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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２ＤＥＭＤ）的像素匹配方法，并结合五步非等步算法应用于在线三维面形测

量中。将一正弦条纹投影到在线匀速运动的待测物体上，物体运动产生等效相移，在一个条纹周期范围内任意采集

五帧变形条纹图。采用２ＤＥＭＤ方法对变形条纹图进行分解，可以得到与待测物体形貌变化一致的模态图像，通过

大津法对其进行二值化处理，并截取可靠性较高的区域作为像素匹配模板进行像素匹配，使各帧条纹图中物点一一

对应并计算出相应的等效相移量。再利用五步非等步相移算法解相可得到截断相位，采用相位展开算法得到连续相

位，利用相位 高度映射公式可恢复出被测物体的三维面形。计算机模拟与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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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物体的三维面形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近年来

对物体形貌的检测已有许多方法，如傅里叶变换轮

廓术（ＦＴＰ）
［１－３］、窗口傅里叶变换法［４－５］、小波变换

法［６－７］、Ｓ 变 换 法
［８－１１］以 及 相 位 测 量 轮 廓 术

（ＰＭＰ）
［１２］等。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

步，光学在线三维检测技术以其非接触、快速测量、

精度高等优点已在工业生产线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并且对其精度与速度的要求都在不断提高。在线三

维测量主要有ＦＴＰ和ＰＭＰ两种方法，ＦＴＰ只需要

对一帧变形条纹图进行相位解调，即可恢复出物体

的三维形貌信息，具有速度快和易采集的特点，但是

由于在对变形条纹图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要进行滤波

操作，必须保证所采集到的各级频谱之间不出现混

叠现象，因此范围会受到限制，精度也相对较低。

ＰＭＰ是目前采用面结构光三维测量方法中精度最

高的方法，通过采集变形条纹图并进行像素匹配和

正确解相，即可恢复出物体的三维面形。目前基于

ＰＭＰ的在线三维测量通常采用等步长或定步长算

法解调相位［１３－１５］，由于等步长或定步长算法都要求

采集的犖 帧变形条纹步距严格相等，而实际的在线

测量系统中ＣＣＤ采集到的变形条纹步距通常不严

格相等，若仍代入等步距相移算法求解相位分布将

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有较大的局

限性。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１６］的像

素匹配方法，结合石文仙等［１７］提出的五步非等步相

移算法应用于在线三维检测。由于二维经验模态分

解是一种完全的二维分析方法，能有效分解单一方

向条纹图和任意方向条纹图。变形条纹图经过二维

经验模态分解后可得到与物体形貌变化一致的模态

图像分布，将其二值化后用于像素匹配，得到各帧变

形条纹的等效相移量，再代入五步非等步解相公式

中求得截断相位。

２　基本原理

２．１　在线三维检测的基本原理

常见的在线三维检测系统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其中ＣＲＴ为显示器，ＰＣ为计算机，ＣＣＤ为线阵摄

像机，ＤＬＰ为投影仪。由ＤＬＰ投影一周期为狆的

固定正弦光栅到被测物体表面，被测物体位于流水

线传送带上，随流水线移动时可产生等效相移，经

ＣＣＤ同步采集犖 帧变形条纹图，变形条纹图经像

素匹配可得到等效静态变形条纹图。因为物体沿犡

轴运动，所以犢 轴坐标不变，经像素匹配后可得出

犖 帧变形条纹图最大相关点的坐标为犿狀（狓狀，狔０），

那么狓狀－狓０ 即为第狀帧变形条纹图相对于第零帧

变形条纹图对应物点像素坐标的改变量，也即物体

的位移量，则等效相移量为

δ狀 ＝
狓狀－狓０

狆
×２π，（狀＝０，１，２，…，犖－１），

（１）

取犖＝５，则ＣＣＤ采集到的变形条纹图犐狀（狓，狔），

（狀＝０，１，２，３，４）可表示为

犐狀（狓，狔）＝犚（狓，狔）｛犃（狓，狔）＋

犅（狓，狔）ｃｏｓ［（狓，狔）＋δ狀］｝，（狀＝０，１，…，４），

（２）

式中犚（狓，狔）为物体表面反射率，犃（狓，狔）为背景光

强，犅（狓，狔）为条纹对比度，（狓，狔）包含了物体的高

度信息，为变形条纹的相位分布。五帧变形条纹图

犐狀（狓，狔），（狀＝１，２，３，４，５）通过像素匹配后可得到

五帧物点像素坐标相同的变形条纹图为犐′狀（狓，狔），

（狀＝１，２，３，４，５），若采集到的五帧条纹为等步长，

利用Ｓｔｏｉｌｏｖ算法可解得相位分布

（狓，狔）＝

ａｒｃｔａｎ
２［犐′２（狓，狔）－犐′４（狓，狔）］

２犐′３（狓，狔）－犐′１（狓，狔）－犐′５（狓，狔）
·ｓｉｎ｛ ｝δ ，

（３）

式中相移量δ可通过（４）式计算得到：

ｓｉｎδ＝ １－
犐′１（狓，狔）－犐′５（狓，狔）

２［犐′２（狓，狔）－犐′４（狓，狔｛ ｝）］槡
２

．（４）

通过（３）式得到的是截断相位，采用相位展开算法可

得到连续相位分布，最后利用相位和高度的映射公

式便可恢复出物体的三维形貌。

图１ 在线ＰＭＰ三维检测系统

Ｆｉｇ．１ ＯｎｌｉｎｅＰＭＰ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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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五步非等步相移算法基本原理

将计算机产生的一正弦光栅条纹投影在待测物

体上，在一个条纹周期范围内任意采集五帧变形条

纹图。实际应用中噪声无法避免，为了体现本方法

的抗噪性能，采用添加有噪声分量的正弦光栅投影，

得到的变形结构光场表示为

犐狀（狓，狔）＝犚（狓，狔）｛犃（狓，狔）＋犅（狓，狔）ｃｏｓ［（狓，狔）＋δ狀］｝＋狀ｏｉｓ（狓，狔），（狀＝０，１，…，４）． （５）

　　这里δ狀 为（－π，π）范围内的任意值，且δ０ ＝０，

狀ｏｉｓ（狓，狔）为随机噪声。由（５）式所表示的五帧变形条

纹，可推出如下关系［为书写方便，以下省掉（狓，狔）］：

犐３－犐１ ＝犚犅［ｃｏｓ（＋δ３）－ｃｏｓ（＋δ１）］，（６）

犐４＋犐２－２犐０ ＝

犚犅［ｃｏｓ（＋δ４）＋ｃｏｓ（＋δ２）－２ｃｏｓ］，（７）

若犐３－犐１≠０，ｃｏｓ≠０，那么可得到

犐４＋犐２－２犐０
犐３－犐１

＝
ｃｏｓ（＋δ４）＋ｃｏｓ（＋δ２）－２ｃｏｓ
ｃｏｓ（＋δ３）－ｃｏｓ（＋δ１）

，

（８）

令犡＝犐４＋犐２－２犐０，犢＝犐３－犐１，（８）式可写为

犡
犢
＝
ｃｏｓ（＋δ４）＋ｃｏｓ（＋δ２）－２ｃｏｓ

ｃｏｓ（＋δ３）－ｃｏｓ（＋δ１）
，（９）

由（９）式可求得

＝

ａｒｃｔａｎ
犡ｃｏｓδ３－犡ｃｏｓδ１－犢ｃｏｓδ４－犢ｃｏｓδ２＋２犢

犡ｓｉｎδ３－犡ｓｉｎδ１－犢ｓｉｎδ４－犢ｓｉｎδ（ ）
２

，

（１０）

若犐３－犐１＝０，

＝－（δ１＋δ３）／２， （１１）

若ｃｏｓ＝０，

＝π／２． （１２）

所以，综合（１０）～（１２）式，可得截断相位

＝

－（δ１＋δ３）／２， 犐３－犐１ ＝０

π／２， ｃｏｓ＝０

ａｒｃｔａｎ
犡ｃｏｓδ３－犡ｃｏｓδ１－犢ｃｏｓδ４－犢ｃｏｓδ２＋２犢

犡ｓｉｎδ３－犡ｓｉｎδ１－犢ｓｉｎδ４－犢ｓｉｎδ（ ）
２

，

烅

烄

烆
ｅｌｓｅ

， （１３）

式中犡＝犐４＋犐２－２犐０，犢＝犐３－犐１，δ狀 通过下面的像

素匹配后得到。

３　基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的像素匹配

与计算机仿真

提出一种基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的像素匹配方

法，用于五步非等步在线三维面形检测。在基于

ＰＭＰ方法的在线测量中，因为物体随流水线在移

动，因此拍摄到的各帧变形条纹中物体的位置发生

了变化，应用点对点计算相位的ＰＭＰ方法解调相

位需要通过像素匹配方法，使得每帧变形条纹图中

的物体具有相同的像素坐标。提出一种基于二维经

验模态分解的像素匹配方法。ＣＣＤ采集到流水线

上的任意位置的五帧变形条纹图，保存于计算机中

进行处理。每帧变形条纹图经过二维经验模态分解

后，ＩＭＦｓ按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可以提

取每帧条纹图的反映物体表面形貌变化的模态图

像，记为犕狀（狓，狔），（狀＝１，２，…，５）。因其反映了物

体面形的灰度特征，所以可以将其作为像素匹配的

特征模板来实现像素匹配。众所周知，大津法［１８］是

一种很好的图像分割方法，它可以自适应地找到一

个合适的阈值，将图像分成背景和有用信息两部分，

可进行二值化处理。为提高匹配的速度，再利用图

像处理中确定动态阈值的大津法对 犕狀（狓，狔）进行

二值化处理，大津法处理后可以找到一个阈值，设为

犓。再令犕狀（狓，狔）图中高于犓灰阶的像素点灰度值

置为１，小于犓 灰阶的像素点灰度值置为０，二值化

处理后的图记为犕′狀（狓，狔），（狀＝１，２，…，５），二值

化过程可简单由（１４）式表示。选取其中一幅二值化

图中可靠性较高的区域作为像素匹配的特征模板，

完成五帧变形图的像素匹配，再由（１）式即可得到各

帧等效相移量δ狀，可有效实现在线三维检测。

犕′狀（狓，狔）＝
１， 犕狀（狓，狔）＞犓

０，｛ ｅｌｓｅ
，（狀＝１，２，…，５）．

（１４）

　　下面以计算机仿真实验为例来说明像素匹配过

程，这里模拟的物体高度范围为０～３０ｍｍ的椭球

面，如图２（ａ）所示，大小为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的

１２０８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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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条纹图由（１５）式产生：

犐（狓，狔）＝０．５１＋ｃｏｓ（狓，狔）＋δ［ ］｛ ｝狀 ＋狀ｏｉｓ（狓，狔），

（１５）

式中（狓，狔）为调制相位，δ狀 为任意值。基频分量的

幅度范围是０～１，随机噪声狀（狓，狔）的幅值范围为

０～０．０４，图２（ｂ）、（ｃ）分别为计算机模拟的第三帧

和第五帧变形条纹图犐狀（狓，狔），狀＝３，（ ）５ ，对其采用

二维经验模态分解后，提取出反映物体面形变化的

犕狀 狓，（ ）狔 ，（狀＝３，５）图像，再利用大津法二值化后

得到犕′狀 狓，（ ）狔 ，（狀＝３，５），分别如图２（ｄ）、（ｅ）所示。

图２（ｆ）为特征模板，是由第一帧变形条纹图所对应

的二值化图像犕′１ 狓，（ ）狔 中截取产生，设为犜（狓，狔），

以此模板分别与犕′狀 狓，（ ）狔 ，（狀＝３，５）做相关匹配运

算，相关运算由（１６）式表示，当相关系数犳ＲＬ值最大

时，此时犜（狓，狔）与 犕
′
狀（狓，狔）中特定区域的像素坐

标是一一对应的，分别得出两帧变形条纹与第一帧

变形条纹最大相关点的坐标，坐标的差值分别为第

三、五帧相对于第一帧对应物点像素坐标的改变量，

也即物体的位移量。将第三、五帧条纹向物体运动

的反方向移动对应位移量的距离，即可使得第三、五

帧变形条纹图的物体所在位置的像素坐标与第一帧

变形条纹图的物体所在位置像素坐标一一对应，对

图２（ｂ）和（ｃ）截取同一区域包含物体的部分，便可

提取出如图２（ｇ）和（ｈ）所示的物点像素坐标一致的

变形条纹图犐′狀（狓，狔），狀＝３，（ ）５ 。同理，将第二、四

帧变形条纹图分别与特征模板做相关运算后得到物

体的位移量，裁切后可得到犐′狀（狓，狔），狀＝２，（ ）４ 。再

由（１）式可得等效相移量δ狀。

图２ 计算机模拟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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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ＲＬ ＝
∑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犜（狓，狔）·犕′狀（狓，狔）

∑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犜２（狓，狔）·犕′
２
狀 （狓，狔槡

）

，

（狀＝２，３，４，５）， （１６）

式中狓，狔为横纵坐标，犕，犖 为所取模板的大小。

将像素匹配后得到的等效相移量δ狀 代入（１３）式

可得到截断相位，再对截断相位进行相位展开，可得

到由物体高度调制真实的连续相位分布φ（狓，狔），最

后采用相位 高度映射算法，物面高度可表示为［１９］

１

犺（狓，狔）
＝犪（狓，狔）＋犫（狓，狔）

１

φ（狓，狔）
＋

犮（狓，狔）
１

φ
２（狓，狔）

， （１７）

式中犪（狓，狔）、犫（狓，狔）和犮（狓，狔）可由实验装置参数

标定，通过３个已知高度的标定平面，由投影仪投影

一帧正弦条纹到三个平面上，分别求出三个平面上

的相位分布，代入（１７）式中，联立三个方程可求出

犪狓，（ ）狔 、犫狓，（ ）狔 、犮狓，（ ）狔 ， 存 储 在 计 算 机 中，

φ狓，（ ）狔 为展开的连续相位。得到的连续相位分布

再代入（１６）式可恢复出被测物体三维面形，如图２

（ｉ）所示，对应的误差分布如图２（ｊ）所示。从图２（ｉ）

和（ｊ）可以看出，利用本方法恢复出了模拟物体的三

维面形，误差较大位置主要出现在物体的边缘，这是

由于物体和参考平面的反射率差异较大，这在计算

机处理的时候体现在灰阶的数字化上，所以物体边

缘处灰度差异较大，导致边缘处较大误差。

４　实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理论的可行性，做了如下实验。

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由于ＣＣＤ和ＤＬＰ连线与其

在犡犗犢平面的投影所构成的平面很难保证和犡 轴

平行，通常有一个不为零的夹角，因此ＣＣＤ采集的

时候得到的可能为任意方向走向的条纹。二维经验

模态分解是一种完全的二维分析方法，能有效分解

单一方向条纹图和任意方向条纹图。为了反映更一

般的情况，计算机仿真和实验均分析斜条纹。实验

中所用数字光投影仪型号为ＣＰＨＸ６５００，ＣＣＤ型

号为 ＭＴＶ１８８１ＥＸ，被测物体为纸盘，如图３（ａ）所

示。由计算机产生一幅固定的正弦光栅图，通过

ＤＬＰ投影到纸盘所在的可控移动载物台上，再由

ＣＣＤ同步采集到五帧变形条纹图，存于计算机内处

理。变形条纹图尺寸为５００ｐｉｘｅｌ×５００ｐｉｘｅｌ，第一、

图３ 实验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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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帧变形条纹图如图３（ｂ）和（ｃ）所示。对五帧变形

条纹图做二维经验模态分解后，提取出反映物体面

形变化的犕狀 狓，（ ）狔 ，（狀＝１，２，…，５）图像，再利用大

津法二值化后得到犕′狀 狓，（ ）狔 ，（狀＝１，２，…，５），由于

图形相似，这里只给出第一、五两帧对应分布图，如

图３（ｄ）和（ｅ）所示。再选取图３（ｄ）中的有效区域作

为像素匹配特征模板，如图３（ｆ）所示，以此模板分

别与犕′狀 狓，（ ）狔 ，（狀＝１，２，…，５）做相关匹配运算，对

各帧变形条纹图截取同一区域包含物体的部分，便

可得到物点像素坐标一致的等效变形条纹图犐′狀（狓，

狔），狀＝１，２，…，（ ）５ ，图３（ｇ）和（ｈ）分别为第一、五

两帧等效变形条纹图。每帧条纹图像素匹配后即可

得到物体的位移量，再由（１）式可得等效相移量δ狀。

相移量δ狀 代入五步非等步解相公式即可求得待测

纸盘对应的截断相位分布，如图３（ｉ）所示，利用相位

展开算法，可得到对应的连续相位，再代入相位 高

度映射关系（１４）式，重构出待测物体的三维面形，如

图３（ｊ）所示。

５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的非等步在

线三维面形检测方法。由于二维经验模态分解是完

全的二维分析方法，能有效地分解任意走向分布的条

纹图，对系统要求更具普适性。通过二维经验模态分

解处理，自适应地分解为按照图像的频率成分从高到

低的模态图像之后，可提取出反映物体形貌变化分布

的模态图像，对其二值化后选取合适的特征模板对在

线检测中的五帧变形条纹进行像素匹配。此外，非等

步的采集五帧变形条纹降低了对系统的要求，可避免

等步长算法中由于步距不等而产生的误差，适应性更

好，扩大了在线测量的应用范围。计算机模拟和实验

结果都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１ＭｉｔｓｕｏＴａｋｅｄａ，ＫａｚｕｈｉｒｏＭｕｔｏ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
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３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ｈａｐｅｓ［Ｊ］．ＡｐｐｌＯｐｔ，

１９８３，２２（２４）：３９７７－３９８２．

２ＸｉａｎｙｕＳｕ，Ｗｅｎ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ｐｔ＆Ｌａ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２００１，３５（５）：２６３－２８４．

３ＺｈｕＲｏｎｇｇａｎｇ，ＺｈｕＲｉ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Ｑｉａｎ，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７）：０７０８００３．

　 朱荣刚，朱日宏，宋　倩 等．基于光纤干涉投影的傅里叶变换轮

廓术应用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３，４０（７）：０７０８００３．

４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Ｈｕ， Ｇｕｏ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ｙ′ｓ ｗｉｎｇｓｉｎｆｒｅｅｆｌｉｇｈｔ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ｅ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Ｏｐｔ＆Ｌａ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２００８，４６
（２）：１５７－１６１．

５ＱｉａｎＫｅｍａｏ，Ｈａｉｘｉａ Ｗａｎｇ，ＷｅｎｊｉｎｇＧａｏ．Ｗｉｎｄｏｗｅｄ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ｏｒｆｒｉｎ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

ＡｐｐｌＯｐｔ，２００８，４７（２９）：５４０８－５４１９．

６ＳｕｎＪｕａｎ，Ｃｈｅｎ Ｗｅｎｊｉｎｇ，Ｓｕ Ｘｉａｎｙｕ，犲狋 犪犾．．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７（４）：６４７－６５３．

　 孙　娟，陈文静，苏显渝，等．小波变换轮廓术的测量范围研究

［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４）：６４７－６５３．

７ＬｉＳｉｋｕｎ，ＳｕＸｉａｎｙｕ，ＣｈｅｎＷｅｎｊｉｎｇ．Ａｎｅｗ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ｐｈａｓ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０，３７（１２）：３０６０－３０６５．

　 李思坤，苏显渝，陈文静．一种新的小波变换空间载频条纹相位

重建方法［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０，３７（１２）：３０６０－３０６５．

８Ｒ Ｇ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Ｌ Ｍａｎｓｉｎｈａ，ＲＰＬｏｗ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６，４４（４）：９９８－１００１．

９Ｚｈｅｎｇ Ｓｕｚｈｅｎ． 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ｅ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１，３７
（２）：２１７－２１９．

　 郑素珍．Ｓ变换引导窗口傅里叶变换进行相位提取［Ｊ］．光学技

术，２０１１，３７（２）：２１７－２１９．

１０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Ｃｈｅｎ Ｗｅｎｊｉｎｇ，ＳｕＸｉａｎｙｕ，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４．

　 钟　敏，陈文静，苏显渝，等．Ｓ变换轮廓术测量范围的研究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４．

１１ＬＭａｎｓｉｎｈａ，ＲＧＳｔｏｅｋｗｅｌｌ，ＲＰＬｏｗ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２３９（１３）：

２８６－２９５．

１２ＳｕＸｉａｎｙｕ，ｖｏｎＢａｌｌｙＧ，ＶｕｋｉｃｅｖｉｃＤ．Ｐｈａｓｅ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ＯｐｔＣｏｍｍｕｎ，１９９３，９８（１）：

１４１－１５０．

１３Ｚｈｏ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Ｃａｏ Ｙｉｐｉｎｇ．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ｈａ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２）：４１７－

４２０．

　 钟立俊，曹益平．相移正交物体运动方向的在线相位测量轮廓术

［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２）：４１７－４２０．

１４ＺｈｅｎｇＸｕ，ＣａｏＹｉｐｉｎｇ，ＬｉＫｕｎ．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３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９）：２５７３－２５７７．

　 郑　旭，曹益平，李　坤．基于调制度层析的在线三维检测方法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９）：２５７３－２５７７．

１５ＰｅｎｇＫｕａｎｇ，ＣａｏＹｉｐｉｎｇ，ＷｕＹｉｎｇｃｈｕｎ，犲狋犪犾．．Ｏｎｌｉｎｅ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ｗ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７）：０７０８００６．

　 彭　旷，曹益平，武迎春，等．基于低调制度特征的在线三维测

量方法［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３，４０（７）：０７０８００６．

１６ＮＥ Ｈｕａｎｇ，ＺＳｈｅｎ，ＳＲＬｏｎｇ，犲狋犪犾．．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ｌｂｅｒ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ｎ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ＳｅｒｉｅｓＡ，１９９８，４５４（１９７１）：９０３－９９５．

１７ＳｈｉＷｅｎｘｉａｎ，ＣａｏＹ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ｕ．Ａｆｉｖｅｕｎｅｑｕａｌ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

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３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Ｏｐｔｉｃｓ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９（６）：３６－３９．

　 石文仙，曹益平，郑　旭．一种用于在线三维测量的五步非等步

相移算法［Ｊ］．光学与光电技术，２０１１，９（６）：３６－３９．

１８ＬｉＬｉａｏｌｉａｏ，Ｄ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ＤｉｎｇＸｉｎｇｈａｏ．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ａＪ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Ｊ］．Ｍｉｃｒ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５，２１（８３）：７６－７７．

　 李了了，邓善熙，丁兴号．基于大津法的图像分块二值化算法

［Ｊ］．微计算机信息（管控一体化），２００５，２１（８３）：７６－７７．

１９Ｌｉ Ｗａｎｓｏｎｇ， Ｓｕ Ｌｉｋｕｎ， Ｓｕ Ｘｉａｎｙｕ． Ｐｈａ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ｂｉｇ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０，２０（６）：７９２－７９６．

　 李万松，苏礼坤，苏显渝．相位检测面形术在大尺度三维面形测

量中的应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６）：７９２－７９６．
栏目编辑：何卓铭

１２０８００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