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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的电视导引头图像分割处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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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导引头的性能对于导弹能否直接命中目标起着关键的作用，如何精确的处理电视导引头的图像，是提高

电视制导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对电视导引头图像进行准确的分割处理的目的，分析了图像分割的基本原理，采用

阈值分割的方法，通过对图片进行多次阈值分割的实验，得出了不同物体的ＲＧＢ值分布范围，并作为原始数据积累，
在以后对背景图像的特征提取中可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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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制导空地导弹是挂装在轰炸机、歼击机、武装直升
机等平台上在敌方防区外对其配置在纵深的高价值重要战

略战术目标实施打击的精确制导弹药［１］。电视导引头在飞

航导弹武器系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近几年，光电转换器件

和大规模高速实时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电视制导

的实用性也大大提高。电视导引头虽然不如雷达导引头、红

外导引头应用广泛，但是电视导引头跟踪精度高，又是成像

系统，易于图像处理［２］。电视导引头的性能对于导弹能否直

接命中目标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何精确的处理电视导

引头的图像，是提高电视制导能力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在电视导引头图像处理的背景分割技术

上，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希望在借鉴这些技术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Ｍａｔｌａｂ７．０对导引头图像中的河流、山川等目标
进行区域分割，为电视制导的目标匹配过程奠定了基础。

１　图像分割

所谓图像分割就是指根据灰度、彩色、空间纹理、几何形

状等特征把图像划分成若干个互不相交的有意义的区域，使

得这些特征在同一区域内，表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而在不

同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３］。图像分割技术将低层次视

觉、图像处理的问题与高层次视觉、图像处理的问题联系在



一起。其目的就是将给定的一幅图像分割成物体的集合，而

对于这些物体可以运用诸如图像检测、辨识和跟踪等这些处

理高层次图像的技术进行进一步处理［４］。图像分割所遵循

的基本原则是，使区域内部所考虑的特征或属性是相同或者

相近的，而这些特征或属性在相邻的区域中则不同、存在

差异。

由于图像信号的复杂多样性，图像分割是个复杂问题，

最大的困难在于其本身暂时仍是个病态问题，对于一个确定

的景物，使用不同的分割准则就会得到不同的分割结果。对

于图像分割质量的评价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对算法

的评价一般是将计算机的分割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较［５］。

因此，图像的分割只能在有限的误差限度内进行。

１．１　图像获取
本算法所采用的图像，目标区域为山区岩石地带，背景

区域为周围树林地带，图片格式为静态图像压缩标准（Ｊｏｉｎ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ｘｐｅｒｔｓＧｒｏｕｐ，ＪＰＧ或 ＪＰＥＧ）。ＪＰＥＧ图像具有
２４位彩色处理能力，可以处理照片中的微小色彩细节，具有
较高的图像质量。和相同图像质量的其他常用文件格式，如

ＧＩＦ、ＴＩＦＦ、ＰＣＸ相比，ＪＰＥＧ是目前静态图像中压缩比最
高的［６］。

１．２　图像分割的理论分析
图像阈值分割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分割技术，利用图像中

要提取的目标区域与其背景在灰度特性上的差异，把图像看

作具有不同灰度级的两类区域（目标区域和背景区域）的组

合，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阈值，以确定图像中每个像素点应

该属于目标还是背景区域，从而产生相应的二值图像［７］。

设原始图像ｆ（ｘ，ｙ），以一定的准则在ｆ（ｘ，ｙ）中找出一个
合适的灰度值，作为阈值 ｔ，则分割后的图像 ｇ（ｘ，ｙ）可由下
式表示［８］：

ｇ（ｘ，ｙ）＝
１ ｆ（ｘ，ｙ）≥ｔ
０ ｆ（ｘ，ｙ）{ ＜ｔ

　　另外，可以将阈值设置为一个灰度范围［ｔ１，ｔ２］，凡是灰
度在范围内的像素都变为１，否则皆变为０，即：

ｇ（ｘ，ｙ）＝
１ ｔ１≤ｆ（ｘ，ｙ）≤ｔ２
０{ 其他

　　借助集合的概念对图像分割可以给出比较正式的
定义［９］：

令集合Ｒ代表整个图像区域，对 Ｒ的分割可看作 Ｎ个
满足以下 ５个条件的非空子集（子区域）Ｒ１，Ｒ２，…，ＲＮ；

∪
Ｎ

ｉ＝１
Ｒｉ＝Ｒ；对所有的ｉ和ｊ，有Ｒｉ∩Ｒｊ＝；对ｉ＝１，２，…，Ｎ，

有Ｐ（ＲＩ）＝ＴＲＵＥ；对ｉ≠ｊ，有Ｐ（Ｒｉ∪Ｒｊ）＝ＦＡＬＳＥ；对ｉ＝１，２，
…，Ｎ，Ｒｉ是联通的区域。

其中，Ｐ（Ｒｉ）是对所有在集合 Ｒｉ中元素的逻辑谓词，
代表空集。

２　理论分析

在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图像分割处理中，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１）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显示其直方图，根据直方图
确定即将进行的图像阈值分割的“阈值”。

（２）确定阈值后，进行图像分割处理，使得低于此阈值的
部分为０，高于此阈值的部分为１。

（３）将第（２）步所得图像与原图相乘，得到新图像。此
时，新图像满足一部分为０，而另一部分为１。

（４）重复第二步，进行图像分割处理，使得高于此阈值的
部分为１，低于此阈值的部分为０。

（５）重复第（３）步。得到新图像，新图像与第（３）步所得
图像完全相反。

图像分割处理的理论部分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其中，
图像１为第（３）步所得图像，图像２为第（５）步所得图像。

图１　图像分割处理流程

３　仿真研究

本文利用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语言实现常规对目标图像的分割，
首先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将图像转换为黑白二值图像，

并显示直方图如图２、图３所示。
Ｉ＝ｉｍｒｅａｄ（′．ｊｐｇ′）；％读取图像
Ｂ＝ｒｇｂ２ｇｒａｙ（Ｉ）；％图像进行二值化
ｉｍｈｉｓｔ（Ｂ）；％显示图像直方图
直方图表示每个亮度级在图像中的占有率；图像对比度

是通过亮度级范围来度量的。直方图所示的是特定亮度级

像素点的数目。对８位像素而言，亮度级范围为 ０（黑）到
２５５（白）［１０］。对直方图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转折点处的ＲＧＢ
值为７７，因此以７７为阈值，进行图像分割。分割后原图像中
ＲＧＢ值小于７７为０，大于７７为１，如图４所示。

图２　二值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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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直方图

图４　进行阈值分割后的图像

　　此图像与原图像进行乘法运算，则与０相乘的部位为０，
与１相乘的部位得以保留，如图５所示。

图５　设ＲＧＢ小于７７为０后相乘的图像

　　改变程序中的初始条件，设定ＲＧＢ大于７７时为０，小于
７７为１，则效果相反，如图６所示。

图６　设ＲＧＢ大于７７为０后相乘的图像

　　进行仿真处理后，可以使背景色的 ＲＧＢ为０，从而保留
下目标区域如图７，图８所示。通过图像可知，目标区域与背
景区域的ＲＧＢ值有着明显的区别。

图７　背景的ＲＧＢ值

图８　目标的ＲＧＢ值

　　进行图像阈值分割处理的Ｍａｔｌａｂ程序如下所示：
ｆｏｒｉ＝１：４７０
ｆｏｒｊ＝１：７４６　％Ｂ的大小是４７０７４６
ｉｆ（Ｂ（ｉ，ｊ）＜７７）；ｂｗ（ｉ，ｊ）＝０；
ｅｌｓｅｂｗ（ｉ，ｊ）＝１；　％Ｂ中小于７７的为０，大于７７的为１
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ｉｍｓｈｏｗ（ｂｗ）；　％显示ｂｗ图像
Ｉ＝ｄｏｕｂｌｅ（Ｉ）；　％将原图Ｉ进行ｄｏｕｂｌｅ处理
ｆｏｒｉ＝１：３
ｔｅｍｐ（：，：，ｉ）＝Ｉ（：，：，ｉ）．ｂｗ；　％将 Ｉ与 ｂｗ相乘，得

到图像ｔｅｍｐ
ｅｎｄ
ｔｅｍｐ＝ｔｅｍｐ／２５６；
ｉｍｓｈｏｗ（ｔｅｍｐ）；％显示ｔｅｍｐ图像

４　结束语

图像分割在联系低层和高层计算机视觉上至关重要。

尽管对于人类视觉来说，进行图像的分割和特征提取很简

单，但在图像处理、图像理解和人工智能中，图像分割仍然是

最富有挑战性和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图像特征提取方

法是在整个图像区域提取梯度较大的点，适用于物体与背景

有较强灰度对比的情况［１１］。本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电视导引头
图像进行了图像分割处理，并分析了图像分割原理。该算法

分割效率高、准确率高、稳定性好。通过对大量图像进行分

割之后得出一般情况下的 ＲＧＢ值分布范围，可作为原始数
据积累，在以后的图像特征提取中可直接使用。

（下转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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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频率变化率测量精度的影响，随信噪比和脉冲数目的增加，

多普勒频率变化率的平均误差越来越低，可以达到１Ｈｚ／ｓ的
量级。但是，在实际工程应用当中，还需要考虑天线抖动，航

姿等影响。

通过上述的仿真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该多普勒频率变化

率测量方法在测向精度达到指标为１°，信噪比为３０ｄＢ的情
况下，能够在２５ｓ内对在航迹的法线方向５０ｋｍ的辐射源实
现５％的定位精度，在提高测向精度和观测时间的条件下，可
以得到更高的测量精度。

４　结束语

本文以无人机作为观测平台对地面固定目标进行无源

定位为提前，提出基于多普勒频率变化率定位算法无人机无

源定位模型，给出了改进的脉间相参多普勒频率变化率的测

量方法，并对整个定位系统进行仿真，结果证明该定位系统

是可行的，为无源定位技术应用于无人机提供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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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ＬｙｏｎｓＲ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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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法［Ｊ］．电子信息 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１０）：１５９４－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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