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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曲率的指尖检测方法

李博男　林　凡
(厦门大学软件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指尖检测是基于视觉的徒手人机交互系统的关键环节, 由于背景的复杂性和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导致指尖

的精确定位在处理速度和准确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简单高效的基于曲率的指

尖检测方法。该方法首先将输入视频流基于肤色空间进行二值化, 并将二值化后的视频序列作为输入数据; 然后

采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出肤色区域的边缘(肤色区域的轮廓) ,在肤色区域的轮廓上根据曲率来对类指尖的点进

行检测, 并且根据类指尖点的位置关系来判定一个肤色区域是不是手; 最后通过过滤算法过滤掉误判手臂点。实

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在不同的应用背景下都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对光照的鲁棒性也较高, 并且能够达到实时检

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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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tip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Curvature

L i Bonan, L in f an

( School of soft war e, Xiamen Univ ersit 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 he f ingert ip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w hose detect ion is the key connect ion fo r many v ision-

based barehanded human computer inter act ion ( HCI) sy stems. A novel method for f ing ert ip detection is

pr esented. The input data is the binary image segmented fr om the input v ideo st ream by the skin color

space. Then, the edge detect ion alg orithm is used to ext ract the edge of skin region. On the contour of

skin reg ion, f ing ert ip-like points are detected using curvature informat ion. T he po sit io ns of these

fingert ip-like points are used to determine w hether a skin reg ion is a hand o r not . Finally, it filters out

some incor rect f ing ert ip poin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 sed alg orithm performs w ell in

dif ferent backg rounds and is robust to the inf luence o f il lum inat ion in a real-t ime sy stem.

Key words : f ing ert ip detect ion; computer vision; curvatur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 ion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基于手势识

别的人机交互方案。然而, 手势识别是一个复杂的

任务,它包含了运动建模、运动分析、模式识别和机

器学习等方面,甚至涉及到心理语言学。人机交互

领域中对手势识别的研究和开发还可以扩展到诸

如视频监控、机器人控制、远程会议等其他相关领

域[ 1]。

在手势识别技术中,数据的采集是其中比较关

键的部分, 目前所用的数据采集方法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基于一些特定设备的数据采集方法,该

方法采用专门制作的数据手套[ 2]或者让使用者戴

上特定颜色的指套或手套
[ 3]
等;另一类则是裸手的

手势识别,即使用者无需佩戴任何其他设备,仅靠

对裸手进行数据采集(主要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数

据采集)即可完成数据输入工作。

完成数据采集后需要对手进行建模,形成手部

特征。关于手部特征的选取和建模,相关研究人员

做了大量工作[ 4-6]。目前常见的手部特征主要有肤



色特征、纹理特征以及轮廓特征等。其中,对指尖位

置的检测和提取是一种常用的、技术常见的解决方

法。如文献[ 7, 8]在手势分割的基础上采用模板匹

配的指尖检测方法实现手势识别。文献[ 9]通过计

算掌心与轮廓边缘的距离检测单个指尖的位置实

现与虚拟的交互。当然,指尖检测也还有一些比较

特殊的方法, 比如采用多个摄像机检测深度获取单

个指尖位置
[ 10]
等。但由于背景的复杂性和系统的

实时性要求, 往往很难做到既快又好, 导致指尖的

精确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简单高效的基于

曲率的指尖检测方法。该方法首先将输入视频流基

于肤色空间进行二值化,并将二值化后的视频序列

作为输入数据;然后采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肤色区

域的边缘(肤色区域的轮廓) ,在肤色区域的轮廓上

根据曲率来对类指尖的点进行检测, 并且根据类指

尖点的位置关系来判定一个肤色区域是不是手;最

后通过过滤算法过滤掉误判手臂点。

1　输入数据和预处理

本文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据手边缘轮廓上的

点的曲率来进行指尖点判定,因此,算法的第一步

是从输入的二值化图像序列中提取边缘信息。

对于输入图像序列的每一帧,都获取了图像中

的边缘轮廓信息。但是在帧与帧之间,这些信息相

互之间是独立的,也就是说程序并不知道诸如“这

一帧中的轮廓 Contour 2 是由上一帧的轮廓

Contour 1发生了一定位移、或发生了一些形变、或

静止不动而产生的, Contour 1和Contour2其实本

质上是同一个物体(下文中将这样的‘物体’定义为

Object )”这样的信息。为了在帧序列之间建立这样

的信息传递, 本文加入了肤色区域跟踪算法。

在算法中, 一个肤色区域的轮廓(或简称为一

个肤色区域)被称为一个Object。在全局变量中,保

存一个 vector < Object> objects,用于记录场景中

出现的所有Object。给每一个 Object 增加了一个

score 参量,用来评价这个Object 在图像中出现的

频率。当对一帧图像进行边缘检测时,对于某个肤

色区域 region1和全局 objects中的某个肤色区域

region2, 若它们的外接矩形(各边平行于坐标轴的

外接矩形) rect1 和 rect2 的面积比在[ 0. 5, 2. 0]之

间, 并且 r ect1 和 rect2 相交出的矩形的面积

intersectAr ea 达到了两个父矩形中面积较小者的

面积的2倍或以上,则可判定为“region1与region2

是同一个Object的不同形态”,将对应的region2的

scor e值增加10. 0。当一个Object 的 score 足够大

时,就可以认为这个Object 在每一帧中都出现了。

2　类指尖点提取
2. 1　基于曲率的类指尖点检测

　　基于曲率的类指尖点检测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它能够从肤色区域的轮廓上提取出类指尖点信息。

之所以称之为“类指尖点”而不直接称之为“指尖

点”, 是因为此时尚无法判定对应的肤色区域是不

是手。事实上,本文中关于一个肤色区域是不是手

区域的判定,是要基于该肤色区域中的类指尖点的

位置信息的。关于手检测的部分详见3. 1节。

首先对第 1节中提取出肤色区域的边缘轮廓

点序列进行插值,保证相邻点之间的距离大致相

等。此时,可以考虑计算边缘上点的曲率,通过设定

边缘点曲率的阈值来筛选出类指尖点的集合。同

时,通过边缘轮廓的曲线可以看出,由于光照的影

响,轮廓并不是一条足够光滑的曲线,在小范围内

轮廓可能出现凹凸不平的情况。

因此, 考虑采用如下方法定义轮廓上的点 p 的

曲率:给出一个常数L ,取轮廓上p 点的前面第L 个

点 p 1,及后继第L 个点p 2,则使用向量pp1与向量

pp 2的夹角p 1-p -p 2的余弦值作为点p 的曲率。计

算时采用向量夹角公式,即

cos = pp1 p p2
pp1 p p2

( 1)

　　实际实现中,选取的L 值并不是固定的常数,

而是根据肤色区域边缘轮廓在图像中占空比选定

的一个区间[ L 1, L 2]。p 点的曲率被定义为在这个

区间范围内的所有L 中向量pp1与向量pp2的夹角

p 1-p-p 2的余弦值最大的数。显然,每个边缘点的

曲率在区间[ - 1, 1]内。

求出肤色区域边缘轮廓上每个点的曲率后,通

过设定一个阈值T ,将曲率大于等于T 的所有点筛

选出来,构成一个集合。然后通过2. 3节的类指尖

点聚类方法,就可以在集合中选取若干个点作为类

指尖点。

从图1中可以看出,曲率算法对于指尖的检测

效果很好, 所有指尖均被检测到。但是同时可以发

现,该算法出现了一些误判点, 主要是那些位于两

个手指之间的凹槽的轮廓点,以及手掌末端与手臂

连接处的点。手指间凹槽误判点的去除将在2. 2节

中给出,而手掌末端与手臂连接处的误判点去除将

在3. 2节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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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曲率的类指尖点检测效果图

2. 2　凹槽点过滤

从2. 1节算法的运行效果图中可以看出,除了

指尖附近的轮廓点拥有较大曲率外, 那些位于两个

手指之间的凹槽的轮廓点(简称为凹槽点)也有较

大的曲率。因此, 必须设计算法将这些凹槽点去除

掉。

分别考虑图2中位于指尖的点 rp 和凹槽的点

lp :

图2　凹槽点和指尖点的区别

在保证边缘轮廓点总是按逆时针序(或总是按

顺时针序)排列时, 分别对于点 lp 和 rp ,考虑向量

p1p 与向量pp2的叉积(向量积)的符号,即p1p×

pp2 的符号, 计算发现, 当 p 为指尖点时叉积的符

号,与当 p 为凹槽点时叉积的符号不同。

据此, 就可以根据p 1p×pp2的符号来判断某

个点p 是属于指尖点集合还是凹槽点集合,并过滤

掉凹槽点。

2. 3　类指尖点聚类

在2. 1节中, 对于肤色区域的边缘轮廓上的每

一个边缘点 p 都求出了对应的曲率。然后,设定一

个阈值T ,当某个点 p 的曲率小于T 时则将其曲率

置为- 1, 否则保持不变, 筛选之后效果如图 1 所

示。

从图1中可见,曲率超过T 的边缘轮廓点均集

中地、连续地分布在手指指尖附近。如果考虑环状

轮廓点序列所对应的环状曲率序列,那么序列中大

部分的值都是- 1,少部分非负的值均集中地、连续

地分布在若干个一维区间内。因此,只要设计一个

聚类算法,将每个一维区间找出, 并从每个一维区

间中选出一个代表点作为聚类的结果即可。

在本文的算法设计中,每个一维区间允许出现

极少量的曲率为- 1的点(这样的点不允许出现在

区间端点处)。对于每个一维区间,选取其中的中位

点(当一维区间的下标范围是[ l , r ]时, 称下标为

( l+ r ) / 2的点为区间的中位点)作为其代表点,即

候选的类指尖点。聚类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类指尖点聚类效果

可见, 该算法对于每一个区间选出了中位点作

为类指尖点的代表,可以反映指尖的位置, 能够达

到较好的效果。

3　误判信息纠正

3. 1　手检测

　　上文中考虑的所有算法的出发点都是与手或

者指尖相关的。但实际上,分割出的肤色区域有可

能是手,也有可能是脸或其他人体部位。因此, 有必

要设计一个算法来判断一个肤色区域是不是手。

在本文中, 如果一个肤色区域已经被判定为

“是手”, 那么在第 1节肤色区域跟踪的算法下,在

之后视频流的每一帧中凡是被判定为与该肤色区

域属于同一个Object 的肤色区域就一定是手, 即

假定不可能出现一个肤色区域曾经是手后来变成

了非手的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设计如下的手判

定算法:

( 1) 若一个肤色区域从进入视频开始,经过T

帧还未判定为“是手”,则认定该肤色区域永远不可

能是手。在之后的肤色区域跟踪过程中直接跳过对

该区域的手判定过程。

( 2) 对于在T 帧内又尚未判定为“是手”的肤

色区域, 采用类似第1节肤色区域跟踪的算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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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肤色区域(即每个Object, Object 的定义请

参见第 1节)增加一个 hand- score 参量, 初始时

hand- score 为0。每当某个肤色区域被判定为“类

手区域”时(判定方法见下文) , 若该区域的hand-

score 不足 10. 0 则设为 10. 0, 否则将该区域的

hand- score 增加10. 0。当一个肤色区域的hand-

score 值超过50. 0时,即可认为该区域已经足够多

次满足“类手区域”的要求, 可以判定为“是手”。反

之, 若该区域的“类手区域”判定失败, 则将其

hand- score 减去5. 0。

( 3) 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是“类手区域”时,采用

如下算法。

若该区域中的类指尖点少于 5个或大于7

个,则该区域判定为“非类手区域”。

遍历该区域的所有类指尖点 p1。每次遍历

时,取出 p 1之后的4个点p 2, p 3, p 4, p 5(算法的目

的是将这5个点判定为5根手指的指尖点) ,并求出

相邻点之间的距离( Euclidean 距离)。将4个距离

由小到大排序得到序列{d1, d2, d3, d4}。

若p 1, p 2, p 3, p 4, p 5分别为一个手掌摊开、

5 指张开的手的5 个指尖, 一般地,大致有d1> =

0. 4* d2, 1. 2* d2> = d3, 3* d 3> = d4。若满足

以上条件,则判定该区域是“类手区域”。

若遍历完所有的类指尖点 p 1均不能判定

该区域为“类手区域”,则该区域判定为 “非类手区

域”。

当一个区域被判定为“类手区域”后, 修改

该区域的类指尖点列表, 只保留 p1, p2, p 3, p 4,

p 5,其余类指尖点均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

证在3. 2节中判定初始手向向量时,不被除指尖点

外的其余误判点干扰, 影响算法正确性。

以上就是判断一个肤色区域是不是手的全过

程。显然,若能够判断一个肤色区域不是手,则没有

必要对其进行轮廓点插值、类指尖点检测等一系列

操作。在提高算法准确性的同时也提高了运行效

率。

3. 2　手臂点过滤算法设计

在2. 1 节中, 曾经提到过手掌末端与手臂连接

处的边缘点可能被误判为类指尖点(称为“误判手臂

点”,简称“手臂点”)的问题。因此,需要设计一个算

法来去除这样的“手臂点”, 保证整体算法的正确性。

为了去除手臂点的干扰,需要求出一个手向向

量V,用于反映当前手的大致朝向。计算手向向量V

主要有两种类型, ( 1)适用于当手第一次出现时的

图像, ( 2)适用于之后的图像,即已知上一帧中手的

手向向量, 要求这一帧的手向向量。

对于第1种情况,即当一只手刚进入图像时,

取手的最小包围矩形 minRect (各边不一定平行于

坐标轴的最小外接矩形)的4个顶点和各边中点共

8个点, 分别计算这 8个点到该手内所有类指尖点

的距离和 (此处“距离”的定义采用 Euclidean 距

离) , 选取其中距离和最大的点作为初始手向向量

的起点。确定了向量起点后,再选择“对面”的点作

为向量的终点。这里“对面”的定义对于minRect的

顶点而言, 则是对角顶点; 对于minRect 的某条边

的中点而言,则是对边中点。

对于第 2种情况, 此时可用 “上一帧时该手的

手向向量”预测“这一帧时该手的手向向量”,同时

再结合该帧中的数据即可。

手向向量V的计算效果如图4, 5所示:

图4　长袖穿着时的手向向量

图5　短袖穿着时的手向向量

图中深色直线表示手向向量V, 直线上以圆点

结尾的一端为手向向量V的终点。实际运行中能够

不断跟踪出正确的手向向量V。

计算出手向向量V后, 就能够回答“哪边是手

臂,哪边是手指”这个问题了。下面需要借助物理学

中“场”和“势”的概念:假设在该平面中存在一个平

行场F ,手向向量V为场强方向,定义V的起点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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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 V的终点的势为 1,并假设势沿场强方向均匀

增加。

这样,就可以根据场F 来计算平面中任意一个

点的势。那么对于包括手臂点在内的所有类指尖

点,分别计算该类指尖点的势, 并将势太低的类指

尖点判定为手臂点,去掉即可。

经过了以上算法后,剩余的类指尖点即可判定

为指尖点。

4　结束语

本文的核心是基于曲率的类指尖点检测。为实

现基于曲率的类指尖点检测,首先需要进行各类预

处理, 例如边缘检测、跟踪、边缘点插值等,为类指

尖点检测提供基本条件; 然后去除误判点,例如去

除“凹槽点”、“手臂点”等,将“类指尖点”确认为“指

尖点”。

该算法的大部分操作是基于“类指尖点”的,而

“类指尖点”的数量在每一帧中很少(一般不超过10

个) ,因此算法整体效率较高,足够满足系统的实时

性需求。

但是该算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由于算法从根

源上是基于边缘检测的, 因此, 要求输入的视频流

中手部区域必须与其他肤色区域分离。否则,若手

部区域的背景也是肤色区域(例如脸)或者与肤色

颜色非常相近的区域, 算法将无法检测到手部边

缘,因此无法进行下一步“类指尖点检测”,整个算

法就无法继续下去。

存在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单视频流中只

能获取2D 信息。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考虑采用多个

摄像头从多角度对手进行拍摄并建立 3D模型, 或

者加入深度传感器,获取深度信息并建立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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