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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复杂背景下暗弱点目标和背景杂波特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全方位多尺度的形态学滤波和局部

特征准则的点目标检测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在复杂背景和低信噪比条件下,所提算法的目标检测概率达到

９９．８％,虚警率为０．１％.与最大中值滤波法、高斯差分尺度空间法、高斯混合模型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所提算法

对复杂背景的抑制作用较好,且算法复杂度不高,易于实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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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红外暗弱点目标检测技术对于红外预警、精确制导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距离是衡量预

警系统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远距离点目标的尺寸小到没有任何纹理信息可以利用,而且成像过程中受到极

端天气、大气辐射、复杂云层,以及各种噪声等因素的影响时,目标极易被淹没在复杂背景中[１Ｇ３].因此,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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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暗弱点目标检测已经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研究难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对暗弱点目标检测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彭嘉雄等[４]利用点目标在局部邻域内呈现高频分布

的特点,采用空域高通滤波法抑制平缓背景,虽然该算法复杂度不大,但虚警率较大.李欣等[５]针对红外云

层的特点,提出一种使用模糊聚类法判别图像的类别以实现弱小目标的检测方法.王刚等[６]对红外图像小

目标与背景的特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图像块邻域对比特性的红外弱小目标检测算法,该方法可用于

有效检测低信噪比条件下的红外弱小目标.Kim等[７]提出了一种拉普拉斯Ｇ高斯尺度空间的红外小目标检

测方法,但计算复杂度较大,不利于实时实现.吴一全等[８]提出了一种基于 NSCT的红外小目标检测方法,
通过对高频子带求距离像来检测小目标,但该方法不能准确定位目标所在位置.Genin等[９]提出了一种背

景块匹配三维模型的目标检测算法,此法对背景抑制作用很好,但是算法复杂,不利于实时实现.除此之外,
还有最大中值滤波器方法[１０]、二维最小均方滤波器算法[１１]、小波变换法[１２]等.很多算法在抑制背景的同

时,还造成目标信息的丢失.有些算法在预测背景过程中,不仅突出了目标,有时也保留了大量的背景高频

像素点和孤立噪声,造成较高的虚警率.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采用形态学顶帽算法检测点目标.形态学滤波算法对背景抑制的效果取决于结构

元素的尺寸与形状,当无法获得暗弱点目标图像的先验知识时,该算法难以获得最佳效果[１３Ｇ１４].结构元素在

形态学运算中的作用类似于滤波窗口,它的选取至关重要.传统的顶帽算法只采用一种结构元素,忽略了不

同方向的点目标细节差异,可能产生较大的漏检概率;同时,也不能分辨灰度分布的方向性,很可能会产生连

续分布的背景边缘残余,造成较高的虚警率.柴玉华等[１５]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形态学的滤波算法,用于

减少噪声影响从而提高大豆图像质量.后来研究人员针对微地震监测数据信噪比低、震源强度小等特点,提
出将多尺度形态学理论应用于地震弱信号的分析和识别[１６].而点目标在红外图像中不会超过３×３个像

元,同时信噪比和强度很低,极易与噪声造成混淆.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全方位多尺度的形态学滤波和局部对比特征准则的点目标检测方法.首先采

用８个方向５×５维度的结构元素来提取具有不同灰度分布的候选目标,然后自适应阈值处理得到目标

感兴趣区域,接下来采用局部对比特征准则剔除残余背景边缘点,最后利用能量集中度特征准则阈值剔除

噪点,检测出低信噪比运动点目标.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检测算法对复杂背景抑制作用较好,同时算法运行

时间短,满足实时性要求.

２　暗弱点目标图像特征分析
红外暗弱点目标图像通常可认为是由目标、背景和噪声三部分组成,即

P(x,y)＝B(x,y)＋T(x,y)＋N(x,y), (１)
式中B(x,y)、T(x,y)和N(x,y)分别表示背景、目标和噪声信息;(x,y)表示像素点坐标.

随着红外目标距离观测系统越来越远,目标在成像系统像面上逐渐缩为一个点,最终受限于光学系统的

点扩散函数而无法探测.对于红外暗弱点目标探测,成像焦平面中点目标的信噪比是影响检测性能的重要

因素之一[１４],定义为

RSN＝ μt－μb

σb
, (２)

式中μt为目标区域灰度均值,μb为局部背景区域的灰度均值,σb为局部背景区域的标准差,RSN为计算得到

的点目标信噪比.
暗弱点目标在运动过程中,其成像尺寸在１×１到３×３个像元之间变化,而且其形态信息随着目标相对

成像系统的距离、姿态角、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同时,目标成像在像面不同位置时,目标在焦平面上的形态分

布也不一样.图１所示是由法国Sofradir公司的制冷型长波红外探测器采集到的几种典型的飞机点目标形

态分布情况,截取的窗口尺寸为５×５个像元,灰度值已进行归一化处理.远距离飞行中的飞机在探测器上

所成的像占１个像元的情况极少,更多时候会扩散成水平或者垂直方向的２个像元,或者２×２、３×３个像

元,这些点目标的信噪比在０．５~４之间.在实际成像过程中,点目标能量发生扩散的原因是:远距离成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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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系统会产生衍射效应,点目标中心像元的能量扩散到邻近像元,弥散成为艾里斑.而且点目标机动性较

强,且在大气传输过程中还会受到大气散射、折射等的影响.因此,点目标的灰度分布存在波动,并且不一定

是各向同性的,采用单一尺度的滤波模板容易发生漏检.

图１ 占(a)１个像元,(b)２个像元,(c)３个像元,(d)４个像元和(e)多个像元的点目标形态

Fig．１ Morphologiesofpointtargetswith a onepixel  b twopixels  c threepixels 

 d fourpixels and e multiplepixels

　　红外图像的背景是指图像中的非目标区域,大部分背景是图像中的低频成分,比如云层、山、海面和建筑

物等,多以大面积连续分布状态呈现,内部变化比较平缓,这些低频背景在红外图像空间上的分布具有较大

的相关性[１７],常用的背景抑制算法就可以将其剔除.但是,复杂背景中也包含部分高频成分,主要分布在背

景的边缘和纹理部分,图２(a)所示为采集到的红外图像复杂云层背景,图２(b)所示为被红框圈出的背景边

缘的放大图,图２(c)所示为其对应的三维灰度显示,背景边缘放大图中可以看到高频背景边缘,这些边缘点

会干扰对暗弱点目标的有效探测.但是,背景边缘的灰度分布在不同方向上存在差异.

图２ (a)复杂云层背景;(b)云层背景边缘放大图;(c)对应图２(b)的三维灰度图

Fig．２  a Complexcloudbackground  b enlargedviewofcloudbackgroundedge 

 c threeＧdimensionalgreyＧscalemapcorrespondingtoFig敭２ b 

　　红外图像的噪声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由外界事物产生的系统外噪声;另一类是由红外热成像系统内部

产生的系统内噪声[１８Ｇ１９].整体噪声可近似为零均值的高斯白噪声,如图２(b)所示,这些孤立的白噪声很可

能被误认为是点目标.噪声通常只占一个像元,随机闪烁或者位置固定不变,并且在局部小邻域内,其能量

集中情况与发生扩散的点目标的有差异,可根据这一点将孤立噪声剔除.

３　全方位多尺度形态学检测
要开展对红外点目标的有效探测,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对图像进行背景杂波抑制,有效提取出点目标的感

兴趣区域.形态学滤波是由灰度形态学滤波演化成的一种有效的图像预处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具有

一定形态的结构元素,提取图像中对应的形态以实现对目标的识别.形态学滤波中的开运算能够去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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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于结构元素的的孤立子域,闭运算可以将两个距离近的区域连接起来.设G(x,y)为输入的原始图像,

b(s,t)是结构元素,s、t为结构元素的尺寸参量,表示膨胀运算,Θ表示腐蚀运算,则开运算和闭运算的计

算方法为

(G ⚫b)(x,y)＝[G(x,y)Θb(s,t)]b(s,t), (３)
(G•b)(x,y)＝[G(x,y)b(s,t)]Θb(s,t), (４)

式中⚫表示开运算,•表示闭运算.采用大于目标大小的结构元素对图像进行开运算,从而获得图像背景,再
将原图像与背景进行差分运算以实现背景抑制,这就是顶帽(TH)变换.底帽(BH)变换是将图像的闭运算

结果与原始图像相减,在抑制背景的同时能提取图像的暗细节特征.TH变换和BH变换定义为

ITH＝G(x,y)－(G ⚫b)(x,y), (５)

IBH＝(G•b)(x,y)－G(x,y), (６)
式中ITH为TH变换在图像中提取的细节特征,IBH为BH变换在图像中提取的细节特征.原始图像基础上

加上顶帽变换结果,再减去底帽变换结果,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可以抑制背景,同时能增强亮的目标感兴趣区

域.提取出的目标感兴趣区域大小RI可以表示为

RI＝G＋ITH－IBH. (７)

　　传统的顶帽变换法仅采用单一结构元素对红外图像进行背景估计,结构元素的选取受目标形态的影响

较大,点目标在运动过程中由于远距离成像而发生光学衍射,导致目标在很多时候很难保证只占１个像元,
目标成像尺寸在１×１到３×３个像元之间变化,若只采用一个结构元素,忽略不同方向的点目标细节差异,
往往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本文采用一种全方位多尺度结构元素,使结构元素尽可能多的覆盖各个方向分

布的点目标,能够提取出不同尺度的点目标.多尺度TH、BH变换定义为

ITHn ＝G(x,y)－(G ⚫bn)(x,y), (８)

IBHn ＝(G•bn)(x,y)－G(x,y), (９)
式中ITHn为多尺度TH变换在图像中提取的细节特征,IBHn为多尺度BH变换在图像中提取的细节特征,

n＝１,２,,N 为整数,bn表示不同的结构元素.
采用全方位多尺度的结构元素提取不同灰度分布的点目标,不仅能提取只占１个像元的点目标,还能够

提取出水平、垂直、对角线等８个方向分布的点目标,由于点目标尺寸在３×３个像元内,为了使结构元素覆

盖所有的点目标,所选取的结构元素的尺寸应略大于３×３,本文设计的结构元素为５×５维bn(n＝１,２,,８),
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８方向结构元素.(a)０°;(b)４５°;(c)９０°;(d)１３５°;(e)１８０°;(f)２２５°;(g)２７０°;(h)３１５°
Fig．３ StructuralelementsineightＧdirections敭 a ０°  b ４５°  c ９０°  d １３５° 

 e １８０°  f ２２５°  g ２７０°  h ３１５°

　　结构元素中的“１”表示此位置进行了形态学膨胀或腐蚀操作.对于每一个结构元素,“１”的形态分布所

指的方向代表待检测点目标的分布方向.设计的８个结构元素几乎覆盖了所有点目标的形态走向.对于每

一种方向的结构元素,多尺度TH变换和BH变换不仅能够提取出形态分布与结构元素相同的候选目标,还
能提取出尺度略小于结构元素的候选目标,避免产生漏检.同时,对于连续分布的背景区域残余能够起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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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抑制作用.以０°方向的结构元素为例,它能够检测出的主要候选点形态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０°方向的结构元素能够检测出的候选点形态

Fig．４ Candidatepointconfigurationdetectedby０°Ｇdirectionstructuralelement

　　对于每一种结构元素bn,提取出的各个方向亮的目标感兴趣区域可以表示为

ITH１＝G(x,y)－(G ⚫b１)(x,y)

ITH２＝G(x,y)－(G ⚫b２)(x,y)

　　⋮

ITH８＝G(x,y)－(G ⚫b８)(x,y)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１０)

　　同时,提取出的各个方向暗的目标感兴趣区域表示为

IBH１＝(G•b１)(x,y)－G(x,y)

IBH２＝(G•b２)(x,y)－G(x,y)

　　⋮

IBH８＝(G•b８)(x,y)－G(x,y)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１１)

在结构元素bn所对应方向下的目标感兴趣区域RIn(n＝１,２,,８)定义为

RIn ＝G＋ITHn －IBHn. (１２)

　　将提取到的所有方位的点目标感兴趣区域组合在在一起,得到疑似的不同灰度分布的点目标结果图

像,即

RI＝ RI１＋RI２＋＋RI８ . (１３)

　　图５(a)所示为原始红外目标图像,点目标大约占２个像元,并用红框标记出,背景云层较为复杂.图５(b)
所示为单一结构元素的TH变换检测结果,可见较多背景边缘点残余,点目标淹没在其中无法辨认.图５(c)所
示为全方位结构元素形态学检测结果,大部分连续、无方向差异性分布的背景已经被剔除,检测出的目标感

兴趣区域数量较少,对下一步剔除干扰点十分有利.

图５ 检测结果对比.(a)原始红外图像;(b)TH变换检测结果;(c)全方位形态学检测结果

Fig．５ Comparisonamongdetectionresults敭 a Originalinfraredimage  b detectionresultbyTHtransformation 

 c detectionresultbyomnidirectionalmorphology

　　采用自适应阈值处理上述全方位点目标感兴趣区域,得到候选点目标,阈值Th满足恒虚警率准则,即

Th＝m＋kσ, (１４)
式中m为图像的灰度均值;σ为图像标准差;k为固定常数,可近似认为其为检测的信噪比阈值.为了使检测

点目标的信噪比在１．５左右,令k＝１．５.进行二值化处理,即保留像素值大于阈值Th的图像并将其确定为

候选目标点,剔除小于阈值的图像.经过自适应阈值处理后,候选目标得到凸显.点目标图像背景杂波的复

１１０４００１Ｇ５



光　　　学　　　学　　　报

杂度不同,则图像灰度均值m 和标准差σ不同,因此计算得到的阈值Th随着背景杂波的变化而变化,具有

自适应性.

４　虚假点的剔除
４．１　利用局部特征准则剔除残余背景点

在上述利用全方位多尺度形态学处理得到的候选目标图像中,可能还会存在残留的强起伏背景边缘点

和孤立噪点,首先采用局部对比特征将高频背景点剔除.
将候选目标点定位返回到原始图像中,假设其中一个候选目标点为I(i,j),其中i,j表示目标点的坐

标.在原始图像上以该点为中心的５×５邻域窗口中,定义４个方向向量Lm(m＝１,２,３,４):

L１＝[I(i－２,j－２),I(i－１,j－１),I(i＋１,j＋１),I(i＋２,j＋２)]

L２＝[I(i,j－２),I(i,j－１),I(i,j＋１),I(i,j＋２)]

L３＝[I(i＋２,j－２),I(i＋１,j－１),I(i－１,j＋１),I(i－２,j＋２)]

L４＝[I(i－２,j),I(i－１,j),I(i＋１,j),I(i＋２,j)]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１５)

每个方向向量包含候选目标点两侧的４个点,接下来用这４个方向向量的关系区分点目标和残余背景边缘

点,５×５邻域窗口方向向量示意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候选点的４个方向向量示意图

Fig．６ Sketchmapoffourdirectionalvectorsofcandidatepoints

　　然后计算每个方向向量Lm中４个点与中心点的灰度差异值之和:

d(m)
i,j ＝ ∑

(x,y)∈Lm

wx,y I(i＋x,j＋y)－I(i,j), (１６)

式中wx,y为方向向量上的点I(i＋x,j＋y)相对中心点I(i,j)的加权系数,x,y∈[－２,２].根据已有先验

知识,距离中心点越近的点,其灰度值跟中心点越接近,因此赋予较近的点较大的权值.作为中心点I(i,j)
的最近的４个点I(i±１,j)和I(i,j±１),赋予其最大的权值５/２.对于４个次邻近的点I(i±１,j±１),令
它们的加权系数值为２.以此类推,赋予５×５邻域窗口内距离中心点最远的４个点I(i±２,j±２)的加权系

数值为１.为了处理方便,将４个方向向量Lm 依次竖直排列组合成列矩阵L,按照上述法则,矩阵中每一点

对应的加权系数构成矩阵W,即

L＝

L１

L２

L３

L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１７)

W＝
１
２８

１ ２ ２ １
３
２

５
２

５
２

３
２

１ ２ ２ １
３
２

５
２

５
２

３
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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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每一个候选点方向向量的灰度差异值之和d(m)
i,j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称为该候选点的方向比

率,即

rd＝
max[d(m)

i,j ]
min[d(m)

i,j ]
,１≤m ≤４, (１９)

通过(１９)式可以识别候选点中包含的残余背景边缘点.对rd值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１)如果候选点是背景

边缘点,则rd值会很大;２)如果候选点是真实点目标,则rd值比较小,并且在１左右.

因此,可以通过设定rd阈值来区分候选点中的背景边缘点和真实点目标,阈值稍微大于１即可,本文设

定为２.具体判决准则为:rd值大于２的候选点,认为是残余背景边缘点,进行舍弃;保留小于２的候选点进

行下一步处理.保留下来的点中还可能存在点噪声,而点噪声位置固定不变或无序闪烁.

４．２　利用能量集中度特征去噪点

要检测的点目标尺寸不超过３×３个像元,假设点目标的能量分布区域为E１~E９,其中能量最大值为

Emax,点目标的能量集中度定义为:

CE＝Emax ∑
９

ν＝１
Eν, (２０)

点目标成像在焦平面的位置可能在像元正中心,也可能横跨两个像元,甚至４个像元,故点目标的能量集中

度不同.图７所示为点目标跨像元情况.当点目标正好成像在１个像元内时,能量集中度最大,成像结果如

图８(a)所示.当点目标成像在４个像元的十字相交角时,目标所在位置的能量集中度最低,成像结果如

图８(b)所示.残留的噪声一般只占１个像元,如图８(c)所示,噪声所在像元的能量高度集中,无扩散效应,

能量集中度大约为１.

图７ 跨像元点目标的示意图

Fig．７ SchematicofcrossＧpixelpointtarget

图８ (a)成像在像元中心的点目标,(b)跨４像元的点目标和(c)噪点的灰度图

Fig．８ Graylevelimagesof a pointtargetimagingatpixelcenter 

 b pointtargetacross４pixels and c noisypoint

　　在衍射图样中,成像艾里斑直径d 可以表示为

d＝２．４４λf, (２１)

式中f 为光学系统的F数,λ为入射光波长.对于常见的长波红外探测器,像元尺寸为３０μm,假设成像

系统的焦距为３００mm,口径为２００mm,入射波长为９μm,则点目标的弥散艾里斑大小为３２．９μm,略大

于探测器１个像元尺寸.但是,远距离成像点目标能量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杂波干扰,导致点目标能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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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由光学理论可知,艾里斑的能量占总能量的８４％[２０],假设点目标成像在像元中心,能量集中度理论

上略小于８４％.

在红外图像中,目标所在区域的灰度值包含杂波背景的能量,在计算点目标能量时应将这部分背景能量

去掉,点目标的能量集中度CE 的表达式为

CE＝ μtmax－μb

∑
t

μt－μb

, (２２)

式中μtmax为点目标扩散区域中的最大灰度值,μt为点目标所在区域灰度值,μb为局部背景区域灰度均值,

t表示点目标区域.

捕获的飞机点目标的能量集中度如图９所示,在５００帧序列中,点目标能量集中度在０．２１~０．８２范围变

化,而孤立噪点的能量集中度大约为１.因此,可以设定一定的能量集中度阈值,将点目标与噪点分开.阈

值稍微大于０．８２即可,为了避免产生漏检,设定阈值为０．８５,即能量集中度大于０．８５的候选点认为是噪点,

进行剔除.

图９ 点目标能量集中度

Fig．９ Energyconcentrationdegreeofpointtargets

５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５．１　点目标采集装置

为了获取真实可靠的图像资源,在实验室搭建了图１０所示的长波红外焦平面探测装置,以捕获从长春

龙嘉国际机场飞来的客机目标.具体探测器参数指标见表１.整个红外探测器放置于通过以太网连接到电

脑的转动基座上,基座的速度和加速度均动态可调,捕获目标时采取探测器水平圈扫的方式.

图１０ 图像采集装置

Fig．１０ Imageacquisition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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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参数

Table１ Parametersofinfraredfocalplanedetector

Parameter Content

Wavelength/μm ７．７Ｇ１１．３

Resolution/(pixel×pixel) ３２０×２５６

Pixelsize/μm ３０

Outputdigits １４

Framefrequency/Hz １００

Noiseequivalenttemperaturedifference/mK １９

Fieldofview/[(°)×(°)] １４．４０×１１．５４

５．２　所提算法效果分析

使用图１０所示的采集装置捕获点目标图像序列.图１１(a)、(b)所示为采集到的常见的以复杂云层和

建筑物为背景的暗弱点目标图像.图１１(c)所示为含有多目标的天空背景红外图像,肉眼很难看到点目标,
而且存在很多杂波干扰.采用提出的算法进行处理,经过全方位多尺度形态学变换及自适应阈值得到的结

果图像如图１１(d)~(f)所示,红色框标记的为检测出的候选点,结合原图发现,这些候选点包括一些残留的

高频背景边缘点和随机噪声.然后采用局部对比特征准则剔除高频背景虚假点,如图１１(g)~(i)所示,发现

几乎所有的残余背景边缘点已经剔除,每帧结果图像剩余８个左右的点,如图中红框所示.根据能量集中

度阈值剔除噪声,检测出图１１(j)~(l)所示的点目标,其中图１１(j)、(k)各检测出１个点目标,图１１(l)检
测出３个点目标.

图１１ 目标检测结果.(a)~(c)原始红外图像;(d)~(f)自适应阈值检测结果;

(g)~(i)背景边缘点剔除结果;(j)~(l)噪声剔除结果

Fig．１１ Targetdetectionresults敭 a Ｇ c Originalinfraredimages  d Ｇ f resultsafteradaptivethresholddetection 

 g Ｇ i resultsafterremovalofbackgroundedges  j Ｇ l resultsafterremovalofnoise

　　选用目标检测概率RCDR、虚警概率RFAR和每帧图像的平均处理时间作为所提算法的评价指标,定义

如下:

RCDR＝(Nc/Nt)×１００％, (２３)

RFAR＝[Nf/(Nf＋Nt)]×１００％, (２４)

式中Nc为正确检测出的点目标个数,Nt为序列中实际的点目标总数,Nf为虚警个数.

选取的图像序列中同样包含纯净天空背景、云层背景和建筑物背景图像,检测序列中共有１０００个点目

标.上述算法正确检测出９９８个点目标,有１个虚警,检测概率为９９．８％,虚警率为０．１％,另外,１０００帧图

像的平均处理时间为０．４７s.为了证明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对检测出的前５００个点目标的信噪比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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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图１２所示的点目标信噪比统计曲线,检测出的点目标信噪比范围为０．７~４．３.

图１２ 点目标信噪比

Fig．１２ SignalＧtoＧnoiseratioofpointtargets

５．３　与其他算法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衡量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和检测速度,将该算法和常用的最大中值滤波法、高斯差分(DoG)尺
度空间的检测算法、图像块匹配三维(BM３D)模型法、高斯混合模型(GMM)法进行了对比,对上述１０００帧

暗弱点目标图像进行了检测实验,图１３所示为４种算法对图１１(a)所示原始图片的处理结果.由于背景云

层极其复杂,而点目标信噪比又极低,传统算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大中值滤波法和DoG尺度空间算法

对背景抑制作用有限,滤波尺度过大,很可能将点目标滤掉.BM３D算法和高斯混合模型法均为对背景进行

建模,对复杂云层背景的抑制效果较好,但是算法较为复杂,难以实时实现.算法性能的统计结果见表２.

图１３ 不同算法的处理结果.(a)最大中值滤波法;(b)DoG尺度空间检测算法;(c)BM３D算法;(d)GMM算法

Fig．１３ Processingresultsfromdifferentalgorithms敭 a MaxＧmedianfilteralgorithm 

 b DoGscaleＧspacedetectionalgorithm  c BM３Dalgorithm  d GMMalgorithm

表２ 目标检测算法的性能对比

Table２ Performancecomparisonoftargetdetectionalgorithms

Method RCDR/％ RFAR/％ Runningtime/s

MaxＧmedianfilteralgorithm ７７．９ １５．９ ０．４５

DoGscaleＧspacedetectionalgorithm ８２．２ １０．２ ０．６１

BM３Dalgorithm ９５．１ ６．９ ３．１０

GMMalgorithm ９４．１ ７．２ ２．９８

Proposedmethod ９９．８ ０．１ ０．４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所提方法在检测性能上优于常用的最大中值滤波法、DoG尺度空间的目标检测算法、

BM３D算法、GMM算法.对比发现,所提算法的检测概率很高,虚警率较低,成功剔除了干扰点,有效提高

了目标信噪比,且算法复杂度不高,运行时间短.

１１０４００１Ｇ１０



光　　　学　　　学　　　报

６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全方位多尺度的形态学和合局部特征准则的点目标检测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在复杂

背景和低信噪比条件下,所提算法的目标检测概率达到９９．８％,虚警率为０．１％.所提检测算法对复杂背景

的抑制作用较好,同时运行时间短,满足工程上对于实时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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