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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对象的视频分割算法 ‘

帧内分割
在文献 中所提出的分层次形态学分割方法具有极好的边缘保持特性

,

主要包含 个步

骤 利用形态学算子对图像进行简化 标记提取 利用分水线方法进行区域增长
。

对图像进行简化的 目的是为了使分割变得更容易些
,

通过形态学连通算子的作用
,

图像会
变成一些均匀亮度区域

,

同时能够很好地保证这些区域之间的边界与原始图像中对应位置的一
致性

。

下一步就是给每一个均匀亮度区域分配一个标记
,

它可以是这个区域中的亮度值
,

但必
须保证它的唯一性 然后让这些分类标记作为分水线算法的输入

,

进行区域增长
,

从而得到帧
内分割的结果

进行帧内分割 以后
,

整幅图像被分解成许多具有不同标记的区域
,

因此
、

可以把图像看成
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标记的图像区域组成

,

即 二 艺之
, , ,

、
, ,

⋯
,

图 和图

是帧内分割的结果 帧内分割的结果作为我们下一步 —区域合并的输入
,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
要的二值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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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并
通常

,

运动信息是区域合并所要用到的重要判据
,

虽然位移帧差
,

可以作为区域合并的一个判据
,

但当背景运动时
,

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

量 。及 ‘ 求得
,

我们选择 的双权函数
,

把运动估计问题转化为一个加权的最小二

乘方问题
,

通过增量估计策略可以求得最佳的运动参数矢量
。

利用 式我们可以计算每一个像素 乞的运动矢量 试
,

功
,

公
,

功 我们选择运动矢量与

光流矢量之间的欧氏距离作为运动判据

一 了云
,

, 一 。 ,
, 。

,
, 一 ,

,

对于独立运动对象上的像素
, 一 。 值比较大 相反

,

对于背景上的像素
, 。 一 。日

值比较小 我们取一个区域上所有像素的 一 的平均值作为运动判据
,

与一个门限进行

比较即可得到所需的二值图像
经过运动合并以后

,

我们得到一个表示几个不同运动对象区域的标记图 二 ,

功 二
,

其中 二 , ,

⋯
, ,

为分割出的对象数 目
,

对应于这些对象的运动参数矢量有 个
,

‘ ,
艺

, ,

⋯
,

分割细化
经过运动合并后得到的分割图 还需要进行分割细化以便得到好的基于对象的视频分割结

果
。

利用估计出的运动参数矢量集
,

通过边缘像素的再归类
,

从而实现分割细化
。

为了对边缘
像素进行再归类

,

我们利用位移帧差作为判据 分割细化的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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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步 判断当前像素 是否为 中的边缘像素
,

若不是
,

转向第 步

第 步 判断 中以 为中心的小窗 二 内所包含所有对象的集合
,

第 步 计算小窗 , 内的 。
, ,

乞〔 几
第 步 把 归类到对象 人

,

其 。、

最小

第 步 选择扫描方向上的下一点作为当前点
,

转向第 步
。

在实际应用中
,

我们选择以 为中心的小窗 切 ,

内位移帧差的平均值作为判据

原始图像 简化的结果 帧内分割

图

二值图像 分割的结果

原始图像 简化的结果 帧内分割

图

〔 二值图像 。 分割的结果

结 论
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我们提出的视频对象分割算法在从背景中分割 出运动对象时是成功的

,

它首先对图像进行帧内分割得到一些在灰度上具有一致性的区域
,

然后根据运动判据进行区域
合并

。

作为进一步的工作
,

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运动信息对序列 中的运动对象进行跟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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