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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酶法脱胶麻的束纤维进行强力测试 其完全

脱胶脱胶程度为 级的断裂强度为 1 ¬

完全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

3  结  论

 全酶法脱胶可达到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脱胶

工艺参数为 温度  ε !浴比 Β !预处理   !

起始 值 1 !酶与原麻比 Β 回用脱胶池底的

 废液 再加  水和  的首次脱胶酶量 ∀

 全酶法脱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酶制剂 酶是

生物制剂 降低反应所需能量 使不溶于水的胶质降

解成溶于水的小分子物质 ∀

 全酶法脱胶的脱胶麻质量较为理想 而且工

艺简单 可以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

 全酶法脱胶工业生产化最大的障碍是酶制剂

价格过高 导致成本过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大

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外 还可以采用酶的固定化技术 

使酶制剂可以不断的回用以降低脱胶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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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贝叶斯方法的织物分类研究

胡觉亮
浙江工程学院 杭州 

摘  要 提出基于贝叶斯决策理论的织物图像自动分类的新方法 ∀先对织物图像的分类问题建立贝叶斯模型 再提取织物图像的

形态结构参数作为特征向量 并计算出分类结果 ∀该法能准确 !快速 !有效地对各类织物实现自动分类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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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工业已经进入了自动化 !高效率的时代 但

作为织物的分类识别这一重要环节 多数企业仍采

用落后的人工测量方法 ∀由于该测量方法的主观性

和不确定性 大大制约了纺织工业自动化程度的发

展 ∀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引入到纺织工业的织物自动

分类识别中 能够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

目前 利用计算机视觉的织物分类技术大致可

以分为 基于统计模式识别方法的≈
基于模糊模式

识别方法的≈
基于最近邻分类方法≈的以及基于

神经网络方法≈等 ∀本文则提出一种基于贝叶斯统

计的织物自动分类识别方法 利用贝叶斯框架对织

物分类识别建立模型 首先提取各种织物的形态结

构参数作为特征向量 然后假设织物分类问题中的

特征向量服从多变量的正态分布 并通过贝叶斯的

决策规则计算织物各类别的后验概率 从而可以实

现对各种织物的自动分类识别 ∀

1  系统框架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织物自动分类系统主要

由显微镜光学成像系统 !≤≤⁄摄像传感器 !图像采集

卡 以及个人计算机° ≤°处理机   内存 

 硬盘等部分组成 ∀当织物被均匀光照射以后 

经显微镜光学成像系统按一定放大倍数 在 ≤≤⁄摄

像传感器光敏面上形成一个被测影像 这个像反映

了被测织物的几何形态结构 它由 ≤≤⁄传感器转换

成视频信号 由计算机通过图像采集卡 经数据处

理 从而获得被测织物的几何尺寸和形态参数 作为

输入的特征向量 通过贝叶斯统计和专家系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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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图 中示意了一个完整的

织物自动分类检测系统 ∀

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2  贝叶斯方法在织物分类中的应用

211  特征向量的提取

在显微镜下观察各类织物的几何特征 计算每

种织物的面积 Σ 周长 Λ和各阶矩 πιϕ 从而计算每类

织物的圆形度 ∆Χ  ΠΣΠΛ 因而每种织物可以

通过它们的几何形态特征所区分开来 ∀通过对每一

类织物建立特征模型 这些特征向量在方案中表示

是各类织物的几何形态参数 Ξ  ≈ Σ Λπιϕ
Τ
而且

这些特征向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

212  概率密度函数的计算

由概率统计知识可知 在实验次数较大的情况

下 许多事件的发生都服从正态分布 为此本方案中

假设织物的几何形态特征向量 Ξ服从多变量的正

态分布 ∀则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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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Ξ表示的是织物的几何形态特征向量 

Μι !2 ι 是多维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的两个参量 分

别表示均值向量和协方差矩阵 ∀对每一个类 ωι 其

均值向量是一个由各个属性的均值组成的向量 记

为 Μι  ≈ Μ ξ , Μ ξν ν为属性的个数 ∀协

方差矩阵是对每一对属性之间的方差的计算 即 2 ι

 Ε Ξ  Μι Ξ  Μι
Τ
 ∀

213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分类识别

建立一个贝叶斯统计模型 首先从织物图像中

获取特征向量 Ξ  ≈ ξ ξ ξ
Τ
其中 ξ 对应织物

的面积 !ξ 对应织物的周长 ξ 对应织物的各阶矩 

其类别空间 Ω  ω ω ω 其中 ω 代表棉 ω

代表麻 ω 代表丝 ∀并且每一织物图像的特征向量

都能够落在一个类别中 ∀根据给定的织物图像和其

相应的特征向量 Ξ 该织物属于类别 ωκ 的后验概

率 Π ωκΞ使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如下 

Π ωι Ξ 
Π ωιπ Ξωι

π Ξ


  其中 π Ξ  Ε
µ

ι  

πξωι Π ωι ∀Π ωι Ξ

是从所给的特征向量 Ξ中所观察的类 ωι 的一个后

验概率 ∀Π ωι是所观察的类 ωι 的先验概率 也称

背景概率 容易从训练数据集中得到 ∀π Ξωι是

条件概率密度 可通过公式得到 µ 是所涉及类

的种数 ∀根据上述的贝叶斯分类模型 计算织物的

¬Π ωι Ξ 则该织物便分类到概率最大的那

个类 ∀

3  实验及分析

实验时 输入织物图像后 系统及进行自动识别

和分类 最后输出结果 操作相当方便 ∀实验中可以

发现 本文提出的特征向量对棉 !麻 !丝的识别具有

良好的响应 表 中展示对 幅图像进行实验的结

果 ∀
表 1  自动识别分类结果

图像类型 识别率  

棉  

麻  

丝  

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织物图像的自动识别分类方

法 并介绍了自动分类识别系统 ∀该系统首先对采

集的织物图像进行预处理 再提取织物图像的形态

结构特征 最后采用贝叶斯分类理论对织物进行统

计识别 ∀实验结果表明 该系统具有运算简单 计算

速度快 而且识别率高 鲁棒性强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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