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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 目标优化的轮廓定位分割视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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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获得符合人主观意图的任意对象的唯一途径 在评价图像和视频对象分割的质量方面尚缺

乏规范的标准
。

现有方法包括主观视觉评价和定量评价
。

对象跟踪是半 自动分割的核心
,

关键点是对象特征表示和对象特征定位
。

在对象特征表示

上
,

文献 以 网格为对象特征
,

文献 以区域为对象特征
,

而更多的是以轮廓线为对象

特征 “一 ”
。

在以轮廓线为对象特征的方法中又分为基于像素的方法 , 和基于闭合曲线 , 川

甚至是参数表示的闭合曲线 的方法
。

在对象特征定位上
,

以运动估值和补偿 【“一
、

能量最

小化 , 〕两种方法最重要
,

并结合一些静止图像的处理方法如水线算法 圈

在这些方法中
,

韩国 的方

法 日 效果最好
。

它是半 自动分割
,

以轮廓线为对象特征
,

以像素为单元
,

以运动估值和补偿为

主要对象特征定位方法
。

但是遇到较复杂运动 人物头部不停转动 以及较复杂背景时出现较大

误差
。

对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对象跟踪方法
,

以方块均方色差和 图像像素边缘强度等多个图像

特征构造 目标函数
,

采用带容错的分层排序法进行运动估值和补偿
,

求出所有参考帧轮廓点在

当前帧的对应点 然后以边缘强度最大为 目标把所有这样的点连接成闭合曲线
,

得到 当前帧分

割掩膜 用本文方法处理多个头肩像视频测试序列
,

分割结果令人满意
,

表现在对象轮廓点运动估值和补偿的精度提高
,

而且对于对象的平移
、

缩放
、

旋转
、

变形等运

动的适应性有一定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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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相对于亮度对象特征对噪声更不敏感 式既有利用帧间相关性的时间分割 又有利用

轮廓点空间特征的空间分割 通过引人更多的信息和特征
,

使轮廓点定位有较好的精度及鲁棒

性
。

式是多目标寻优问题
,

可以借鉴并引用 多目标优化技术中通过排序求最优值的部分
。

不

过对于多 目标优化可以根据 目标函数的性质研究解的性质 卜‘〕
,

在这里却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
。

图像数据的随机性使图像特征
、

目标函数和解都是随机的
,

只能对随机变量具体表现的数值进

行排序 因此本文只能根据实验结果
,

确定具有最好表现的优化方法为

、少

、二‘ ·

了

这种按重要程度分两层进行单 目标优化的处理方法即分层排序法
。

考虑到排序时总可以输

出最值
,

但是可能出现多个相同的数同时达到最优值的情况
,

本文参照文献 【 引入宽容量
,

提出带容错的分层排序法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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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习

。 ,

艺 艺 一 ‘ 。 , 一 厂 ‘
,

川

线并得到分割掩膜 在文献 【 中未提及处理方法 本文利用参考帧轮廓点的相邻性检

查当前帧估计轮廓点的相邻性
,

并以边缘强度最大作 目标连接分离的估计轮廓点
,

使形成的曲

线与实际轮廓线尽量吻合
对于参考帧两个相邻的轮廓点 二 , 万 和

, 军
,

运动补偿后在当前帧的位置分别为

气
,
岁 和 玉

,

夕几
。

如果这两点同时满足 气一 玉 三 和 军 一 军玉 三 的条件
,

为相邻

点 否则
,

为分离的点
,

需要建立两点之间的连接 如果这两点同行或同列
,

形成一条以这两

点为端点的横线段或竖线段 如果 城
、

摊
、

叭
、

此 构成一个矩形
,

如图 所示
,

根据

图像边缘强度把这两点连接起来
,

形成如图 所示的由带圆圈黑体数字像素组成的曲线
。

图

取 自 序列的一小块图像
。

每个方格为一个像素
,

方格中数字是图像边缘强度
,

其中的

带圆圈黑体数字表示轮廓点 从 城
,

叭 移动至 妈
,

此 的过程是 每次从当前点 了
,

犷 移动

到相邻的 个点 ’ 十 △
,

犷
,

’十 △二 ,

犷十 △功
, ,

犷 △功 中的一个点
。

该点在矩形

范围内而且边缘强度最大
。

△
,

△万 为行
、

列移动量 如果 城 码
,

△ 二 否则
,

△ 一
。

△ 的设定方法相同
。

把这样的 个邻点按移动次序排序
。

如果 】川 一 雌 全 】川一 此
,

次序是 ’十 △
,

犷
,

’ △
,

犷 △川
, ,

犷 △功 否则
,

次序是 了
,

犷十 么功
,

十 △
,

犷十 △夕
,

’ △
,

犷
。

遇到边缘强度相同的情况就取移动次序在前面的点
。

这样

的逐点移动一直进行下去
,

直到移到 砖
,

蛇 的邻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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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廓廓

又又 象轮 ‘点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
动动估仇和补偿偿

轮轮廓一 闭合曲曲
线线 分割掩膜膜

对对象轮廓廓
形形状 平滑滑

图 是本文方法的流程图
。

用

算子 对图像 分量进行边缘增强
。

用

邻点
“

掏空
”

法从 已知的参考帧分割掩膜

中提取对象轮廓
。

执行逐个对象轮廓点的运

动估值和补偿
,

得到当前帧的对象轮廓点
,

如 节所述
。

然后完成检查当前帧轮廓点

的相邻及连接分离的点的步骤
,

如 节所

述
,

从而形成一条闭合曲线
,

并确定以此闭

合曲线为轮廓线的对象
。

最后用先开后闭的

形态学滤波对二值的分割掩膜完成对象形

状平滑
。

所用的结构元素是圆
。

平滑后的分

割掩膜作为本帧的最后分割结果输出
。

以上

各步算法除本文第 节所述的外
,

都是常用

的数字图像处理算法
,

参见文献 的有

关章节
。

图 本文对象跟踪流程图

实验结果

用 工具把以上流程编成 程序
,

处理
,

格式的彩色视频测试序列
。

用 工具对每个序列的第 帧图像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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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象轮廓线
,

并生成初始帧分割掩膜
。

初始帧的选择是任意的
,

它确定了对象跟踪的起点
。

式的有关参数设为 为
,

夕 为
,

尹‘

为
,

△ 为
, 。 匹配块

表 中本文程序运行时间较长
,

是因为本文程序采用全搜索方法执行运动估值
,

而且没经

过程序优化 相对于 作为产品的程序
、

这样的数据仅供参考
。

结 论

用本文方法处理多个头肩像的视频测试序列
,

都得到主观满意的结果
,

达到实用要求
,

比

的演示程序分割结果更精确
。

虽然本文没专门对复杂运动建立数学模型求解
,

但是通过

应用多 目标优化技术
,

选择或调整合适的宽容量
,

使对象跟踪更好
、

更充分反映轮廓点特征
,

增强分割精度和对象跟踪方法的鲁棒性
,

从而提高了本文方法对于平移
、

缩放
、

旋转
、

变形等
图像运动的适应性

。

本文方法产生像素精度的分割结果
,

满足
一

标准的基于对象编码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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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方法处理结果
,

本文方法处理结果

〔‘环 、 , 、 宇歹哆第 。顿

〔 川 方法处理结琪 本文方法处理结果

。 。冬 、。 。 节歹移饥 以 ‘葬夏

图 方法和本文方法的处理结果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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