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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颜色压缩技术在彩色图像分割和表达等许多应用中是一项关键技术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颜色分量运

算及其位屏蔽压缩的图像处理技术 并将该技术应用到了纹理状织物图案的提取研究中 ∀颜色分量运算的系数与

线性组合方式由实验确定 研究表明 颜色分量运算可以增强织物图案的显示特性 而颜色位的屏蔽运算可以在保

证处理实时性的同时减弱图像中的噪声污染成分 减小原图像上因噪声干扰引起的纹理分割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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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品设计与仿制的难点是从织物中直接提取

织物图案 ∀原因是织物图案具有纹理性 同时还可

能存在局部轻微污染 ∀目前 织物设计生产企业仍

然用手工或人机交互描绘来提取织物图案 ∀对这一

问题 国际上已有一些最新成果≈ ∗ 
国内研究报道

较少≈ 
而织物图像中图案的自动提取质量对后续

的图案矢量化工作意义重大 ∀本文就此提出了一种

基于颜色分量运算及其位压缩的纺织品图案提取新

方法 试图使该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

1  特定颜色特征提取

  以往的织物图案提取方法一般是采用 1 

1  1组合将彩色图像直接转换成灰度图

再进行识别处理的 这就会将完全不同的颜色值转

变为相同的灰度值 从而丢失借助色彩针对特定颜

色进行视觉识别的有用证据 ∀ ≤ 大学

的 ≤等人≈在解决强光与阴影对目标识别的影

响时 发现图像中  分量线性组合构成的候选特

征集具有特定颜色特征提取表达能力 它们在强光

下用 2来提取目标 而用 2来提取阴影下的

目标 ∀目前文献中常提到的线性组合还有 单纯 

或 或 分量     Π组合 所谓的近似色

度特征如 2和过量颜色特征如 22 ∀这

些特征是在 2⁄的  颜色空间中近似均匀采样

的 2⁄子空间 ∀选择整数倍组合计算仅为了保证对

候选特征集的计算效率 ∀

受文献≈的启发 本文将调研的线性组合范围

从≈       的 个值组合扩展到了≈  1 

1域内的组合 其线性组合计算公式如下 

Φ Σ ω   ω   ω ω3 Ι ≈    



其中 Φ 为线性组合运算后的结果特征图 ∀所有特

征均被规则化到  ∗ 如果为负 直接置为 的

数值范围中 ∀本文设计了实验软件 对分割提取较



困难的几张织物图像在≈  1 1系数范围内自

动穷举运算其所有排列组合下呈现的特征图 并通

过肉眼辅助判断其结果特征对分离目标的增强效

果 ∀实验发现 线性组合系数 ω在引入小数后 产

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织物图案分离增强 而这是通

过现有任何域值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而且 颜色

域距离特征越强 通过这种线性组合运算的织物图

案分离效果越好 与纹理的波动性太小几乎无关 ∀

本文认为 颜色分量运算的结果与特定颜色高度集

的组合有关 其颜色域特征可在颜色特征空间上搜

索到 对特定颜色类问题 其分布存在规律性 ∀

2  实时颜色域压缩

颜色压缩是彩色图像表示 !转换 !分割和压缩的

一项主要任务 ∀多数情况下 有限颜色的图像更易

被理解和处理 ∀文献≈介绍了一种基于主成分分

析网络 °≤与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 ≥ƒ 的颜色自

适应压缩技术 其原理是按距离最近原则进行颜色

压缩优化 但计算量非常大 对大尺寸图像计算速度

较慢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以实时操作的近似

颜色压缩方法 ) ) ) 颜色位屏蔽压缩法 ∀

图 所示是屏蔽  颜色分量 位中的末 位

颜色即 将扫描到的像素颜色分量值跟 

求与运算对织物图案的颜色压缩结果 ∀

图 1  屏蔽末 位颜色对织物图案的颜色压缩实验

事实上 颜色的位屏蔽是一种在 2⁄的  颜

色空间中近似均匀采样的颜色压缩方法见图  ∀

其图像的像素在被扫描做颜色分量运算增强过程

中 可以同时进行颜色的位屏蔽运算处理 不需要额

外的扫描开销 计算是实时的 ∀从图 看出 颜色压

缩后的图像在视觉效果上并没有多少改变 但计算

搜索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其中  分量从实际的 

种颜色被压缩为 种 分量从实际的 种颜色

被压缩为 种 分量从实际的 种颜色被压缩

为种 ∀

本文进一步就颜色屏蔽位的位置展开了调研 

如图 所示 其中 颜色分量运算增强的线性组合参

数由实验取得为 12运算 将其结果特征图跟

求与运算可以直接获取理想的二值分割

图 结果最亮值为  ∀实验发现 颜色位屏蔽压缩

放在颜色分量运算之后进行 所提取的织物图案更

接近理想情况 ∀

图 2  颜色分量运算与屏蔽不同颜色位对兴趣目标的分割实验结果

3  实例与分析

根据上述原理与算法 在 ° 1

  电脑环境下 ∀以 ∂和 ∂ ≤ 编程对织物图案提

取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 ∀如图 所示 原织物

图像为 位真彩的  ≅ 像素图像 图 是

将图 经典型灰度转换公式1  1 

1转换 再加上  ≅ 模板的中值滤波 然后取

最优阈值进行二值化的处理结果 图 是用本文

方法 针对图 调研获得的颜色分量线性组合

2  转换运算后 再加上  ≅ 模板的中值滤

波 然后跟 求与运算直接得到的二值化处

理结果 其处理总时间为  左右 ∀值得注意的

是 本文方法已抛弃了运用最优阈值进行图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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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概念 其利用的是织物图案所在的颜色特征

域 ∀通过图 实验的放大细节对比发现 基于颜色

分量运算度及其位压缩算法尽量避免了将噪声转换

成多余色块与线条的现象 能有效地减少纹理和噪

声引起的错误分割 使织物的图案提取识别更清晰 

取得了接近完美的织物图案提取效果 ∀

图 3  对含噪声模糊织物图像的图案提取实验对比结果

  实验虽然取得了较完美的织物图案提取效果 

极大地减少了人机辅助交互量 但其是建立在对象

颜色特征空间各种  分量运算对目标增强效果

的充分调研基础上的 ∀目前 在工程实用中 用光标

交互指定区域来引导学习进行目标颜色特征的提取

尚不可避免 ∀今后 将逐步引入对目标颜色特征空

间的机器学习机制 以减少按颜色特征类别进行调

研的时间 ∀

4  结  论

基于颜色分量运算及颜色位屏蔽压缩的图像处

理技术首先被应用到了纹理状织物图案的提取研究

中 并已开始在摄像机主动视觉多目标识别锁定研

究中取得应用 ∀研究表明 颜色分量运算可以增强

织物图案的显示特性 而颜色位的屏蔽运算可以在

保证处理实时性的同时减弱图像中的噪声污染成

分 减小原图像上因噪声干扰引起的纹理分割误差 ∀

本文研究结果在获取织物图案设计与仿制中可减少

人机交互量 提高识别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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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 纤网表面电荷密度增加明显 纤网电荷贮

存能力也有所增强 其中加入  的驻极体综合效

果最佳 ∀

复合驻极体聚丙烯非织造布有较好的抗菌

性 尤其是添加了质量分数为  的特种电气石微

粒 抗菌性能有了显著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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