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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通过对米粒特征的提取来获得自动检测整精米率的方法。[ 方法] 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前提下 , 运用 Matlab 和数字图
像处理方法对整精米率进行研究。[ 结果] 该方法对于整精米率的识别达到了国家标准的要求。[ 结论] 该方法可以提高整精米率检测
的准确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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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A method of counti ng head rice rate automatically was obtained by extracting rice’s feature . [ Method] Using Matlab and digital
i mage processi ng principle , the method based on national standards was studied .[ Result] This method could achieve national standards about head rice
rate .[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ould i mprove existing technique and make the efficiency and veracity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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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技术逐渐替代了农业领域中很多以往只能人工

的操作 , 如育种栽培、优化施肥、病虫测报、饲料配方等, 农业

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有些地区粮食检验方法还处于人工

手工操作或者人工参与较多的阶段, 使得检验效率低、准确

率低、人为因素大 , 难以满足工作量大、省时省力的要求。目

前稻米种类繁多, 很难统一。手动测量数据效率低、不准确 ,

不能客观评价稻米质量。基于该类问题, 选择全自动测量稻

米长度、宽度、面积及长宽比。米粒外观多为细长形、椭圆

形、短圆形。不同品种的特征有明显区别。鉴别优质大米的

参考特征之一就是长宽比。国标上, 整精米的定义是糙米碾

磨成精度为国家标准1 等大米时, 米粒产生破碎, 其中长度

仍达到完整精米平均长度的4/ 5 以上( 含4/ 5) 的米粒。整精

米率是整精米占净稻谷试样质量的百分率[ 1 - 3] 。笔者采用

测量长度和宽度的方法来验证该方法的准确率。

1  材料与方法

1 .1  将彩色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像 灰度图像只包含亮度信

息, 不包含色彩信息。对于非真彩色图像的灰度化处理, 可

以选择对颜色各分量进行加权处理取值, 这样图像趋于柔

和, 对比度适中, 易于人眼观察。在 Matlab , 使用一个灰度级

系统调色板( R= G= B) 。对于真彩色图像 , 应先将其转化为

带调色板的256 色图像, 然后依据非真彩色图像进行处理。

对于米粒这种特殊颜色的物体, 灰度图像适合人眼观察。

图1 少量米粒的检测结果

Fig.1 The detectionresults of a fewricegrains

1 .2 对米粒图像进行背景处理  由于照明等原因, 图像中

心的背景亮度可能要高于其他部分, 造成特定的噪声。通过

对图像进行形态开操作, 删除小的噪声[ 4] 。

图2 处理的粗短形米粒

Fig .2 Thetreated stubby rice grains

图3 处理的细长形米粒

Fig.3 Thetreated spindly rice grains

1 .3  将背景图像从原始图像中去除  目的是使新图像背景

亮度均匀[ 5] 。

1 .4 调节图像的对比度  目的是改善图像的视觉效果 , 使

得图像更加清晰。

1 .5 二次降噪  从试验结果来看, 此时图像将出现一些随

机噪声。为了不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应采用开运算抑制

噪声。

1 .6 采用 Otsu 自动阈值法创建二值图像[ 6]  获得二值图像

后对矩阵进行连通标记,Matlab 的 bwl abel 和 bwl abeln 函数均

可对图像的连通区域进行标记, 即对属于同一个像素连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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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所有像素分配相同的编号, 对不同的连通区域分配不同

的编号。bwl abel 函数只支持二维输入图像, bwlabeln 函数支

持任意维数的图像输入, 函数返回的矩阵称为标记矩阵。在

此, 使用 bwl abel 函数来计算米粒的数目。函数参数还可以

选择为四连通或八连通( L = bwl abel ( BW,4) 或 L = bwl abel

( BW,8) ) 。

1 .7  提取获得图像的有用信息  Matlab 中特征提取通过函

数 regi onprops 进行[ 4] , STATS = regionprops( L , PROPERTI ES) 。

PRPOERTIES 是要提取的目标的特征。获取所需特征值后 ,

进行长宽比计算。不同粒形的比率不同。自动运算, 并与人

工测得数据进行对比。

1 .8 整米率推断 根据国家标准即长度达到完整精米平均

表1 少量粗短形米粒的试验结果

Table 1 Theexperi mental results of a fewstubby ricegrains

样品
Samples

自动Automatic

粒长∥像素
Grainlength

粒宽∥像素
Grain width

长宽比
Length-widthratio

识别整碎
Identification of full
and cracked grains

人工 Manual work

粒长∥像素
Grainlength

粒宽∥像素
Grain width

长宽比
Length-width ratio

识别整碎
Identification of full
and cracked grains

1 32 .68 19 .82 1 .64 1 .00 32 .76 19 .55 1 .67 1 .00

2 26 .85 17 .01 1 .57 1 .00 26 .79 16 .96 1 .58 1 .00

3 31 .09 16 .64 1 .86 1 .00 30 .61 16 .12 1 .89 1 .00

表2 少量细长形米粒的试验结果

Table 2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a fewspindly rice grains

样品
Samples

自动Automatic

粒长∥像素
Grainlength

粒宽∥像素
Grain width

长宽比
Length-widthratio

识别整碎
Identification of full
and cracked grains

人工 Manual work

粒长∥像素
Grainlength

粒宽∥像素
Grain width

长宽比
Length-width ratio

识别整碎
Identification of full
and cracked grains

1 13 .27 9 .57 1 .38     0 12 .99 8 .95 1 .45    0

2 26 .51 9 .22 2 .87 1 .00 26 .43 9 .24 2 .86 1.00

3 28 .81 8 .07 3 .56 1 .00 28 .11 7 .69 3 .65 1.00

4 25 .07 8 .78 2 .85 1 .00 24 .85 8 .39 2 .96 1.00

表3 人工与自动识别整米的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full rice grains between manual identification

and automaticidentification

方法
Methods

细长形Spi ndly shape

样品Ⅰ
Sample Ⅰ

样品Ⅱ
Sample Ⅱ

样品Ⅲ
Sample Ⅲ

粗短形Stubby shape

样品Ⅰ
SampleⅠ

样品Ⅱ
Sample Ⅱ

样品Ⅲ
Sample Ⅲ

人工 95/ 18 142/ 18 86/ 5 127/ 14 132/ 16 137/ 16

Manual

work

自动 95/ 19 142/ 16 86/ 5 127/ 13 132/ 15 138/ 18

Automatic

长度的4/ 5 以上( 含4/ 5) , 来推断整米率[ 7] 。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样品为细长形和粗短形两大类。对所有整米的平

均粒长与粒长最大的10 粒进行研究。整米平均粒长的4/ 5

约为10 粒最长米的平均粒长的77 % , 细长形米粒平均长宽

比≥2 .8[ 3] , 以此作为衡量整米和碎米的条件。

人工是指在图像处理过程中自动获得一个测量尺。利

用该工具测量样品中每个米粒的长度、宽度( 多次测量求平

均值) 。并根据要求 , 选出最长的10 粒米粒进行比较。细长

形和粗短形米粒均有3 个样品。3 个样品均为同一种类 , 只

表4 样品中整米平均粒长

Table 4 The average grainlengthof full rice insamples

样品
Samples

细长形Spindly shape

平均长度∥像素
Average length

平均宽度∥像素
Average wi dth

平均长宽比
Average length- widthratio

粗短形Stubby shape

平均长度∥像素
Average length

平均宽度∥像素
Average width

平均长宽比
Average length-widthratio

Ⅰ 32 .98 11 .09 2 .98 32 .04 19 .98 2 .07

Ⅱ 31 .92 10 .91 2 .91 32 .36 19 .98 1 .98

Ⅲ 32 .41 11 .10 2 .89 32 .41 19 .96 1 .99

表5 样品米粒粒长

Table 5 The lengthof spindly and stubby rice grainsinsamples

方法
Methods

细长形Spi ndly shape
样品Ⅰ

Sample Ⅰ
样品Ⅱ

Sample Ⅱ
样品Ⅲ

Sample Ⅲ

粗短形Stubby shape
样品Ⅰ

SampleⅠ
样品Ⅱ

Sample Ⅱ
样品Ⅲ

Sample Ⅲ

人工 32 .98 33.14 33 .83 31 .92 31 .91 32 .31

Manual

work

自动 32 .73 32.17 32 .71 32 .04 32 .36 32 .41

Automatic

是数目、整精米和碎米数不同。自动是指采用计算机程序自

动检测出各个参数。

结合图片( 图1～3) 和表格( 表1 ～5) , 可以看出在对于少

量米粒( 细长形、粗短形) , 米粒的长宽比变化幅度比较大, 但

并不影响对其进行种类划分。对大量米粒( 细长形、粗短形)

进行试验, 发现长宽比趋于一个小幅度变动。这符合常规检

测的概率问题, 说明该方法是有效的。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 采用该方法检测效率达到99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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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流失, 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的“预期”与现实

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使得他们退守到贫困文化的防御中去。

穷人认为, 他们的贫困是上天造就的, 不管外界怎样给他们

“输血”或扶持他们“造血”, 都摆脱不了贫困的梦魇。贫困文

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穷人中蔓延, 使他们在贫困的泥

潭中愈陷愈深, 不能自拔。因此, 要彻底根除农民的贫困问

题, 就必须从思想上摈弃他们的贫困文化。

2  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

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要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要从贫

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 走文化扶贫之路, 即向他们

输入新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 传授适用的技术, 输入各方信

息, 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 达到文化富民的目的。

为此,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2 .1 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 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 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 包

括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此 , 要克服文化扶

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要把文化扶贫当作

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 建设性的扶贫, 把文化扶贫当作一种

“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工程。“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

性、长期性 ; 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

训; 做到村村通公路, 广播电视通住户 , 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

村镇通互联网, 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

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 开阔视野, 创造经济效益; 把科技人

员“请进来”, 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 ,

一方面增加农产品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

品进行深加工,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 .2  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

作作风, 本着“治穷先治愚, 扶贫先扶人, 扶贫先扶志”的理

念, 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

文化自觉的意识 , 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 充实他们的生活; 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 对贫

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 , 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 针对他们的“自

我藩篱”, 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 , 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 ,

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使他

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2 .3  重视“三农”问题, 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  我国长

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

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

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 ,“统筹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代化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

收入, 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正在致力于建设的现代

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

农”问题,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

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摈弃

贫困文化, 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2 .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 既有多姿多彩的

民俗文化, 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 又

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 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

谚语等 ; 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 , 如音乐、舞蹈、戏曲、

曲艺杂技等 , 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 , 如面人、

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

文化瑰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欣赏性、艺术性和娱乐

性, 更在于它们融合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 承载着原生态、

环境及文化的历史印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

护、整理和开发, 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又有利于文化自

身的建设, 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2 .5 打造文化产业, 实现文化富民 “文化”与“产业”本属2

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

的经济价值 , 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 ,

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 , 于是文化消费、文化贸

易、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等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文化富民 ,

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 , 直接

惠及人民群众, 尤其是贫困群体。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 , 进

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价值评估 , 做出能否

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 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

产者和参与者, 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

互动轨道, 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

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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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稻米种类、形状繁多, 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整米率。应

用形态学对图像进行降噪使得图像更加贴近物体颗粒本身

形态, 不会造成很大的失真。特征提取的方法使得处理后

能得到物体本身更多的携带信息 , 有助于形成内在联系的

特征值。从试验结果分析看出 , 该方法检测准确率较高, 而

且简单方便。但该文设计的方法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如遇

到特殊情况可能导致较大误差, 仍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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