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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视觉特征聚合的光场质量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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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全光函数的空-角耦合关系出发,分别从空间域、角度域、耦合域和投影域上提取视觉特征,并提出一种无

参考光场质量评价方法。在空间域上提取中心子孔径图的自然场景统计(NSS)特征;在角度域和空-角耦合域上分

别提取宏像素和极平面图(EPI)上的灰度共生矩阵(GLCM)特征;在投影域上提取重聚焦图局部熵统计分布特征。

最后将多视觉特征融合,形成光场的视觉特征向量,使用支持向量回归(SVR)训练出评分模型,建立多视觉特征聚

合的光场质量评价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所提评价方法对光场的评分与主观评分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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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视觉是人类的重要感知能力,为了追求极致的

视觉体验,人类一直在探索视觉信息的采集与显示,
光场成像技术作为视觉信息探索中的一个重大成

果,引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

的是对光场数据处理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光场数

据的压缩[1]、重建[2]、渲染[3]处理等。这些处理操作

都会引入不同程度的失真,光场质量评价便是为了

量化这些失真程度。准确的光场质量评价可以指导

对光场数据处理方法的研究,同时有助于分析光场

成像系统的性能。
相比于传统视觉质量评价,光场的视觉特征蕴

含在高维光场数据中,难以通过直接显示的方式进

1610002-1



研究论文 第41卷
 

第16期/2021年8月/光学学报

行视觉评价。尽管目前有诸多关于光场显示技术的

研究,例如传统光场显示[4]、多层光场显示[5]和压缩

光场显示[6],但是这些显示技术成本极高且效果欠

佳,尚未得到广泛使用。现如今,对光场进行质量评

价时主要是对光场降维后的视觉形式进行分析评价

的。双平面参数化模型下的光场表示为四维函数

L(u,v,s,t)[7],固定其中任意2个坐标便可降维成

3种 不 同 形 式 的 二 维 图 像,分 别 为 子 孔 径 图 像

(SAI)、极平面图像(EPI)和微透镜图像(MLI)。除

了二维视觉形式之外,还可通过计算光场数据获得

重聚焦图像(RI)。光场数据的不同视觉形式可提

供给人们不同的视觉信息,SAI表示不同角度下对

同一空间采样的结果,能反映出光场空间域上的清

晰度变化;EPI表示光场数据的空-角之间的关系,
能反映光场空-角耦合域上的结构变化;MLI表示场

景空间中每个点沿不同角度方向的光线信息,能反

映出光场角度域的一致性;RI表示光场数据投影在

不同成像平面的图像序列,能反映出光场在不同空

间深度上的聚焦性能。光场质量评价主要通过分析

这些降维后的视觉形式,定量表征光场的质量。
本文从提取光场数据所蕴含的视觉特征出发,

提出一种无参考光场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主要

体现在空间域清晰度、角度域一致性、空-角耦合域

的耦合关系、投影域重聚焦特性上。通过有针对性

地对光场数据的不同视觉形式进行视觉特征提取,
得到相应特征量来表征光场在不同域上的质量变化

情况。通过将所有视觉形式的特征量融合成全局特

征向量,来表征光场整体质量,使用支持向量回归

(SVR)[8]训练无参考回归模型映射全局向量所对应

的质量分数。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训练出来的

回归模型所预测的评分与主观评分有较高的一

致性。

2 相关工作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团队都开展了关于光场质

量评价的相关研究。主观评价方面,通过将光场数

据以不同的视觉形式展示给观察者,观察者进行主

观打分[9-12],以此来研究人类视觉系统(HVS)对光

场数据的感知质量,并且建立了相应的光场质量评

价数据集。主观评价虽然可靠,但耗时耗力,做不到

实时评价,难以应用到各种实时处理系统中。
相比光场的主观质量评价,客观质量评价因可

以嵌入到智能系统中实现实时评价而更具有实用

性。近年来,Amirpour等[13]为了评价光场数据压

缩后的质量,结合颜色空间信息,使用多种2D图像

客观评价方法(PSNR-Y、PSNR-YUV 和SSIM-Y
等)对光场子孔径图像进行了评价并且分析了评价

的可 靠 性。Tian 等[14]提 出 多 阶 导 数 特 征 模 型

(MDFM),通过对比参考SAI和失真SAI之间的多

阶导数差异来衡量光场质量失真程度。上述两种方

案都只考虑了光场空间域变化情况,而没有考虑光

场角度一致性退化情况。Fang等[15]提出一种梯度

幅值相似性方法,除了对比参考光场和失真光场在

SAI上的梯度幅值相似性之外,还加入了EPI的对

比来评价角度域上的一致性退化。Min等[16]先通

过对比失真SAI与参考SAI上的角点信息差异来

衡量光场在整体空间上的质量,再通过计算边缘区

域的均方误差(MSE)来衡量局部质量,最后通过分

析多视图的质量来测量角度一致性退化。考虑到上

述方法[13-16]所需参考信息量较大,Paudyal等[17]仅

从 光 场 的 深 度 信 息 出 发,使 用 结 构 相 似 度

(SSIM)[18]来度量参考光场与失真光场深度图的相

似度,从而给出光场数据的质量。以上光场数据客

观评价方法都是在有参考光场的前提下提出的,而
实际应用中很多情况是无法提供参考光场信息的。
在实际应用中光场质量的无参考评价对光场成像系

统的研发、压缩算法的设计、计算成像算法的评估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光场无参考质量评价一般是通过提取相关特征

量来训练质量评价模型的。目前,Luo等[19]通过提

取SAI上的等价局部二进制(ULBP)特征和 MLI
上的熵特征来描述光场质量,再通过回归训练得出

评价模型。Shan等[20]则通过提取SAI各颜色通道

上的均值、纹理特征及深度图上的特征来进行回归

训练得出评价模型。这两种客观质量评价仅考虑了

空间域和角度域上的信息,对于光场质量评价,还不

够全面和准确。
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价光场质量,本文基于光场

数据所蕴含的视觉特征,分别从光场空间域的清晰

度、角度域的一致性、空-角耦合域EPI上的空-角关

系、投影域RI的重聚焦特性4个方面来综合衡量光

场质量退化情况。对由微透镜阵列相机采集的光场

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

与主观评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3 光场多视觉特征量提取

对于光场数据L(u,v,s,t),分别从空间域(s,

t)、角度域(u,v)、空-角耦合域(u,s)(v,t)、投影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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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取视觉特征量来表征光场的质量,整体流程如

图1所示。在空间域上,先计算中心子孔径图像的

自然场景统计(NSS)[21]分布,然后通过使用非对称

广义高斯分布(AGGD)[22]函数拟合出分布参数来

描述空间清晰度的退化。在角度域上,先计算每个

宏像素的灰度共生矩阵(GLCM)[23],然后再提取

GLCM的一致性和信息熵两个特征来描述角度一

致性 退 化。在 空-角 耦 合 域 上,先 计 算 EPI的

GLCM,然后提取GLCM 的能量、对比度和一致性

三个特征来描述空-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在投影

域 上,通 过 提 取 重 聚 焦 图 的 局 部 熵 统 计 分 布

(SDLE)特征来描述重聚焦特性的变化。最后将所

提取的各部分的特征量组合为一个向量,使用SVR
进行回归训练,得出一种无参考综合评价模型。

图1 所提方法流程框图。(a)中心子孔径图;(b)宏像素图;(c)极平面图;(d)重聚焦图序列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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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间域特征

光场的不同子孔径图像是不同视点下的二维透

视投影图像,相当于从不同角度对场景空间进行采

样的结果,表示为Lu,v(s,t)。通常为了对光场的空

间质量进行评价,需考虑所有子孔径图像的信息,但
由于微透镜阵列型光场数据各视点图像之间的变化

是像素级的,因此可忽略其他子孔径图像,仅使用中

心子孔径图像上的特征便能反映出光场在空间域上

的失真程度。
为了提取中心子孔径图中的 NSS特征量[24],

先对中心子孔径图像进行灰度化,然后再使用经典

的NSS模型对中心子孔径图像Lu*,v*
(s,t)进行去

均值对比度归一化(MSCN)处理,获取 MSCN系数

L̂u*,v*
(s,t),具体计算公式为

L̂u*,v*
(s,t)=

Lu*,v*
(s,t)-μu*,v*

(s,t)

σu*,v*
(s,t)+1

,(1)

式中:u*和v*为中心子孔径图的坐标值;s和t为

图像的像素坐标;μu*,v*
(s,t)和σu*,v*

(s,t)分别

为局部像素的均值和方差。

μu*,v*
(s,t)=∑

K

k= -K
∑
L

l= -L
ωk,lLk,l

u*,v*
(s,t), (2)

σu*,v*
(s,t)=

∑
K

k= -K
∑
L

l= -L
ωk,l[Lu*,v*

(s,t)-μu*,v*
(s,t)]

2,

(3)

式中:二维高斯窗口ω={ωk,l k=-K,…,K;l=
-L,…,L},实验时选取K=L=3。

为了体现质量的变化情况,对 L̂u*,v*
(s,t)像

素值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分别对比了不同场景光

场在高效视频编码(HEVC)压缩[25]和JPEG压缩[1]

两种失真情况下的中心子孔径图的 MSCN系数统计

分布,每种压缩失真方式包含5个失真等级,其后面

数字越大,失真等级越高,则失真越严重[11]。第一行

与第二行分别对比了同一场景不同失真方式下的

MSCN系数分布,第一列与第二列分别对比了不同场

景同一失真方式下的 MSCN系数分布。从图2可以

发现,分布曲线呈近似的正态分布,且随着光场失真

变严重,统计分布曲线会变得更窄,说明中心子孔径

图像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光场空间域上的失真情况。
为了提取MSCN系数分布的特征,使用AGGD函数

对图2中的 MSCN系数统计分布进行拟合,所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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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作为特征量,具体过程的计算公式为

f(x;α,σ2l,σ2r)=
α

(βl+βr)Γ
1
α  
exp - -x

βl  
α



 


 ,x<0

α

(βl+βr)Γ
1
α  
exp - -x

βr  
α



 


 ,x≥0















,(4)

其中,

βl=σl
Γ 1

α  
Γ 3

α  
,βr=σr

Γ 1
α  

Γ 3
α  

, (5)

式中:Γ(·)为伽马函数;α 为控制正态分布形状的

参数;σ2l,σ2r 分别为AGGD分布的左右方差。以此,
可得到三个特征[α,σ2l,σ2r],再通过这三个特征计算

出第四个特征η,计算方式为

η=(βr-βl)
Γ 2

α  
Γ 1

α  
。 (6)

  除此之外,计算图2统计量的偏度值Dskew(x)
和峰度值 Dkurt(x),组成一个特征向量FCV=[α,

σ2l,σ2r,η,Dskew(x),Dkurt(x)]来描述空间域的质量。

图2 不同场景下的 MSCN系数统计分布曲线。(a)自行车;(b)花

Fig 
 

2 Distribution
 

curves
 

of
 

MSCN
 

coefficients
 

in
 

different
 

scenes 
 

 a 
 

Bikes 
 

 b 
 

Flowers

3.2 角度域特征

对于光场L(u,v,s,t),像平面上每一个点(s,

t)都会接收到Nu×Nv 个不同角度方向的光线,从
而构成一个个宏像素,用二维函数可表示为Ls,t(u,

v)。在光场的渲染处理中,为了获取更多视图,需
对光场进行角度域重建,导致角度域(u,v)的一致

性发生退化,这种退化将会明显地体现在宏像素上。
图3直观地显示了不同失真方式下同一宏像素

的变化情况,其中第一行HEVC压缩失真方式导致

宏像素明显发生了模糊现象。线性插值(LN)和

JPEG压缩两种失真方式虽然不会导致明显的模糊

变化,但也能看出角度一致性发生了退化,其中各失

真方式后的数字表示失真的大小,数字越大,表示失

真越大。对此,选取经典而易实施的GLCM来提取

图3 不同失真时的同一宏像素图像

Fig 
 

3 Macro-pixel
 

images
 

with
 

different
 

degradation
 

level

MLI上各宏像素的特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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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图像上保持特定距离位置上2个像素

点灰度的联合概率分布状况,GLCM 反映图像在间

隔、方向、快慢及变化幅度上的综合信息,常用于图

像特征提取[26]。一幅大小为 M×N 的灰度图像

I(x,y)的灰度共生矩阵可用PΔx,Δy 来表示:

PΔx,Δy(i,j)=
1,I(x,y)=i

 

and
 

I(x+Δx,y+Δy)=j
0, otherwise ,

(7)
式中:i 和j 均为 GLCM 的大小,计算时将图像

I(x,y)的灰度划分为8个等级,因此i=1,2,3,…,

8,j=1,2,3,…,8;Δx 和Δy 为偏移量,通过它们可

以表示所统计的两点之间的距离d 和角度θ,考虑

计算效率,本文实验选取d=1,θ=0°,即偏移量

Δx=1,Δy=0。
使用GLCM描述图像灰度的变化特征时,还需

要对其进行二次计算。文献[23]中提出了14种由

GLCM计算出来的参量,但是大多数都是有相关性

的,通常只用其中的5个,分别为能量(ENE)、对比

度(CON)、相关性(COR)、信息熵(ENT)和同质性

(HOM)。其中ENE是GLCM元素的平方和,能够

反映图像分布均匀程度和纹理粗细度;CON反映图

像的纹理沟纹深浅程度和清晰度,值越大,沟纹越

深,越清晰;COR反映图像局部灰度的相关性,值越

小,相关性越大;HOM则反映了图像纹理局部变化

的多少,反映纹理的同质性,值越大,变化越少,局部

越均匀;ENT反映图像灰度的混乱程度,越混乱值

越大,越规则值越小。
对于 MLI,使用(7)式计算出每一个宏像素

Ls,t(u,v)的 灰 度 共 生 矩 阵 Gs,t 后,还 需 对 每 个

Gs,t 计算二次统计量。由图3的第二行和第三行

可以看出,宏像素里的像素值变化没有明显的规

律性。因此选取HOM和ENT这两个最能感知局

部像素随机变化的统计量作为特征,计算方式分

别为

FHOM(s,t)=∑
i
∑
j

Gs,t(i,j)
1+ i-j

, (8)

FENT(s,t)=-∑
i
∑
j
Gs,t(i,j)log2Gs,t(i,j)。

(9)

  经过(8)、(9)式计算后,MLI上的每个宏像素

都获得了两个特征量,一个光场数据的特征数量将

会达到2×Ns×Nt 个,这个数量非常大而不利于

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池化特征量,对所有宏像素的

同质性和熵进行统计,如图4所示,各失真方式后面

的数字表示失真等级。图4(a)为所有宏像素同质

性特征量的统计结果,随着失真变大,分布曲线向右

位移;图4(b)为所有宏像素熵值统计的结果,随着

失真变大,图形向左位移。另外可发现,分布图形状

也会发生变化,对此求取均值m2(FHOM)、m2(FENT)
和偏度 Dskew(FHOM)、Dskew(FENT)来池化特征量。
最后将池化后的特征量组成一个4维特征向量

FMLI= [m2 (FHOM),
 

m2(FENT),Dskew (FHOM),
 

Dskew(FENT)]来描述角度域的一致性退化。

3.3 空-角耦合关系特征

EPI作为光场数据一种较为特殊的视觉形式,
通过固定一个角度坐标和一个空间坐标而得。其中

水平EPI通过固定角度坐标v 和空间坐标t所得,
表示为Lv,t(u,s)。而垂直EPI通过固定角度坐标

u 和空间坐标s所得,表示为Lu,s(v,t)。由表达式

Lv,t(u,s)和Lu,s(v,t)可知,EPI既包含了空间上

的一个维度信息也包含角度上的一个维度信息,反
映光场数据空-角域之间的耦合关系。

这种特殊的耦合关系使得图像具有很明显的条

纹特征,如图5所示。当光场数据发生失真时便会

破坏这种耦合关系,导致EPI上的条纹发生模糊、
扭曲、错位等现象,如图5(b)所示,在 HEVC及

JPEG压缩失真下,EPI的线条变得模糊,难以区

分。而角度域上的LN和邻近插值(NN)失真导致

EPI上的线条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和错位现象,可见

角度域上的插值重建操作对空-角耦合关系的破坏

相比HEVC与JPEG更加严重。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知,EPI能很好地反映出空-角耦合关系的变化

情况。
为了描述EPI上这种条形纹理的变化,依旧使

用GLCM来提取特征,与宏像素不同的是,这里选

取ENE来描述EPI线条的粗细,CON来描述条纹

间的清晰度,HOM来描述条纹的局部变化,能衡量

条纹的扭曲和错位变化。这三个统计量的计算方

式为

FENE,h(v,t)=∑
i
∑
j
Gv,t(i,j)2, (10)

FCON,h(v,t)=∑
i
∑
j

i-j 2Gv,t(i,j),(11)

FHOM,h(v,t)=∑
i
∑
j

Gv,t(i,j)
1+ i-j

, (12)

式中:Gv,t(i,j)为水平EPI的GLCM。由(7)式计算

所得,垂直EPI可通过相同的方式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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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失真时 MLI上两种GLCM特征的统计分布。(a)同质性;(b)信息熵

Fig 
 

4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wo
 

GLCM
 

features
 

on
 

MLI
 

with
 

different
 

degradation
 

level 

 a 
 

Homogeneity 
 

 b 
 

entropy

图5 不同失真对EPI的影响。(a)光场中心子孔径图像;(b)不同失真时的水平和垂直EPI
Fig 

 

5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ortions
 

on
 

EPI 
 

 a 
 

Center
 

view
 

of
 

light
 

field
 

SAI 
 

 b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PI

 

with
 

different
 

degradation
 

levels

  经过(10)~(12)式的计算后,从每一个EPI中

都能提取出3个特征量,一个光场数据便会得到

3×(Nu×Ns+Nv×Nt)个特征量。对不同失真光

场数据的3个特征量分别进行统计,如图6所示,不
同的失真方式导致各特征量统计分布有明显的平移

现象,说明所选的特征量能较好地区分不同失真情

况。与 MLI不同的是,EPI数量远少于宏像素的数

量,其特征量统计分布曲线显得不平滑而导致计算

偏度值不准确,因此仅对统计量进行均值池化处理,
得到6个特征量,分别为f1=m2(FENE,h),f2=
m2(FCON,h),f3=m2(FHOM,h),f4=m2(FENE,v),

f5=m2(FCON,v),f6=m2(FHOM,v)。这6个特征量

再组成特征向量FEPI=[f1,f2,f3,f4,f5,f6]来
描述光场空-角耦合域上的变化。

1610002-6



研究论文 第41卷
 

第16期/2021年8月/光学学报

图6 EPI上的三种GLCM特征量统计分布。(a)能量;(b)对比度;(c)同质性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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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深度层上的重聚焦图

Fig 
 

8 Refocused
 

images
 

on
 

different
 

depth
 

layers

3.4 投影域重聚焦特征

重聚焦图像[27]表示光场数据在不同深度层上

的成像结果,基本原理模型如图7所示。穿过镜头

平面和传感器平面的光线LF 向外延伸相交于重聚

焦平面上,因此重聚焦面和镜头平面同样可以确定

一根光线La·F。实际上LF 和La·F 属于同一根光

线,当光线相交于重聚焦面a·F 的坐标(s,t)时,
由相似三角形可知,其与传感器平面相交的坐标为

u+
s-u
a
,v+

t-v
a  ,所以光线 La·F 可由LF 表

示为

图7 重聚焦原理模型

Fig 
 

7 Refocusing
 

principle
 

model

La·F(u,v,s,t)=

LF u,v,u1-
1
a  +s

a
,v1-

1
a  +t

a



 


 ,

(13)
式中:a 为缩放因子。对(13)式进行积分,便可获得

重聚焦图:

Ea·F(s,t)=

∫∫La·F u,v,u1-
1
a  +s

a
,v1-

1
a  +t

a



 


 dudv。

(14)

  通过(14)式可知,选择不同的a 便可得到不同

深度层上的重聚焦图像Ea·F(s,t),取a={0.6,

0.8,1,1.2,1.4},以此获得5个深度层的重聚焦图。
图8为a={0.8,1,1.2}时重聚焦面上的图像,可见

清晰部位由近景推及远景,而其他部分则处于模糊

失真的状况。
当光场数据发生失真时,重聚焦图像失去纹理

特性而趋向平滑,导致信息熵减小。根据这一特点,
对每个重聚焦图进行分块求熵,分块大小为8×8,
同时为了不丢失重要的纹理信息,块与块之间步长

设为4,每一块图像熵的计算为

Epatch=-∑
n
Pnlog2Pn, (15)

式中:Pn 为图像块中第n 个灰度值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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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块求出的特征量数量较多,因此需要进

行池化处理,再对所有块的熵进行统计。图9为不

同失真光场在重聚焦位置a=1时的分块熵值统计

分布,可见不同失真下的统计分布曲线具有不同的

均值和偏度。由此,可以通过均值和偏度来池化每

一张重聚焦图的统计量,得到一个10维的特征向量

FRI={m2(Ik),Dskew(Ik)}来描述重聚焦图的失真,
其中Ik 为第k个重聚焦图上的分块熵图,k={1,2,

3,4,5}对应a={0.6,0.8,1,1.2,1.4}时的5个深

度层。

图9 聚焦位置a=1时重聚焦图分块熵值统计分布曲线

Fig 
 

9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block
 

entropy
 

of
 

refocused
image

 

at
 

focus
 

position
 

a=1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4.1 光场评价数据集和性能评价指标

为了能评价光场的整体质量,先将提取的各部

分特征量聚合成特征向量 F={FCV,FMLI,FEPI,

FRI},然后使用SVR训练一个评分模型来映射此特

征量对应的分数。评分模型训练实验中分别使用

SMART[9]和 Win5-LID[11]两个公开数据集,这两个

光场数据集中的数据都由微透镜阵列相机拍摄所

得,包含多种失真类型。

SMART数据集包含由Illum光场相机拍摄的

16个光场数据,每个光场数据具有15×15的角度

分辨率和434×625的空间分辨率。同时每个光场

数据 引 入 常 见 的 4 种 失 真 类 型:JPEG 压 缩

(JPEG)、JPEG2000(J2K)、HEVC帧内编码压缩、
稀疏集和视差编码(SSDC)[28],且每个失真类型具

有4个失真等级,总共具有256张失真光场数据。

Win5-LID数据集包含6个由Illum光场相机

拍摄的真实场景光场数据和4个模拟光场数据,真
实场景光场数据的角度分辨率为9×9,空间分辨率

为434×625,模拟光场数据的角度分辨率与真实场

景一样,但空间分辨率为512×512。每个光场数据

都引入了 HEVC、JPEG2000、LN、NN及两种CNN
模型失真,除了两种CNN模型失真,其他每种失真

包括5个强度等级,总共有220个失真光场数据。
为了将每个客观分数映射到与主观分数相同的

尺度上,采用5参数的Logistic非线性回归函数[29]

进行映射,具体计算公式为

Q=B1
1
2-

1
1+expB2 x-B3      +B4x+B5,

(16)
式中:x 为客观质量评价分数;B1,B2,B3,B4,B5

均为进行拟合优化的参数。经过(16)式映射后,选
择4个常用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客观质量评价模型的

性能,即Pearson线性相关系数(PLCC)、Spearman
等 级 相 关 系 数 (SROCC)、Kendall秩 相 关 系 数

(KROCC)和均方根误差(RMSE)。其中,PLCC、

SROCC和KROCC值越高,意味着与主观评分的

一致性越好,说明算法性能越好。RMSE值越小,
表示算法性能越好。

4.2 结果分析

在训练回归预测模型时,对数据集中提取出的

特征量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从中随机选取80%作

为训练集,剩下的20%作为测试集进行实验。为了

保证所得指标的可靠性,进行了1000次计算,选取

每个指标的中值作为最终的性能指标。图10显示

了在两个数据集上运行1000次后各指标的分布情

况,各指标的盒型形状较扁平,大部分数据聚集于中

值附近,反映此模型所得分数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提
取的特征量有效。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方法的性能,除了与几个

经典 的 全 参 考 二 维 图 像 质 量 评 价 方 法 PSNR、

SSIM[18]、MS-SSIM[30]、FSIM[31]、VSI[32]、VIF[33]和

VSNR[34]进行对比之外,还与近年提出的光场全参

考评价方法 MDFM[14]和LFG-LFC[35]、光场半参考

评价方法 LF-IQM[17]、光场无参考评价方法 LF-
QMLI[19]进行了对比分析。表1、2为两个数据集上

的方法对比分析,表1中的对比数据来源于文献

[35],表2中的对比数据来源于文献[19]。由于在

Win5-LID数据集上的实验未计算KROCC这个指

标,所以在表2中不考虑这一指标的对比。另外表

1、2中的对比方法不一样多,是因为有些方法没有

相关数据集上的实验数据。

SMART数据集上的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可

以看出:所提方法的所有性能指标都比其他方法好;
一些主流的图像全参考评价方法具有一定效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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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1000次测试实验各指标分布的盒型图。(a)
 

SMART数据集上的结果;(b)
 

Win5-LID数据集上的结果

Fig 
 

10 Box
 

plo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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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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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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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维光场图像的评价略显不足,主要是因为传

统的图像评价方法只考虑了光场子孔径图像的失

真,忽略了其他视觉形式的特征信息,导致性能指标

分数较低;MDFM方法是一种针对密集型光场数据

的全参考评价方法,同样只考虑了空间域上子孔径

图像的信息,仅比大多数传统方法好;LFG-LFC除

了考虑了SAI上的特征信息还考虑了EPI上的特

征信息,相比其他方法,性能提高了许多;LF-IQM
是一种半参考光场评价方法,仅考虑了光场的深度

信息,由于基于深度信息的估计算法本身会引入误

差,因此结果表现最差。由此可见,光场的质量评价

需结合多种视觉特征,这也是所提方法性能较好的

原因。
表1 在SMART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

 

Table
 

1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n
 

SMART
 

dataset

Method PLCC SROCC KROCC RMSE
PSNR 0.6514 0.6883 0.4839 1.6366
SSIM 0.7180 0.6492 0.4623 1.5013
MS-SSIM 0.7578 0.6927 0.5498 1.4178
FSIM 0.7007 0.7398 0.5361 1.5389
VSI 0.7687 0.7726 0.5661 1.3796
VIF 0.5496 0.5078 0.3417 1.8020
VSNR 0.3659 0.4248 0.2798 2.0076
MDFM 0.7392 0.6468 0.4515 1.4528
LF-IQM 0.2998 0.1222 - 2.0579
LFG-LFC 0.8276 0.8246 0.6258 1.2108
Proposed
method

0.8901 0.8711 0.7074 0.9246

  由于SMART数据集只引入了4种较为常见

的失真,为了检验所提方法是否能应对更多的失真

情况,在 Win5-LID数据集上也进行同样的对比分

析。从表2可以看出:所提方法仅在SROCC这个

指标上不是最优的;LF-QMLI之所以表现较好,是
因为提取了SAI上的高维特征和 MLI上的熵值统

计分布特征,同时考虑了空间域和角度域上的失真。
另外,通过表1、2发现,相比其他指标,RMSE这个

指标 在 两 个 数 据 集 中 的 差 别 较 大,主 要 是 因 为

SMART数据集中的光场数据没有去掉各微透镜之

间的黑色像素,而 Win5-LID数据集中去掉了这些

黑色像素。这些黑像素的存在会导致在计算特征时

出现较多异常值;又由于RMSE计算每个预测值和

主观值差异的累加,而SROCC、KROCC和PLCC
计算的是预测值与主观值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异常

值没那么敏感。所以同一方法的RMSE在两个数

据集中的差异大。
表2 在 Win5-LID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

Table
 

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n
 

Win5-LID
 

Dataset

Method PLCC SROCC RMSE
PSNR 0.6189 0.6026 0.8031
SSIM 0.7596 0.7346 0.6650
MS-SSIM 0.8388 0.8266 0.5566
FSIM 0.8318 0.8233 0.5675
VIF 0.7032 0.6665 0.7270
VSNR 0.5050 0.3961 0.8826
LF-IQM 0.4763 0.4503 0.8991
LF-QMLI 0.9038 0.8802 0.4147

Proposed
 

method 0.9389 0.8698 0.3655

  除此之外,为了分析各部分特征对质量评测的

影响,在两个数据集上分别对各部分特征量单独进

行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SMART数据集上,

EPI的特征量 FEPI 表现最好;而在 Win5-LID数

据集中,则是重聚焦图特征量FRI 表现最好。这主

要由于SMART数据集的每个光场数据包含了所

有视点图像,Win5-LID却只是包含了中间部分视

点图像而去掉了那些边缘视点图像。边缘视点图像

大多数是较暗或者全黑的图像,对RI和 MLI的影

响较大,导致在SMART数据集上这两部分特征表

现较差。EPI上的特征在两个数据集上都有较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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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说明光场的空-角耦合关系能较好地反映出光场

的失真变化。另外,虽然4种特征向量进行单独实

验时得分都不高,但是合并之后却要高于任何单一

特征向量,说明各部分的特征具有互补性,同时也反

映了多视觉特征融合的光场质量评价方法的优

越性。
表3 不同部分特征单独在数据集SMART和 Win5-LID上的性能对比

Table
 

3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eatures
 

on
 

SMART
 

and
 

Win5-LID
 

datasets

Index
SMART

 

Win5-LID
FCV FMLI FEPI FRI FCV FMLI FEPI FRI

SROCC 0.6487 0.3596 0.7252 0.4913 0.7246 0.7776 0.7878 0.8189
KROCC 0.4766 0.2474 0.5415 0.3439 0.5522 0.5950 0.6040 0.6382
PLCC 0.7091 0.4495 0.7526 0.6712 0.7678 0.8008 0.8643 0.9030
RMSE 1.4633 1.8670 1.3958 1.5486 0.6727 0.6245 0.5254 0.4465

5 结  论

从光场数据的多种视觉形式出发,研究了光场

数据在空间域、角度域、空-角耦合域和投影域上的

失真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视觉特征聚合的光场

质量评价方法。空间域上,通过中心子孔径图的

NSS分布特征来表征空间清晰度失真情况;角度域

上,通过宏像素上的GLCM特征来表征角度一致性

的变化;空-角耦合域上,通过EPI上的GLCM特征

来表征空-角耦合关系的变化;投影域上,通过重聚

焦图上的局部熵统计特征来表征各聚焦层的失真情

况。最后聚合所有特征,利用SVR训练评价模型,
形成了对光场质量的综合评价。实验结果显示,所
提方法所得分数与主观评价分数有较好的一致性。

所提方法对多视觉特征进行聚合后回归,全面

提取了光场数据的视觉特征,具有运算简单、性能较

好的优点。然而,在提取 MLI上的特征时,所提方

法需计算每个宏像素的特征,导致计算效率较低,对
于纹理不丰富的光场,得到的效果较差,如SMART
数据集上的结果。因此,提出一种适应于所有数据

集和实测数据的无参考质量评价方案仍然是一项具

有挑战的工作。基于各视觉形式上的灰度特征,进
一步研究光场失真在各视觉形式上对颜色信息的影

响,将有助于提出更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方法。此外,
使用的SMART和 Win5-LID两个公开光场质量评

价数据集是微透镜阵列型光场相机拍摄的光场数

据,所提方法对其他类型光场数据的效果还需要进

一步实验论证。所提方法对搭建类型多样化、结构

完整的光场质量评价数据集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可

扩展面向多类型光场的质量评价模型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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