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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头盔上弹痕的三维轮廓测量，提出了采用基于双参考面的条纹投影傅里叶变换法．改变一般

测量中只选择一个平面作参考面的做法，引入无弹痕时的头盔表面作为测量的第二参考面，克服了单平

面参考面测量时的信息丢失，保证了准确性．测得了弹痕的实际三维轮廓．实验证实了其正确性，精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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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投影法测量物体表面三维轮廓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传统测量方法，具有非接触和数据获取速度快等

优点，因而在现代检测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１～８］．条纹投影获得物体表面轮廓的方法在测量大尺寸凸面物体

中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针对头盔上的弹痕三维轮廓测量研究的不多，在国内期刊上尚未报道．传统三维

轮廓测量得到物体高度是相对于参考平面的实际高度，因此物体在参考面上的位置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带来

较大的随机误差．而弹痕测量时未留弹痕头盔表面是不规则的曲面，没有确定的平面作为参考面．因此需要

在原平面参考面基础上，再引入无弹痕的头盔表面作为第二参考面，两个参考面的使用与转换使条纹投影的

傅里叶变换法更准确地获得了弹痕的三维轮廓信息．

１　基于双参考面傅里叶变换术理论基础

傅里叶变换轮廓术的典型测量光路如图１所示，图中犘１和犘２分别是投影系统和摄像机的光心，犱是犘１

与犘２ 间的距离，犔是犘２ 到参考平面犚间的距离，犃和犗 是参考平面犚 上的两点，其间距犗犃 为狉，犇是弹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第３４卷　第５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犑犗犝犚犖犃犔　犗犉　犡犐犇犐犃犖　犝犖犐犞犈犚犛犐犜犢

　
Ｏｃｔ．２００７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５



图１　傅里叶变换轮廓术的光路图

上的点，摄像机的光轴垂直于参考平面．

在求得弹痕的三维轮廓信息时，采用软件生成具有正弦分布的条

纹图，通过投影仪投影到弹痕表面上，此时条纹受到弹痕表面面形的

调制而产生变形．条纹图中的相位就包含了物体表面的高度信息．通

过投影仪将具有正弦分布的条纹图投到参考平面上，形成参考条纹

图，此时从摄像机得到的条纹图图像的光强可以表示为［４，５］

犐０（狓，狔）＝犪（狓，狔）＋犫（狓，狔）ｃｏｓ（２π犳０＋φ０（狓，狔））＝

犪（狓，狔）＋犮（狓，狔）ｅｘｐ（ｉ２π犳０狓）＋犮
（狓，狔）·

ｅｘｐ（－ｉ２π犳０狓）　，

（１）

φ０（狓，狔）＝２π犳０狉　，　　　　　 　　　　　　　　　

其中 （狓，狔）为参考平面图像上任意一点的坐标值，犪（狓，狔）为背景光

强，犫（狓，狔）为条纹图的对比度，φ０（狓，狔）为参考平面条纹图信号的相

位，犳０ 为参考条纹空间频率．

犮（狓，狔）＝ （１／２）犫（狓，狔）ｅｘｐ［ｉφ０（狓，狔）］　． （２）

一般情况下，犪（狓，狔），犫（狓，狔），φ０（狓，狔）的变化频率比犳０ 低得多，做狓的快速傅里叶变换得

犆（犳，狔）＝犃（犳，狔）＋犆（犳－犳０，狔）＋犆
（犳＋犳０，狔）］　． （３）

通过带通滤波的方法得到犆（犳，狔），再对其作快速傅氏反变换得犮（狓，狔），则可计算出相位分布为

φ０（狓，狔）＝ａｒｃｔａｎＩｍ［犮（狓，狔）］／Ｒｅ［犮（狓，狔｛ ｝）］　． （４）

　　当放入被测物体后，参考条纹图受到物体高度的调制，形成变形条纹图，在参考图２中，设犃犅 为狊，犆犈

为狋，犗犅 为犿，此时从摄像机得到的变形条纹图图像的光强可以表示为

犐１（狓，狔）＝犪（狓，狔）＋犫（狓，狔）ｃｏｓ（２π犳０＋φ１（狓，狔））　， （５）

其中φ１（狓，狔）＝２π犳０犿．

由式（４），（５）可以得到变形条纹图相对于参考条纹图的相位差为

ΔΦ（狓，狔）＝φ１（狓，狔）－φ０（狓，狔）＝２π犳０狊　． （６）

图２　双参考面ＦＴＰ法示意图

　　弹痕表面是一不规则的曲面，如图２所示．参考面１是平面，参考

面２是无弹痕的头盔表面．曲面３是弹痕形成后实际的曲面．由图２

可知，真正的弹痕深度信息是由参考面２和曲面３之间的位置决定．

采用一般的测量方法时，弹痕深度与放置头盔的位置有很大关系，会

引入较大的随机误差，不能准确地测量弹痕的实际轮廓．在测量弹痕

实际深度时需要两个参考面，参考面１是一个平面，是用于系统标定；

参考面２是同一类型头盔在弹着点区域无弹痕时的表面．设在参考面

１上的相位是φ０（狓，狔），参考面２上相位是φ１（狓，狔），曲面３上相位是

φ２（狓，狔），则：ΔΦ１（狓，狔）＝φ１（狓，狔）－φ０（狓，狔），ΔΦ２（狓，狔）＝φ２（狓，

狔）－φ０（狓，狔）．

参考面２到参考面１的距离为

犺１（狓，狔）＝
犔·狊
犱＋狊

＝
犔·ΔΦ１（狓，狔）

２π犳０犱＋ΔΦ１（狓，狔）
　． （７）

　　曲面３到参考面１的距离为

犺２（狓，狔）＝
犔·狋
犱＋狋

＝
犔·ΔΦ２（狓，狔）

２π犳０犱＋ΔΦ２（狓，狔）
　． （８）

由式（７），（８）得到弹痕实际的轮廓信息为

犺（狓，狔）＝犺２（狓，狔）－犺１（狓，狔）＝
犔·ΔΦ２（狓，狔）

２π犳０犱＋ΔΦ２（狓，狔）
－

犔·ΔΦ１（狓，狔）

２π犳０犱＋ΔΦ１（狓，狔）
　． （９）

　　在实际测量中，当系统的结构确定后，犱，犔，犳０ 都是一个常数，所以φ０（狓，狔）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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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一次，在程序中直接调用．在实际测量时只需要计算出φ１（狓，狔），φ２（狓，狔）就可以准确地测出弹痕的

实际轮廓．在求解相位分布时采用傅里叶变换术（ＦＴＰ）求得弹痕表面实际的相位分布．经过系统标定
［５］最后

求出弹痕的实际轮廓分布信息．虽然双参考面法增加了计算量，但最后求得的结果误差较小．

２　实验与结果分析

采用笔者提出的基于双参考面傅里叶轮廓术，对头盔上的弹痕进行了实际的测量．在图像采集系统中采

用 ＭＶ８００数字采集卡，ＫＢ７６０ＣＣＤ拍摄条纹图．在实际弹痕测量过程中，参考面２的形状随着未形成弹痕

的表面的不同而不同．拍摄未留弹痕时头盔表面条纹图作为参考条纹图，弹痕条纹图作为弹痕的变形条纹

图，最后得到实际弹痕的三维轮廓．经过傅里叶变换法计算分别得到未留弹痕面相对于参考平面１的三维轮

廓图３（ａ），弹痕相对于参考平面１的三维轮廓图３（ｂ），弹痕相对于参考曲面２的三维轮廓图３（ｃ）．

图３　弹痕实际三维轮廓图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基于双参考面傅里叶轮廓术可以准确得到弹痕的三维轮廓．相比于单参考面

法得到的三维轮廓更接近弹痕的实际分布．如图３（ｂ）所示，弹痕的轮廓和头盔离参考平面位置有很大的关

系，在实际测量中带来较大的随机误差．采用笔者提出的方法，经过系统标定和实际弹痕深度的误差分

析［６～９］，测量精度可以达到０．１ｍｍ．在实际测量中把头盔放在支架上面，经过严格的定位措施，这样保证了

未留弹痕的头盔的放置位置和留弹痕的头盔的位置保持一致．在分析实际弹痕测量误差时，在同一类型未留

弹痕的头盔上面选择一些点，和弹痕相应点的高度相比较，在测量实际弹痕的深度时采用接触式直接测量的

方法．比较结果见表１．

表１　实测与计算结果的比较 单位：ｍｍ

序号 犡 犢 计算犣高度 实际弹痕高度 误差

１ ０ ０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１１

２ １ １ －２．４６ －２．６３ ０．２７

３ ２ ２ －３．５６ －３．８２ ０．２６

４ ３ ３ －４．６８ －４．９３ ０．２５

５ １５ １５ －６．７８ －７．０３ ０．２５

６ １６ １６ －７．８３ －７．６６ ０．１３

７ ２０ ２０ －５．３６ －５．０６ ０．３０

８ ２０ ２５ －４．３６ －４．６４ ０．２８

９ ２２ ２２ －３．２６ －３．００ ０．２６

１０ １３ １３ －８．４６ －８．５０ ０．０５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得出，系统的误差在０．３ｍｍ以内，平均误差是０．２１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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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束 语

针对头盔上的弹痕测量问题，提出了采用双参考面傅里叶轮廓术，获得了弹痕实际的三维轮廓信息．给

出了该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弹痕三维轮廓测量实验结果．与传统测量方法相比采用该方法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可以推广到凹陷物体三维轮廓测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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