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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灰度变换的红外图像增强算法

邸 慧+于起峰+张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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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红外图像+采用双门限分割法进行图像分割+然后采用分段灰度变换法进行图像增

强.根据具体图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确定$个阈值+将图像分割为目标区/过渡区和背景区*部

分0按照每一部分的特点+设计不同的灰度变换+对图像进行分段线性增强+得到感兴趣目标区的

最佳视觉效果.通过对"(位红外图像进行实验+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实验表明+该算法灵活便捷+
在增加对比度和去除噪声的同时+还抑制了背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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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外成像系统因其成像器件的灵敏度/分辨率

和噪声等固有的特性+使红外热图像普遍存在目标

与背景对比度较差+边缘模糊+噪声较大等缺点.因
而+对红外图像进行增强是必要的预处理步骤+这

也是对其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一般而

言+图像增强是为了增加对比度和去除噪声+使处

理后的图像更适合某种特定应用.因此+图像增强

技术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言的.
在图像中人们感兴趣的是目标+而对背景不太

关注.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分段灰度变换方法

进行图像增强.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确定阈值+将

图像灰度分割成高段/中段和低段*部分+并对这*
部分采用不同的灰度变换.该算法简便快捷+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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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设计!进而得到感兴趣区域

的最佳视觉效果"

# 灰度变换算法

灰度变换的基本思想可简单表示为

$%&’() ’#)
式中!$和(分别为变换后和变换前的灰度值*&
代表某种映射关系"图像变换前灰度$的实际范围

为+(#!(,-!变换后灰度的要求范围为+$#!$,-"利

用’,)式可将灰度比例拉伸或压缩!使之满足+$#!
$,-的整个范围!从而达到增强对 比 度 的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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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变换方法运算简单!可以达到增强对比度

去除噪声的效果"但是!该方法对于原图中所有灰

度级的变换是相同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人们更

关心图像中的目标!对背景不太关注!希望对目标

的灰度级进行增强!对背景的灰度级进行压缩"为

达到此目的!首先选取合理阈值分割目标!提取目

标灰度级!采用分段灰度变换!即对目标和背景分

别采用不同的灰度变换!并对目标所占据的灰度范

围进行拉伸!对背景进行压缩"这样!不但能提高目

标的对比度!还可以更清楚地显示目标内部的细节

变化!并且忽略了人们不关心的背景的部分细节"
既使原图灰度级的范围较大!该方法也可以得到满

意的效果"

, 试验结果及分析

本 章 针 对 #1位 红 外 图 像 的 增 强 问 题 进 行 研

究"图中的深色目标为研究对象!因为目标温度很

高!所以它的亮度值很大!与背景有较大差别"
红外图像每个像素值占 #1位 ,个 字 节!234

’红绿蓝)颜色信息分解如图#所示"将红外图像按

234彩色模式显示!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由于

红外图像是记录温度信息!图像亮度值大小与温度

高低相对应!即亮度大对应温度高!亮度小对应温

度低"目标温度和周围空气温度由内及外是连续变

化 的!表 现 在 图 像 上 是 相 应 的 颜 色 也 是 连 续 变 化

的!如图,中目标中心由多种颜色跳变为深蓝色!
而后是深浅不同的绿色!颜色有明显突变!所以这

种模式不适合#1位红外图像"
将红外图像转化为5位灰度图像"采用图#给

出的方法分解出234分量信息!并采用’6)式变换

方法!即灰度值等于234的平均值!得到如图6所

示的结果"图像中灰度仍然存在不连续变化!所以

这种方法也不适合#1位红外图像"

图# #1位彩色信息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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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彩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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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简单灰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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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外图像是记录温度信息!亮度与温度对

应!其中不含彩色信息!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1位

灰度图像!容许灰度级范围为+[!,#\-’一般图像不

会完全占满容许灰度级范围)"对图像进行全局搜

索!找到最大灰度值]N̂ 和最小灰度值]_R!那么

图像灰度范围为+]_R!]N̂-"
通过灰度分段线性变换方法!将 #1位红外图

像(转化为5位灰度图像$!即将灰度范围由+]_R!
]N̂-映射到+[!,,\-"

图‘ 分段线性变换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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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取,个合适的阈值对图像进行分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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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红外图像中目标的灰度级位于灰度直方图

的高端!认为灰度值大于阈值的像素属于目标!其

他像素属于背景和过渡区"对目标的灰度级采用拉

伸变换!使过渡区的灰度级保持不变!而对背景的

灰度级采用压缩变换"通过图#所示人机交互的方

式!在$%&’!%()*范 围 内 灵 活 选 取 双 阈 值 +%&,-和

+%&,./+%&,-0+%&,.1!将红外图像分割成2部分!即灰

度级的高端3中端和低端!分别对应目标3过渡区和

背景"在$4!.55*范围内选择.个阈值6%&,-和6%&,.!
并对每一部分分别进行/#1式所示的灰度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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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一组阈值对红外图像进行灰度变换!得到

的结果如图5所示"图中灰度连续变化!目标与背

景截然分开!并且抑制了杂乱的噪声点"

图5 本文灰度变换法

=>?@5 ABC?DE>FB?DGHEB>IDJHKGLC?CBKMNOBPD

ECBINQGCFFDERGJ

2 结束语

采用分段灰度变换方法进行图像增强!在增强

了目标对比度的同时压制了背景!获得了最佳的增

强效果"该算法简便快捷!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灵活设计"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确定阈值!对图像

进行分割可以得到最佳的效果!为下一步自适应阈

值的选取方法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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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工学会申办第.5届国际弹道大会取得成功

中国兵工学会申办工作代表团于.445年--月-#日至-b日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的第..届国际弹道大会!并在大会期间召开的国际弹道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以较高的得票获得了第

.5届国际弹道大会/c’WYd’(W&e’(Xfg%heV&i%j(XX&VW&kV!简称cfj1的举办权"申办代表团由中国科协书记

处书记3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冯长根为团长!南京理工大学校长3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徐复铭为副团

长!中国兵工学会副秘书长3申办工作办公室主任许毅达为领队一行-4人"代表团在加期间广泛接触了国

际弹道委员会成员!为申办成功做了全面周到的准备!申办的成功将是中国乃至亚洲国家首次举办国际弹

道大会"

cfj是以常规武器研究为背景的世界公认的最高水平3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盛会"该会议由国际弹

道委员会/c’WYd’(W&e’(Xj(XX&VW&kVUe%%&WWYY!简称cjU1主持每-b个月召开一次"双数届固定在北美/主要

是美国1举办!单数届由其他国家申办"中国兵工学会于.44#年-月正式启动申办工作"申办工作得到了

中国科协3国防科工委3总装备部3外交部3北京市政府等各方支持"第.5届cfj将于.4-4年5月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 /秦风 供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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