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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状特征 由于其简单
、

直观等优点在基于内容的图象检索技术研究 中非常重要
。

本文在简要介绍

了基于内容的检索技术 ( C on t en t 一 b as ed eR itr ve al
,

CB R ) 的基础上
,

从不变特征提取
、

相似性度量
、

检索

方式等方面
,

详细探讨了利用形状相似性进行 图象 C B R 的技术关键
。

实验结果表明
,

不变矩和相对面积

等特征相结合可 以有效地进行形状检测
。

相信本文的工作
,

将对构建某些特定应用 的系统具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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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基 于文字 的图象 检索技 术 (e T xt一 Ba s e d

e Ri tr
e va l

,

BT R ) 需要大量 的注解信息
,

这些信息的

生成不但需要大量的人工
,

而且往往存在主观性和

不完备性
,

因此不适合大量图象信 息检索
。

基 于内

容的图象检索技术 ( e
o n t e n t 一 B as e d R e币 e v al

,

C B R )

正是为了克服上述缺点而提 出来的
。

图象 中的 内容

是和特征紧密相关的
,

通常是指颜色 ( oC fo )r
、

纹理

(
r

r e x t t ler )
、

形状 ( hS ape ) 等可视化特征
。

特征分析
、

提取与选择是 C B R 系统的核心
。

一

般来说
,

有全局特征和局部特征两 大类
。

对颜色特

征来说
,

可以是整幅 图象的直方图
,

或不 同窗 口 的

直方图
。

此外
,

由检索的过程
,

可 以分为单特征检

索或多特征组合检索
,

如颜色和形状结合
,

或指定

一组不同的颜色或纹理区域等等
。

和颜色
、

纹理相 比
,

形状 特征显 得更 为直观
,

而且便于交互描述
,

这其 中的原因在于
:

( l) 对一般用户来说
,

纹理显得太专业
,

难 以

理解
,

因此在图象检索过程 中难以准确描述
,

使之

符合人们的要求 ;

( 2) 颜色虽然也很直 观
,

但基 于直 方图等颜色

特征的检索需要和用户对颜色的直观理解还存在一

定距离 ;

( 3) 一般 的 图象
,

很 少是 单颜色 或单纹 理 的
,

所以用颜色 或纹 理进 行描述 时
,

往往需要分 区域
,

这就必然要求颜 色或纹理特征与形状特 征相结合
。

所以形状特征在图象检索过程中显得十分必要 ;

( 4 ) 通过简单的人 机交互作图
,

可 以很方便地

指定相应的形状特征
,

所以形状特征不但易于理解

和精确描述
,

而且便于用户掌握
。

依据以上分析
,

本文着重探讨了基 于形状特征

的图象检索技术
。

其 中第二节给出了形状特征提取

方法及描述模型
,

第三节 主要探讨检索方式和检索

算法
,

第四节在实验系统模型基础上
,

进行了讨论
,

最后给出有关结论
。

2 不变性形状特征及描述

对于区域的描述
,

轮廓外形 ( Con t

our )
、

骨架形

状 ( S ke tch ) 等是最常用的形状特征
。

此外
,

还包括

若干全局及局部特征
。

全局特征包括 圆度 ( oR un d
-

n e s s
)

、

中心矩 ( C
e n tar l M

ome
n t )

、

偏心率 ( E
e e e n t ir e -

iyt ) 和主轴方 向 (M aj or 肠
s

侃en att ion ) 等
,

而局部

特征 包 括 曲率 ( Cu vr a

姗 )
、

角 点 ( C
o nr e r

)
、

转 角

(
r

n 川 l i n g sA l g le ) 等
。

考虑到图象中 目标 的角度
、

位置
、

大小等差异
,

一般都强调具有旋转 ( R
o ta tion )

、

平移 ( hS ift)
、

尺

度 ( cS al e) 不变性 的特征
.

。

为此
,

需要引人 另外一

些有效 的特征
,

如代数矩 ( A lg e b面
c M o

me in )
、

曲率

样条 ( SlP in e of C u vr aut er )
、

累进转角 ( A
e e

unr
u l at iv e

r

l、m l ign sA lg l e ) 等
。

特别是矩特征
,

不但可以满足上

述不变性要求
,

而且便 于计算
,

能够准确反映形状

特性
。

矩特征的定义
,

是建立在对一个区域内部灰值

分布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的
,

是一种统计平均的描述
,

可以从全局观点描述对象 的整体特征
。

图象 f (
x ,

户 在点 (
x ,

户 处的 ( p
+

妇 阶矩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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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班砂 y丫 (
x ,

户 ( l)

( p + 妇 阶中心矩定义为 产*
,

、 =

孔 (
x 一 x 。

) p
( 了

一 少
c

)丫 (
x 了 ) ( 2 )

其中
x 。 = m l o / m , ,

` = m 0 1 / m , ( 3 )

(
x 。 ,

y
。

) 为图象的重心坐标
。
产2

,

。和 内
,

2是图 垂直轴线和水平轴线的对称性
。

象分别绕过重心 (
x 。 ,

少
。

) 垂 直轴线和水平轴线 的 体对于垂直轴线是对称的 ; 如果

惯性矩
。

若 脚 ,0 > 脚
,

2 ,

则说 明物体 在水 平方 向上 于水平轴线是对称的
。

可见 产 ,
,

、

拉长 ; 若 脚
,

。 < 产 0, 2 ,

则说明物体在垂直 方 向上拉 重心的分布情况
。

长
。
产 3

,

。和 产。 , 3的幅值可以 用来度量物体分别对 于

如果 脚
,

o 二 0
,

则物

产。
,

3 = O
,

则物体对

描述了区域相对于

定义归一化的中心矩 产二 = 产*
,

、 / 产权
。 ; =

( p + 妇 2/
+ 1

,

则对应 的满足旋转
、

平移 和尺度不变

性的特征量为 中 二
{必

` ! i = 1
,

2
,

…
,

7 }
,

其中 价
, ,

协2 ,

…
,

势7 ,

分别定义为
:

协l = 产 20 + 产 m

协: 二 (产二
一 产二 )

2 + 4产子
1

价3 =
(产、

一 3产 1 2
)

2 +
(产。

一 3产 2 1
)
2

笋
; 二

(产、 + 产 12
)
2 + (产。

+ 群2 1
)
2

价5 =
(产、

一 3产 12
) (产、 + 产 12

) 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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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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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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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 + 召 2 ,
)
2 一 3 (产刃 + 产 12

)
2

不变矩特征可以判断 区域 的形状
,

但无法衡量

区域的大小
。

为此
,

我们采用 了 S俪 特征
,

主要是

面积特征
。

单纯的面积特征定义为区域内的象素数
,

满足平移及旋转不变性
,

但随尺度因子
,

如图象分

辨率而变化
。

为此
,

我们引人相对面积特征 A
: ,

定

义为
: A

r = A / 八仍f
,

A 为区域 面积
,

N
、

M 分别为图

象的长宽
,

的意义就是区域面积在整幅图象 的比例
,

这个值也满足上述三个不变性 的要求
。

在后面 的实

验中
,

我们将利用不变矩特征及相对 面积特征来进

行图象检索
。

3 检索方式及检索算法

多媒体系统查询一般有三种方式
,

即传统的基

于文字的查询 ( uQ
e yr b y T e x t

,

QB )T
,

基于例子的查

询 ( uQ
e yr 场 公皿

. p le
,

QB E ) 和基 于 浏 览 的查 询

(uQ
e yr 场 B or ws in g

,

QBB )
。

在基于形状进行检索时
,

可以进一步引人 基于交互式 画图 的查 询 ( uQ
e yr b y

s k e t e h
,

QB s )
。

QBT 方法最简单
,

可以 由图象对象的

名称
、

描述等进行查 找
,

比较准确
,

但灵 活性差
,

和 QB B 一样
,

都不能适应大量数据的检索
。

在基于

内容 的图象检索方法 中
,

QB E 和 QB s 是 比较适 当的

技术
。

QB E 中的样本 图象可以 由用户从 系统提示样本

中选择
,

也可以通过 网络 由用户 自行定义
。

处理过

程中就需要在预 处理 基础上进行特征提取及 匹配
,

其中匹配的难点就在于基于相似性度量
,

特别是多

维数据的相似性度量
。

考虑 到从样本图象中准确把

握用户需求 的困难
,

QB S 也 是其 中好 的方 案
。

QB S

无须进行 图象处理
,

只需要从用户输人 的图形中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