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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ift 特征的商标检索算法 
林传力，赵宇明 

(上海交通大学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上海 200240) 

  要：基于内容的商标检索利用全局形状特征和子图像的空间位置关系进行特征匹配，存在检索精度不高、抗噪声能力不强和相似子图
可能发生误检、漏检等不足。该文提出一种利用 Sift特征进行商标检索的新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检索方式相比，该方法准确全
，并对遮挡、扭曲、噪声等干扰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键词：商标检索；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Sift算法；查准率-查全率 

Trademark Retrieval Algorithm Based on Sift Feature 
LIN Chuan-li, ZHAO Yu-ming 

(Institute of Image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Content based trademark retrieval algorithms use overall shape features or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ponents to match with
eatures stored in database. However they’re inadequate in anti-noise and always suffer pretermission or false matches when handling trademarks
ith similar compon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retrieval method using the Sift descripto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more

ccurate, more complete in retrieving similar trademarks and is more robust against noise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Key words】trademark retrieval; Content Based Image Retrieval(CBIR); Sift; Recall-Precis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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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商标是商品或服务的标识，是企业信誉和可靠度的象征。

商标必须具有足够的独特性以避免与已注册的商标混淆或
突[1]。因此，高效、准确地从商标库中检索出潜在的近似
标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传统方式是采用Vienna分类码，
存在人工分配分类码过于繁重、无法对抽象图像给出有意
的分类等缺点。 
基于内容的商标检索 (Content Based Image Retrieval, 

BIR)方法可分为 2 类：(1)利用全局或子图像的形状特征而
考虑空间关系。如Kim等利用基于区域的描述子Zernike矩
行检索[2]，此外还有利用Fourier描述子、Hu不变矩检索等。
类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仅能识别出具有相似轮廓的图像，而
略了内部结构，可能造成误检。(2)同时考虑形状特征和子
像的空间位置关系。如文献[3]先根据子图像相似性进行粗
索，然后利用位置字符串对空间结构进行分析。Eakins的

rtisan系统提取图像的区域轮廓并归入不同的轮廓族
boundary family)，然后从整张图像、轮廓族和单独轮廓   3
层次提取形状特征[4]。此方法性能优于第 1 类，但对具有
相似度的子图像的情况可能出现漏检的情况。如图 1，待
商标显然违背“独特性”的要求，应被检索出。 

       

图 1  具有高度相似的子图像 

本文提出利用 Sift 算子进行商标检索。该算法提取图像

中局部灰度变化突出的特征点，并将其相对方向、邻域的相
对位置归结为 Sift 描述子。Sift 特征对位移、尺度、方向、
微小的视角变化具有良好的不变性，且对图像轮廓也具有一
定的描述能力，可用来查找相似商标。 

2  Sift 算法回顾 
Sift是David Lowe于 2004 年提出的局部特征描述子[5]。

独特性好，信息量丰富，并对多数变换具有很强的不变性，
在同类描述子中具有最强的健壮性[6]。 

为达成尺度不变性，Sift使用高斯差分尺度空间(DoG)，
它由相邻尺度的高斯差分核与输入图像卷积而成。DoG不仅
是对归一化的LoG(σ2▽2G)的线性近似，而且简化了尺度空间
的计算。 

Sift特征的提取有如下 4个步骤： 
(1)尺度空间极值点检测。对输入图像先进行增量式的高

斯卷积以建立 DoG空间，然后在 3个相邻尺度的邻域中搜索
极值点，初步得到特征点的位置； 

(2)对特征点的精确定位。利用 DoG 的二次 Taylor 展开
式 D(x)插值得到特征点位置、尺度的亚象素值并滤除低对比
度点和边缘响应较强的不稳定点； 

(3)为特征点分配方向值，达到方向不变性。创建梯度方
向直方图，选择主峰值作为特征点的方，达到主峰值 80%以
上的局部峰值视为辅助方向，以增强特征的健壮性； 

(4)生成特征描述子。将特征点 16×16邻域中各点的坐标
按高斯加权归入 4×4 的位置网格，将其与特征点的相对方向
加权得到 8-格方向直方图，从而获得 128维的描述子。 

作者简介：林传力(1984－)，男，硕士研究生，主研方向：图像处理，
二维图像匹配；赵宇明，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8-04-15    E-mail：nic0306@163.com 



3  Sift算子在商标检索中的应用 
Sift 算子被广泛应用于目标识别、机器人定位等场合，

Sivic 和 Zisserman 也将其应用到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系统
Video Google，为 Sift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商标检索的目的可归结为：给定一个待查商标，确定它
是否和商标库中任何一个足够相似以至造成混淆。利用 Sift
特征，可准确查找出数据库中潜在的相似特征，并具有很强
的健壮性，适合用于商标检索。相对于目标检测和通用的
CBIR，商标检索和 Sift特征都有自身的特殊性： 

(1)应对商标图像进行降噪处理，以避免产生无意义的特
征，对检索的速度和准确度造成干扰。 

(2)特征点的数量对检索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征点过多不
仅会使检索速度变慢而且也不必要；特征点过少又容易造成
漏检。因此，构建商标数据库时应对图像产生的特征点数量
进行归一控制。 

在文献[5]推荐的参数下，一张 150×150像素的普通商标
图像可产生约 100 个稳定的特征点。不同尺寸、不同类型的
图像产生特征点的数量也不同：同样内容的图像，尺寸越大
特征点越多；大小相同的图像，纹理越复杂特征点个数越多，
而以图形为主的图像则只在边缘和转角产生特征点。因此，
在建立特征数据库阶段，应首先对图像尺寸进行统一调整，
然后按复杂度进行分类，不同的类别使用不同的 Sift 参数，
以保证数据库中所有图像具有稳定的、数量大体一致的特征。 

(3)商标数据库很庞大，国家商标局现有的商标数量已超
过 150万，本文实验中采用的商标库也包含 2 200余个样本。
同时Sift特征又属于高维特征，因此，检索所需的计算量也成
为应考虑的问题。本文在检索阶段采用近似的最近邻搜索算
法(Best Bin Search, BBF)[7]。使用该算法可在不显著降低匹配
精度的情况下有效提高检索速度。 

本文构建的商标检索系统框架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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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商标检索系统框架 

3.1  匹配与相似性度量 
设检索图像为A，商标库中的任一图像为B，从A中提取

的Sift特征点集合为Fa = {f(a)
1, f(a)

2,⋯, f(a)
Na}，B的特征集合为

Fb = {f(b)
1, f(b)

2,⋯, f(b)
Nb}，其中，Na, Nb为A, B的特征点个数。

以Euclidean距离作为Sift描述子的距离函数，其公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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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近邻距离d1与次近邻距离d2的比率和预先设定的阈
值比较以确定是否匹配到特征点[5]。具体匹配过程如下： 

(1)用KD-Tree为Fb的全部元素建立索引； 
(2)根据式(1)，使用BBF搜索算法得到Fa中每个元素ki在

KD-Tree中的近似k近邻(k取 2)。设返回的 2 个最近邻特征点
为f1, f2； 

(3)根据d1/d2确定f1是否ki的有效匹配； 
(4)对所有ki重复上述过程，并统计在Fb中k1-kNb匹配到的

所有特征点数N。 
最后将图像 A和图像 B的相似度定义为 N，作为对检索

结果排序的依据。 
3.2  系统性能评价 

本文采用规格化的Recall-Precision准则 [4]作为系统性能
评价标准。该准则是在传统的Recall-Precision准则中增加了
对返回结果排序的考量，因此，对检索性能的衡量更加精确，
可用于评价任何返回有序结果的检索系统。评价结果反映了
本次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结果为 1 表示最优检索，为    
0则表示最差检索。其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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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n, Pn分别是查全率和查准率；Ri是第i个相关图像在检
索结果中的排序；n是所有相关图像的个数；N是整个商标数
据库的规模。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设计 

实验选用 24张商标作为检索图像(query image)，编号为
Q1, Q2,⋯, Q24，并为每张设计了 8个~12个基准图像。实验采
用 4种方式生成基准图像，并据此将检索划分为 4类，包括： 

(1)将Q1~Q8进行尺度、旋转、视角、镜像变换(及其组合)，
此类检索记作类A； 

(2)将Q9~Q16进行遮挡、扭曲、噪声等形变或干扰(及其组
合)，记作类B； 

(3)将Q17~Q24的子图像与其它无关内容进行组合，记作类
C。 

商标库包含无关商标 2 000 张及基准图像 200 张，总数
为 2 200 张。实验的置信水平设为 0.01，即每次返回最相似
的 2 200×0.01 = 22个商标，并按相似度将商标由高到低排序。 
4.2  结果与分析 

图 3 是用Sift描述子、子图特征结合空间关系、Hu不变
矩 4种方法对A类Q4的检索结果。可见，Sift描述子返回了全
部正确的基准图像，且都排在最前面，而其他 2 种方法均存
在错误的返回图像，说明Sift算子对尺度、旋转、视角等变化
(及其组合)的不变性很强，对此类相似商标具有更佳的检索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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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是 4种方法对B类Q9的检索结果，Sift描述子同样得
到完全正确的结果，表明它对遮挡、扭曲、噪声干扰等具有
很强的健壮性。子图特征结合空间关系方法对B类的检索能
力略优于Hu不变矩，但二者都对遮挡没有不变性。 

图 5是C类Q21的检索结果。Sift算子取得了更高的查准率
和查全率，而Hu不变矩由于描述的仅仅是全局形状，对此类
检索能力很差。C类检索反映了对相似子图像的检索能力。 

上述 3种方法的 3类检索平均Rn, Pn如表 1所示。所有检
索图像的查全率/查准率(PVR)曲线如图 6 所示。可见，Sift
方法的PVR指数高于另外 2种，其整体检索性能也更高。 

 

图 3  A类Q4检索结果 

 

图 4  B类Q9检索结果 

 

图 5  C类Q21检索的返回结果 

表 1  各方法的 3类检索平均Rn, Pn

Rn Pn方法 
类别 M1 M2 M3 M1 M2 M3

A 0.98 0.88 0.85 0.98 0.84 0.79

B 0.94 0.68 0.63 0.90 0.61 0.42

C 0.87 0.61 0.36 0.77 0.4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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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种方法的 PVR指数曲线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利用 Sift 描述子进行商标图像检索算法，

它对于相似的图像或子图像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对尺度、
镜像、旋转等具有很好的不变性，表现出很强的抗遮挡和噪
声的能力。实验结果表明 Sift 描述子的表现优于现有的 2 类
方法。Sift 描述子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对图像的轮廓描述能力
不够强，可能造成对某些商标的漏检，影响查全率。对此可
将其与形状特征融合，可更符合人们对标识相似性的判断。
下一步研究方向是准确有效地使 Sift特征与形状特征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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