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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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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像 关 嫡

减少
,

分割效果则比 狡 等人提出的算法更佳
,

因而
,

更具有实用价值
。

最大相关准则

等人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图像直方图中对应于 目标和背景部分的分布重新进行归一

化处理
,

并使图像中分别相对于 目标和背景分布的总的相关量为最大来选择阂值
。

考虑一幅具有 个灰度级大小为 的图像 二 ,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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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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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表

示灰度级的集合
,

人
,

乞任 为图像 二 ,

川 中灰度级为 的像素出现的次数
,

则图像 烈二 ,

川 中

灰度级 的概率为

,
二
只

任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概率分布 、艺〔 对
。

对于一个任意给定的灰度级
,

如果

于 而小于
,

则可以 由前面的分布中通过归一化变换得到如下两个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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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最大即可得到最佳阂值 、·

即

二
任

、

取 各个分布 的相 关量 为最大 本文提出的方法试图利用一个阂值 、‘

分别使 目标和背景
区域的分布的相关量 冠 、 和 以 、 均达到最大

。

很显然
,

除非创门的最大值恰巧 同时发生
,

否 则
,

蜀值的选取过程是对两者的一种折衷处理
。

以这种方式处理两个函数
,

我们可以采川最

优化理论中的最大最小方法
。

即

“‘ 一 ‘“ 查瞥淤黔岌
、 ” , 。 “ 下

仿真结果及分析
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

,

我们进行了仿真试验
,

采用的灰度图像是 卜。 和 。 ,

为
、

均有 个灰度级
,

其中 为红外图像
。

仿真结果见图 一 图
,

示 沂选的最佳 两值
。

,

其大小

图中 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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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图 图 本文方法

承卜久

图 本文方法 亡 图 等 的方法 班

从仿真结果可见
,

本文提出的算法其二值化的图像 比 ’ 等人提出的方法效果更好
。

另外
,

通 过分析 和 式和 等人 网 的方法可知
,

对于一幅具有 个灰度级的图像来 说
,

采

用本文提出的算法共需进行 次对数运算
,

而采用典型的嫡方法 方法 时
,

其对数运

算次数为 厂 次
,

因此执行本文算法对数运算量将大大减少
,

其 计算速度 比 一般嫡的方法更快
。

阂值分割
、

选取技术不仅是图像增强
、

边缘检测中的一个常用方法
,

而 巨在模式识别与景

物分析中也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

是大多数图像分析及视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提出的算

法 「 于分割效果较好而且运算量很小
,

因而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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