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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给出镜头检测的总体流程图 其中计算
,

检测
,

检测 是本文的工作
。

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从 序列 中检测切变位置
,

然后在相邻的切变位置之间检测是否有渐变
存在

。

渐变检测分三步 首先计算每帧图像的方差 其次利用方差序列检测淡入
、

淡出的位置
以及可能的叠化位置 最后再用双重色度差

,

特征 〕来

确认叠化位置
,

以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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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镜头检测流程图

视频编辑模型
根据视频编辑的实际情况

,

可得到常见的几种渐变
,

即淡入
、

淡出和叠化的近似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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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物线形状 其局部最小值位于 的 川

图像序列的均值为 【 川 创约 。 约【 伽 一 的
,

而方差

为

尹 侧 一 了
“

侧 加 创约 一 侧啊
“

。 口 , 二 , 口 尸 一 厂 一 万

、 少 尹润 十 尸
。 , 一 二 〔、 ,

可 见
,

图象序列的方差在渐变过程中会呈现抛物线的形状
,

二 【二 尸 叮
。

的定义如下
,

其中

艺拭
,

川 为非零梯度像素的总数
,

这里 拭二 ,

功 定义为

其局部最小值应发生在 叫约

艺 二 ,

川 为梯度 图 的总梯度值
,

,

气苏 , 以少二 、 八

,

二 ,

功
,

功



是原图的低频部分 并不适合用来检测边界 没有采用 序列 主要是因为用它的效果与

用方差序列差不多
,

而用后者 已经能有效地选出可能的叠化位置 另一方面
,

因为物体和摄像
机的运动也有可能造成类似用方差序列得到的抛物线形状

,

从而造成误检
,

导致检测准确率不
高

。

所以在叠化检测中进一步利用 特征作确认以提高检测准确率
从 式可以看到

,

任意选择叠化过程中的某两点间计算
,

都能得出抛物线形状的

序列
。

也就是说
,

为计算 序列
,

没有必要准确地定位叠化的起点和终点 另一方面
,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
,

叠化起点和终点的定位常难以做到很精确
,

常有几帧的偏差 另外
,

由于

物体或摄像机的小运动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

那么当叠化起点和终点间隔较远时
,

就会有较大的

运动积累
,

导致前面对 夕 , 军, 尹 二 , 夕 , 叮 二 , 万, 二 , 万 的假设不成立
,

从而影响

序列 的抛物线形状
。

鉴于此
,

我们在叠化起终点 区域
,

刘 间有 目的地选择 。 ,

枷
,

使得

〕三云。 三 亡 三
,

且相距较近
。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上述的小运动积累问题
。

参见图 的

示意图
,

其中曲线是方差序列
,

处可能的叠化位置在图中分别用
, ,

表示
, ,

的情况对应图
,

黑点表示局部最大值和局部最小值位置
。

图 中实箭头指示所选的 。 位

置
、

虚箭头指示所选的 艺 位置
。

实验结果

我们选择了几段真实视频 包含 个淡入
,

个淡出 来测试淡入
、

淡出检测算法的有效

性
,

其中一段视频如图 所示
,

该视频对应的方差序列和 序列见图 可以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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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中检测出的一个叠化片段 先化出的画面强度较弱

上半部分是方差序列 边界强度序列也有类似结果
,

下半部分是 序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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