changes in image color change is stable 

characteristics of an object, and at this stage there is no definition as to its accuracy, 

shape feature based image retriev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hotspot and difficulty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By taking the early Tang period regular script font segmentation, feature extraction, 

clustering and measure this series of steps to establis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regular 

script in early and shaped an independent database, and skilled use of image retrieval 

technology, easy for beginners Tang regular script font for the label index function. the 

early Tang regular scrip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o 

express the early Tang regular script represents the entire regular script style of the early 

Tang, Ouyang Xun, Yen Chen, Liu and public rights, Zhao Mengfu, extra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Tang regular script and similar 

measur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culture that I had. 

Regular script library, feature extra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early Tang regular 

script font, segmentation, and the font glyph feature extraction, clustering method, and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other techniques the target area, use the same 

moment to describe the are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ustering method 

and a different measure of proces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age of the filtering effect 

of connection discontinuous edge points; weighted Euclidean distance, which reduces 

the higher order moments of the amplitude fluctuations of search results impact. 

 

Key words: Early Tang Regular Script; Font Retrieval; Image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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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及多媒体技术皆飞速发展，并铺天盖地

地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人们因此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数字图像信息。然而让人们

感到新奇的同时又苦于无法将这些数字图像信息收集与检索，因为这些图像信息

分散在世界各地，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研究一个高效、准

确的图像检索系统并将之推广应用就显得尤为必要。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图像检

索技术便以一种很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技术是一种全新的

领域，同时也是备受人们看好的领域。图像检索技术刚开始使用的是文本索引技

术，这种技术就是根据文件的内容手动的把一些关键字标示出来，然后可以根据

这些被标示的关键字信息建立起索引，这样就把图像检索变换成了文本检索。然

而，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这种利用手

工标示的图像检索不能感到满意。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CBIR）这一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究。CBIR 这一技术看其字面意思就可以猜出，

这种技术在对图像信息进行处理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从低层到高层进行的。我们

这里所指的内容信息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图像的颜色、形状、纹理、语义等等内

容。CBIR 主要是通过分析图像本身所包含的一些内在的特征以及图像之间的联系

来进行检索，它是将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起来的产物，是相较

于早期图像检索技术的一大飞跃。从目前研究和应用的现状来看，基于内容的图

像检索技术目前主要应用在专业图库以及图书馆的目录检索等领域。 

可是基于图像检索的字体检索系统，有时候不能被用户快速准确检索，因此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初唐楷书作为中国书法文化的组成部分，在

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初唐楷书字体的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设计出一种能

够快速检索的系统，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2 研究意义 

形状特征是图像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都知道，图像的形状信息是不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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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颜色的变化而随之改变，这是物质稳定的特征。运用这一点特征，我们可以

利用图像的形状特点，研究出更便于使用且愈加明显的各类图像库的检索。有些

图像的颜色和纹理都不够丰富，运用颜色、纹理来研究图像检索有着很大的缺陷，

这也就更加突出了形状特征的优越性。从目前的研究领域来看，基于形状的图像

检索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医学影像、数字图书

馆等等，形状特征在这些领域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

通过提取和描述初唐楷书字体的形状特征，再利用这些形状特征之间的某些相似

度来实现对图像的检索。但是，图像的形状特征很难被准确的加以描述，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因此基于形状特征的图像检索也就成为了基于内容检索

中的一个难点。而本文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更好的对图

像的形状特征加以描述和提取，从而使查询的结果更加精确。 

1.2 国内外研究状态 

现今的科学界应用图像数据库的领域越来越多，图像数据库的发展优势非常

的明显，尤其 CBIR 技术更加的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这种技术在全世界

的迅速发展，使得在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专业机构对这种技术领域进行不断的探

索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国内已经取得一系列的成就。CBIR 的研究过程经

过了复杂的演变，在刚开始的研究过程中人们把重点放在了对视觉提取上面，经

过长时间的研究后，研究人员逐渐的将研究方向更改为语义特征、多维索引、用

户接口、系统设计等方面。近来研究人员又在更多的领域中引进了许多新鲜的知

识：运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推理和神经网络技术提取形状特征并将图像加以分类；

开发构造面向对象以及面向 Web 的 CBIR 系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过程中需

要深入研究的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并行 CBIR 技术也被提上了议程。下面，

本文将以通用目的的图像搜索引擎中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做一简单的介

绍。 

QIBC：IBM 的 QIBC 是第一个 CBIR 系统，同时也是比较典型的系统。这种

系统是正在推向市场的一款系统，它通过一种非常友好的图形界面提供了相当多

的检索方法，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所运用的系统框架和技术对于未来的图像

检索系统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今有极少数的系统能够想到运营高位特

征索引这一问题，但是 QIBC 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就显示出了该系统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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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结构只有三部分：图像库、特征计算、查询阶段，看起来很简单，却做

的极为精妙，首先是索引技术方面，它采用的是基于颜色、纹理、形状和收回草

图的图像索引方法。在对待形状特征的选取上，QIBC 使用了圆周率、主轴方向、

一些代数矩不变量以及形状的面积；第二个：纹路特征的本质就是纹理粗糙度、

方向性、对比性的结合；另外，颜色特征的采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运用了

YIQ(NTSC 补色 TV 标准)、RGB(标准色彩显示标准)、MTM(孟塞尔数学变换)坐标、

lab 以及 k 维颜色直方图等各项标准来表示。QIBC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进，在

改进的众多的版本中，开发人员越来越重视其查询的综合性，于是开发人员成功

开发出综合基于文本的关键字查询与基于内容的相似性查询的综合查询。 

Virage 系统：Virage 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多功能的综合型搜索引擎，该系统的

开发过程首先将查询引擎开发成该系统的一个插件，这种设计思路不仅能够使得

该系统成功应用于通用图像查询，还使得该系统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功能，

这种设计理念使得这种基于内容的图像搜索引擎广泛应用到特定的领域中去。    

该系统是由 Virage 公司开发的， Virage 的技术核心是针对于 Virage Engine 以及在

图像对象层上进行操作。Virage Engine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对图像进行有效

地分析、对图像之间进行合理的比较、对图像进行科学的管理。从分层上来讲，

Virage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层：图像表达层、包含图层对象的层、领域对象层、领

域事件层。对于那些在色彩、色彩分布局、纹路和构架等基础所带来可视频查询，

该系统都可以支持，更让人称道的是还可以支持它们的自由查询，为查询带来极

大的方便。Virage 中的特征也可以被称为“原语”，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可以将其进

一步划分为通用型原语和特定领域原语。 

VisualSEEK：VisualSEEK 是由哥伦布大学研究开发的 EBIR 系统，该系统的

姊妹系统是 WebSEEK，这是一个面向 WWW 的文本/图像搜索工具。该系统可以

算是我们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款系统，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实现了从压缩领域中抽

取视觉特征以及图像区域的空间关系的查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

促进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的发展。该系统同样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图形用户

界面、服务器应用、图像检索服务器、图像归档。 

WBllS:此系统使用了 WBllS（基于小波的图像索引和查找），一种图像索引检

索算法，它有在大型图像库中进行部分略图查找的能力。该系统的特点就是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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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算法更快更准确。该系统的准确率主要是因为它一共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

是比较粗糙的选择，是基于变量的一种选择，第二步就是在这些备选的图像中与

待查询图像间的特性向量加以匹配，以找到适合的量。两步分选可以大大地提高

准确率。 

MARS：MARS 是由伊利诺斯大学 Urbana-ChamPaign 分校开发的一款系统，

系统的名称来源于多媒体分析和检索系统的英文缩写。MARS 这个系统打破了传

统模式的特有构架，从而有了自己的创新和独特。在科研方面，它呈现出来的主

要特征有很多，例如索引与检索技术的结合(检测算法如何能够发挥出底层索引结

构的优势)、计算机和人的融合(相关反馈技术)。 

不得不说，无论是从应用领域还是调研角度来看，MARS 都能够遥遥领先于

其他的图像检测软件。而 MARS 最大的特征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学科之

间相互交叉融合的特定产物，这些学科包括：传统的信息检测技术、计算机视觉、

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混合形态的 MARS，必然能够让其他

的系统自愧不如。 

在国内，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系统也有不少，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开发的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演示系统

(Mires)，该系统是一个综合利用高层语义特征和低层可视特征的图像检索系统。

清华大学开发的用于检索 INTERNET 上静态图像的图像检索原型系统，该系统是

图像检索中的一个突破。 

当前，基于内容图像检索领域的研究热点是基于区域的小波检索和基于区域

的图像检索。需要重点说一说的就是基于区域的方法，它是把图像看成是一个区

域的集合，之后就对各个区域进行科学的相似度搭配，然后再通过那些相似度，

准确地筛选出与图像相匹配的区域。在这样的处理方法中，首先需要对图像进行

有效地分割区域处理，之后再根据相似度，把最为相近的局域集合在一块。最后，

再根据颜色形态上的距离，从而准确衡量出图像到区域之间的距离。其中，最具

代表的系统有：来自 Standford 大学的 SIMPUcity、以及来自 Califomia 大学的

Blobworkd 等。当然，这两种方法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要用到大量的

图像索引技术。 

CBIR 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主要根据图像的主题对象特征以及画面内容特征这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 1 章 绪论 

5 

两种图像特征进行搜索。从目前的研究形式来看，基于颜色、纹理和形状的图像

检索是比较常用的方式。在对颜色的相关特征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

诸如颜色相关图、颜色一致性矢量、颜色直方图等常用方法对颜色特征进行表述。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颜色的颜色对、主色调等方式对颜色进行表述，可以

说，描述颜色的方法多种多样。纹理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类：统计法，结构法，

模型法，频谱法。由于图像的形状相关信息不会随着图像的颜色改变而改变，图

像的形状是稳定的，对于人类来说，图像形状特征也是人们区别物体的最关键的

因素，因此可以说，形状特征是图像的核心特征之一。所以，本文主要从形状特

征来研究初唐楷书字体的检索技术。 

由于物体形状的相对稳定性，物体形状是物体的本质特征之一。研究人员就

是根据这些核心特征的综合进而实现对图形库的先进检索技术，这些物体的核心

特征保证了这种技术的实用性，是这种技术的设计思路的来源，研究人员在对图

像进行检索过程中就是根据物体的形状特征区别物体，进而检索出所需要的物体

的。同时还可以针对专用的领域，它是利用形状特征，来进行各色图像库之间的

检索。在目前的这个专业领域里，建筑的设计、商标库的注册与检测、外观设计

的专利管理，机械零件库的管理和利用，服装设计库、医学图像库等都是相当重

要的内容。 

在目前的科技发展中，对于图像检索的特征描述方式，主要有两种。它们分

别是：基于区域，基于边界。基于区域这个方法，主要是利用对区域内灰色发布

信息的研究，而后者则利用图像的边缘信息。基于区域的形状特征检索这种方法

主要是通过图像分割技术提取出图像中感兴趣的物体，依靠区域内图像的颜色分

布信息提取特征，因而能够提取出颜色较为相近的图像。具体的描述方法主要有

区域面积，形状参数，不变矩等等。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还属于不变矩，它

主要是使用对变换不敏感的基于区域的几个矩作为形状特征，Hu 提出了 7 个这样

的矩，基于他的发现，后来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新的版本。黄勇，王崇骏，王亮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形状不变矩的图像全局形状，并且依靠这些形象上的特征来提取

其算法。 

在基于边界的形状特征提取方面，巧妙地利用了各种技术的结合，它的基础

是边缘检测，并且搭配着小波轮廓描述子、傅立叶描述子，根据形态上下文的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