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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视场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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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视场中光源对成像的影响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建立了考虑光源

干扰的水下成像模型,利用光源辐射图像和无光源影响图像的梯度分布不同的特点来分离光源辐射,在获得的抑

制光源影响的水下图像中,利用最大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分别估计出全局背景光和水下透射率,有效地降低了视场

光源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实验结果验证了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的有效性,能够显著提升水下场景的

可视性。此外,该方法在无光源影响的水下图像中也取得了良好的复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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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海洋资源勘探、水下探测和海洋国防等领

域的发展,水下光学成像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1-2]。光在水下传输时会与水体以及水体中的悬

浮粒子发生吸收和散射作用,其中,散射作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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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光进入成像系统后会使图像表面附加一层

“雾”,导致水下成像质量下降,这给计算机视觉应用

的后续处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水下图像质量

降低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有效的

水下图像复原方法[3-6],该方法主要分为基于图像增

强的方法和基于物理模型的方法。基于图像增强的

方法[3-4]是针对水下退化图像的具体表现,是利用数

字图像处理技术来增强水下图像的视觉效果。基于

物理模型的复原方法[5-6]是通过对水下图像的退化

过程进行反演来去除水体散射和衰减的影响。相比

于图像增强的方法可以重构出更加真实的目标信

息,基于物理模型方法的关键在于成像模型的建立

以及模型中相关参数的估计。现有水下模型将成像

系统获取的光描述为直接传输光和散射光的组合。
其中,直接传输光是由目标反射光经水体衰减得到,
散射光是由背景光与水体散射产生。基于此水下模

型,受大气去雾思路的启发,学者们利用各种线索或

者先验信息来估计水下的背景光和透射率,进而完

成水下图像复原。例如:暗通道[7]及其各种改进方

法[8-10],最小信息丢失原则[11],边界约束[12]等。这

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水下图像的质量,增强

了水下场景的可视性,但水下环境相较于大气环境

更为复杂,这些用于估计背景光和透射率的方法难

以适用于大部分的水下场景。例如,在水下成像系

统的视场内存在其他光源干扰时(这些光源可能是

产生镜面反射的物体或者水下的一些自发光体),现
有方法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视场中光源对成

像的影响是由光源直接传输到成像系统的光以及光

源在传输过程中的散射光共同作用产生的,这种影

响不仅会使水下的光照分布不均匀,而且会使水下

成像过程更加复杂,这种影响作用在图像上增加了

散射光的比重,进而降低了水下图像的对比度和清

晰度,极大地影响了水下图像的视觉效果。现有的

水下成像模型,大多数没有考虑成像视场中存在的

光源影响这一因素,在受视场光源影响的水下图像

质量提升方面,基于现有水下成像模型的水下图像

复原方法也很难达到满意的复原效果。
本文针对成像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的水下场

景,提出了一种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
建立了一种新的水下成像模型,该模型除直接传输

光和散射光外,还增加了一项光源辐射项用于描述

视场光源在水下成像中的影响。基于该模型,利用

光源辐射水下图像相较于无光源影响的水下图像更

为平滑的特点,分离光源辐射,获得抑制光源影响后

的水下图像,再利用最大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分别估

计出全局背景光和水下透射率,极大地减少了光源

对图像复原的干扰,得到清晰度更高的水下复原图

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光源干扰的场景下光强分

布是不均匀的,图像中的背景光实际上是一个全局

变量,本文采用局部估计方法来估计图像背景光,这
样更符合水下场景的实际情况,最后通过大量实验

验证了方法在视场内存在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

中的有效性。

2 光源干扰下的水下成像模型

在水下成像中,视场内存在光源干扰的成像过

程比无光源时的成像过程更加复杂。光源发出的一

部分光与水体和水中悬浮粒子发生吸收和散射作

用,增强了水下的散射效应,造成图像中的散射光更

加明亮。而光源发出的另一部分光直接经水体传输

进入成像系统,对目标信息造成了遮蔽作用。如

图1所示比较了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和无光源干扰

下的两种场景的水下图像,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水下

环境中,有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相比无光源干扰的

水下图像,散射光的影响更加严重,水下图像的对比

度和清晰度更低。在进一步的细节信息分析中也可

以看出,有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的梯度分布更为集

中,目标的边缘信息更难以检测。
在现有的水下成像模型中,成像系统接收到的

光可分为三个部分[13]:目标反射光经水体衰减后形

成的直接传输光S、目标反射光与粒子产生散射形

成的前向散射光F',以及背景光与粒子散射产生的

后向散射光B。由于前向散射作用机理较为复杂,
且对成像的影响较后向散射的影响小得多,一般不

考虑前向散射在水下成像中的影响[14],故水下成像

模型可以表示为

I(x,y)=S(x,y)+B(x,y)=
R(x,y)·t(x,y)+LB[1-t(x,y)], (1)

式中:(x,y)表示图像像素点的坐标位置,I(x,y)
是成像系统捕获到的每一像素点的总光强;R(x,

y)是没有产生衰减和散射的每一像素点的目标反

射光;LB 是背景光,在模型中通常被看作是全局常

数;t(x,y)=exp[-βd(x,y)]表示场景到达成像

系统的每一像素点的透射率,β是水体的衰减因子,

d(x,y)是相机与场景之间每一像素点的水体厚度

或距离。已知水下图像总光强I(x,y),实现水下

图像复原时首先需要估计出背景光LB 和透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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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y),但水下成像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时,直接

估计水下背景光和透射率会受到光源的影响,因此,
首先需要去除光源对图像的干扰,再在分离光源影

响后的水下图像中对水下背景光和透射率进行估

计。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时的水下成像过程如图2
所示。

图1 无光源和有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对比。(a)水下场景的原图像;(b)水下图像的边缘信息;(c)水下图像的梯度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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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像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时的水下成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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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2中可以看到,当成像视场中存在光源干

扰时,光源发出的一部分光直接传输到成像系统,另
一部分光与水体发生散射作用,增加了进入成像系

统的散射光,导致水下图像质量进一步降低。考虑

到视场内光源对成像过程的干扰,本研究将这一影

响统一用光源辐射表示,并添加到现有的水下成像

模型中,则修正后的水下成像模型可表示为

I(x,y)=S(x,y)+B(x,y)+LI(x,y)=
R(x,y)·t(x,y)+LB(x,y)·
[1-t(x,y)]+LI(x,y), (2)

式中:前两项与现有的成像模型一致,最后一项

LI(x,y)组成的二维矩阵LI表示成像过程中的光

源辐射图像,它与直接传输光和后向散射光呈线

性关系,修正项是用来整体描述成像视场中干扰

光源对水下成像过程影响的参量;背景光LB 不再

被看作是一个常数,LB 随图像像素点坐标位置的

变化而变 化,故LB(x,y)组 成 了 一 个 二 维 矩 阵

LB,该矩阵表示背景光图像。这是因为在视场中

存在光源影响时,光源的一部分光散射后对背景

光产生了影响,使得背景光在图像中呈现非均匀

分布,此时仍将其看作全局常量时会影响水下图

像的复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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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源干扰下的水下图像复原

3.1 光源辐射的分离

为了抑制光源辐射的影响而获得无光源干扰的

水下图像,首先需要对输入的水下图像进行分解,通
过 分 离 光 源 辐 射 实 现 图 像 中 光 源 辐 射 的 抑 制。
(2)式中的水下成像模型可以表示为

I(x,y)=LR(x,y)+LI(x,y), (3)
式中,LR(x,y)组成的二维矩阵LR 表示分离光源

干扰后的抑光图像。光在水中传输时,会经过多次

吸收和散射作用,光源发出的光距离光源越远强度

越小,这对图像造成的影响也越小。在图1(b)中可

以看到,靠近光源的地方受到的影响最严重,此时无

法检测到目标的边缘信息,而远离光源的地方,目标

的边缘信息清晰可见,此时的光源对目标信息造成

的影响很小。由图1(b)中边缘信息分布情况的分

析也表明,水下图像中的光源辐射会造成图像局部

平滑。在此基础上,针对大量存在光源干扰的水下

图像,统计光源辐射附近区域的梯度分布情况,结果

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光源辐射区域的梯度较为集

中,且主要集中在零附近,相较于无光源影响的水下

图像,光源辐射区域的梯度更小,通过对比图1(c),
能够说明光源辐射图像LI 相较于无光源影响的图

像LR 更平滑。

图3 不同的水下干扰光源辐射区域的梯度直方图分布。(a)~(d)不同的水下干扰光源辐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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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Levin等[15-16]在分离反射方面所做的工

作,可知对于光源辐射图像的梯度分布比无光源影

响时的梯度分布更为集中,故可通过最大化光源辐

射图像与抑光图像二者的梯度分布概率来分离光源

辐射。针对光源辐射图像和抑光图像的梯度直方图

分布,其概率分布函数PR(X)和PI(X)可描述为

PR(X)=
1
z1
exp-

X2

σ21  , (4)

PI(X)=
1
z2
exp-

X2

σ22  , (5)

式中:X 是梯度图像;z1 和z2 是归一化常数;σ1 和σ2
是一个关键的参数值,影响着梯度直方图的分布情

况,σ1 和σ2 值越小,曲线下降得越快。为了解决光源

辐射分离的问题,采用概率模型来求解符合(4)式和

(5)式中概率分布的光源辐射图像和抑光图像。要使

得LI和LR 同时符合上述概率分布,可以最大化LI

和LR 的联合概率密度。由于光源对图像的影响仅与

水体和光源相关,故可以认为水下图像和光源辐射之

间是相互独立的。根据联合概率密度的定义,可得

max
 

P(肀LR,肀LI)=max[PR(肀LR)·PI(肀LI)],
(6)

式中,肀LR 和肀LI 是梯度图像。最大化联合概率密

度运算可通过最小化其负对数来实现[17]。对(6)式
同时取负对数,可得

min[-ln
 

P(肀LR,肀LI)]=
min[-ln

 

PR(肀LR)-ln
 

PI(肀LI)], (7)
令λ1=1/σ21,λ2=1/σ22,有

-ln
 

PR(肀LR)=
肀L2

R

σ21
+ln

 

z1=λ1 肀L2
R+ln

 

z1

-ln
 

PI(肀LI)=
肀L2

I

σ22
+ln

 

z2=λ2 肀L2
I+ln

 

z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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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8)式代入(7)式中,假设梯度图像中的每个

像素点相互独立,由于不影响最终的求解,(8)式的

常数可以删除,则最小化-ln
 

P(肀LR,肀LI)可以写

成为

min
LR,LI
∑
i,j

[λ1(肀j*LR)2i+λ2(肀j*LI)2i]=

min
LR,LI
∑
i,j

[λ1(肀j*LR)2i+λ2(肀j*(I-LR)2i],

(9)
式中,*表示卷积,i是图像中的像素点,肀j是不同

的梯度算子。本文利用双向(横纵坐标方向)一阶梯

度算子计算LR 的梯度,利用二阶Laplacian算子计

算LI的梯度[16]。由于(9)式是一个非凸函数,可以

直接通过求导和快速二维傅里叶变换[18]得到其闭

式解,闭式解可表示为

LR=

F-1
λ2F(∇3)F(∇3)F(I)

λ1∑
j=1,2

F(肀j)F(肀j)+λ2F(∇3)F(∇3)+τ





 



 ,

(10)
式中,F,F-1 分别表示快速傅里叶变换和其逆变换,

F(·)表示傅里叶变化的复共轭形式,τ是一个极小

值(10-16),以 防 止 分 母 为 零。令k=λ1/λ2,则
(10)式为

LR=

F-1
F(∇3)F(∇3)F(I)

k∑
j=1,2

F 肀j  F 肀j  +F(∇3)F(∇3)+τ





 




 。

(11)

  在求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参数k的取值问

题。由于LI图像相比于LR 图像更加平滑,因此取

值时应满足λ2>λ1 的原则,即1>k>0。研究中采

用迭代的方法寻找k的最佳值,具体步骤如下:为
了有效评估光源辐射的去除效果,利用能量梯度函

数(EOG,
 

fEOG)来描述去除光源辐射后的图像质

量,EOG的表达式为

fEOG=∑
x
∑
y

{[f(x+1,y)-f(x,y)]2+

[f(x,y+1)-f(x,y)]2}, (12)
式中,f(x,y)表示图像像素点的灰度值,(x,y)表
示像素点的坐标。EOG将x 和y方向的相邻像素

的灰度值之差的平方和作为每个像素点的梯度值,
对所有像素梯度值的累加值作为清晰度评价函数

值,可以很好地反映图像中的梯度信息。当k取不

同值时,可得到不同的LR 图像,对应的每一幅LR

图像都可得到一个EOG值。通过大量的实验分析,

发现EOG值随k值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凸曲线形式

(EOG值在到达最大值前呈单调递增趋势,到达最大

值后呈单调递减趋势)。为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实验

中设定当EOG的值达到最大值后跳出迭代。

3.2 背景光和透射率的估计

在水下模糊图像中分离光源辐射得到抑光图像

后,需要对抑光图像进行复原处理以得到更清晰的

图像。成像模型中分离光源辐射后的未知参量有水

体透射率t(x,y)和背景光LB(x,y)。常见的求解

背景光的方法是将图像中最亮的一点或暗通道前

0.1%最亮点对应像素的平均值作为背景光的值,这
种方法不适用于背景光不均匀的水下图像复原。本

方法在分离光源辐射后,光源的影响被极大地抑制,
但图像中仍存在光照不均匀区域。为了更准确地估

计背景光的值,假设背景光在局部是恒定的,并且选

取局部区域中最亮的一点作为该区域的背景光,这
个操作可以利用最大值滤波来实现。由于滤波后的

图像有着明显的块状效应,利用引导滤波[19]对图像

进行进一步的平滑处理,则水下全局背景光的估计

可表示为

L
-
B(x,y)= max

x-,y-∈Ω(x,y)
[LR(x

-,y
-)]

LB(x,y)=Fgradient[L
-
B(x,y)] , (13)

式中,max[·]表示最大值滤波,Fgradient[·]表示引

导滤波函数。
获得图像背景光后,估计水下透射率。在现有

的研究中,采用暗通道的方法求解透射率比较常见。
但实际上,在水下图像中,由于不同波长的光在水下

传输时的散射和衰减不同,直接利用暗通道方法求

解透射率容易产生失真现象,故如果简单地对某个

通道或某两个通道求最小值并不能解决这个失真问

题。为了解决水下透射率估计的失真问题,本研究

利用Tarel[20]在去雾中使用的中值滤波法来求解透

射率,计算公式为

t(x,y)=1-
B(x,y)
LR(x,y)

, (14)

其中B(x,y)=min{p*A(x,y),Fmedian,s×v[LR(x,

y)]},A (x,y)= Fmedian,s×v [LR (x,y)]-
Fmedian,s×v{LR(x,y)-Fmedian,s×v [LR (x,y)]},

Fmedian,s×v[·]表示中值滤波,s×v指中值滤波的尺

寸,p是比例参数。根据Tarel等[20]的研究,可知当

p取0.95时,中值滤波的效果最好。
将求解得到的背景光和透射率代入水下成像模

型(2)式中,可以得到最终恢复的水下复原图像为

1801001-5



研究论文 第41卷
 

第18期/2021年9月/光学学报

R(x,y)=
LR(x,y)-LB(x,y)·[1-t(x,y)]

t(x,y)
。

(15)

  综合上述抑制光源干扰和水下图像复原过程,
水下图像复原算法的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算法流程图

Fig 
 

4 Flow
 

chart
 

of
 

underwater
 

image
 

restoration
 

algorithm
 

for
 

suppressing
 

light
 

source
 

interference

4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的

有效性,首先分析算法中重要参数k在不同取值情

况下对光源辐射分离的影响,并给出其取值方法的

可行性分析。然后,对多组视场内存在光源干扰的

水下图像进行了光源辐射分离和水下图像复原的实

验,并与常见的经典水下图像复原方法进行了比较。
另外,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对一般无光源干扰的水下

图像的复原也具有普适性,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在

所有的实验中,对所有图像都设置了相同大小的滤

波窗口,尺寸为35×35。本节中用于比较的水下图

像复原方法的复原结果均来自作者本人在个人主页

和Github上共享的数据,或是由作者共享的代码以

默认参数直接运行的结果。

4.1 参数k的取值与分析

在方法中,λ1,λ2 的取值对光源辐射的分离效

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决定了图像梯度直方图的

分布形状和集中程度。当λ1,λ2 取值较大时,图像

梯度趋近于零,图像较为平滑;当其取值较小时,图
像含有较多的纹理信息,图像的清晰度更高。然而,

LR,LI图像呈负相关关系,实际上是λ1,λ2 之间的

比值k最终决定光源辐射分离的效果。由于σ1,σ2
影响梯度概率曲线的分布情况,故当σ1,σ2 取值较

小时,曲线下降较快,当σ1,σ2 取值较大时,曲线下

降较慢。由于光源辐射图像具有平滑的特征,其梯

度分布较为集中,反映在梯度分布曲线上即曲线下

降较快,故σ2 应取较小值。同理,由于无光源的图

像具有较多的纹理特征,其梯度分布较为分散,反映

在梯度分布曲线上即曲线下降较慢,故σ1 应取较大

值。由k=σ22/σ21 可推出k取值为0~1之间,且取

较小值时会取得满意的分离效果。在图5中,展示

了k取不同值时的光源辐射分离结果,可以看到,
在k取值0或1时,光源辐射分离效果最差,在k取

值0.001时,光源辐射分离的效果较好,与理论分析

情况一致。
为了能够确定最优的k 值以达到最好的光源

辐射分离效果,采用迭代算法来获取k 的最优值。
下面进一步讨论利用迭代方法进行取值的可行性。
首先,k是λ1,λ2 的比值,反映了代价函数中的比例

关系,当k值偏离最佳值,分离光源辐射的效果则

会逐渐地减弱,在EOG随k值变化的曲线上即表

现为在最佳值k之前,EOG值逐渐增大,到达最佳

值之后,EOG值逐渐减小,在区间内存在一个最佳

值k使EOG最大。其次,进行了大量实验来验证

算法的可行性,图6中展示了部分实验结果,在图中

可以看到两幅不同图像的光源辐射分离结果的归一

化EOG值随k取不同值时的变化情况(当EOG值

达到最大值后会单调递减,故图中仅截取了0.01>
k>0部分),从曲线上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不断增

大,能量梯度函数值随之先增大后减小,在区间内能

够找到一个最优值k使得EOG达到最大,这与分

析结果一致。因此,利用迭代的方法进行k值的最

优值获取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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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k值对光源辐射分离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different
 

k
 

values
 

on
 

radiation
 

separation
 

of
 

light
 

source

图6 EOG值随k取不同值的变化情况。(a)存在镜面反射干扰的水下场景与EOG值随k值的变化情况;
(b)存在侧面光源干扰的水下场景与EOG值随k值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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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方法对水下图像复原的有效性,在实

验室环境下进行了模拟实验。实验水深为50
 

cm,
目标与相机(采用视展偏振相机SZ-SR500C)间的

距离为1.5
 

m,光源放置在目标侧方不同位置处来

模拟不同方向的光照。针对不同的水下目标场景在

不同的光照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光源辐射抑制和最

后的水下图像复原效果如图7所示。从实验结果可

以看出,利用分离光源辐射的方法可以较好地抑制

光源对图像的影响,在光源辐射分离后对水下图像

进行复原,可以进一步提高水下目标的清晰度和对

比度,目标的细节也可以得到较好的恢复。由于光

源辐射分离后再进行图像复原,获得的最终图像复

原结果整体偏暗,为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对复原结

果乘以一个常数可以提高图像的亮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算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将本

文方法与经典的水下图像复原方法进行比较,分别

在有光源的水下场景和光照不均匀的水下场景中进

行实验。在图8中可以看到,直接利用常见的水下

图像复原方法进行图像复原,会产生失真、过亮的现

象,无法抑制光源的影响,无法进行有效的图像复

原。并且,对于图8中存在光源的水下场景,常见的

复原方法的图像复原效果较差,复原后产生了明显

的光晕效应,影响图像的视觉效果。本文方法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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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光源辐射的分离,再完成水下图像复原,在有光源

干扰和光照不均匀的水下场景都取得了较好的复原

结果,复原的图像中无光晕现象产生,显著提高了水

下场景的清晰度,提升了可视性。

图7 不同水下场景和不同光照条件下的水下图像光源辐射抑制和复原结果。(a)存在光源干扰的原图像;
(b)光源辐射图像;(c)分离光源辐射后的抑光图像;(d)分离光源辐射后的复原图像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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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复原方法对于存在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结果比较。(a)光源干扰下的原图像;

(b)
 

Drews等[8]
 

的方法;(c)
 

Ancuti等[21]
 

的方法;(d)
 

Li等[11]的方法;(e)本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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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9中,提取了本文方法和其他方法复原结果

的边缘信息。可以看到,Drews和Ancuti的方法只能

检测出较少的边缘信息,Li的方法检测出的边缘信息

较多,但只能检测到离光源较远区域的目标边缘。本

文方法与其他复原方法相比,能检测到更多的目标边

缘信息,包括距离光源附近较近的目标边缘信息。实

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抑制光源对成像的

影响,能够更好地恢复目标的细节信息。

为了测试本文方法对无光源干扰下的一般水下

图像中的复原效果,对水下图像增强基准(UIEB)数
据集[22]中的图像进行了实验,并与几种常用的方法

进行了比较,图10中展示了实验的部分结果(这里可

以将背景光看作常数处理)。在图10中可以看到,本
文方法与现有水下图像复原方法的结果相似,在非均

匀光照的场景下本文方法的去散射效果更好,但由于

本文方法对水下图像进行了两次处理,其颜色恢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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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复原方法复原结果的边缘信息检测。(a)
 

Drews等[8]的方法;(b)
 

Ancuti等[21]的方法;(c)
 

Li等[11]的方法;(d)本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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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复原方法对于一般无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的复原结果。(a)原图像;(b)
 

Drews等[8]的方法;

(c)
 

Ancuti等[21]的方法;(d)
 

Li等[11]的方法;(e)本文方法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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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较于Ancuti和Li的方法不够自然。
此外,在客观评价方面,采用水下彩色图像质量

评价 指 标 (UCIQE)[23]、水 下 图 像 质 量 测 量

(UIQM)[24]、峰值信噪比(PSNR)和图像平均梯度

作为客观评价指标对复原结果进行了定量比较,如
表1所示。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在定量评价方面也

表1 水下图像复原结果定量评价的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value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storation
 

results
 

for
 

the
 

underwater
 

images

Method UCIQE UIQM PSNR
Mean

gradient
Method

 

in
 

Ref.
 

[8] 0.47254.082214.3233 0.1425
Method

 

in
 

Ref.
 

[21]0.51284.382213.7086 0.1058
Method

 

in
 

Ref.
 

[11]0.62274.963514.8936 0.1805
Ours 0.61135.740915.6134 0.2213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各项指标都优于或接近于其他

复原方法。上述实验的对比结果表明,尽管本文方

法是针对有光源影响的水下特殊场景设计的,但对

于一般的水下场景,也有着良好的复原效果,能有效

地去除图像中的“雾”,显著提高了水下模糊图像的

清晰度和对比度。

5 结  论

针对视场中存在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复原问

题,建立新的成像模型来描述光源在水下成像过程

中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抑制光源干扰的水下图像

复原方法。根据光源辐射图像相较于无光源影响的

图像更加平滑的特点,分离光源的影响,完成水下图

像的复原。大量的复原实验结果表明,与常见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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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复原方法相比,本方法能够有效地抑制水下光源

的影响,提升水下场景的视觉效果,这为水下特殊场

景下的计算机视觉应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预处理手

段。在本文方法中,参数k的选取对光源辐射分离

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k的选取采用迭

代的方法来获得,但迭代的方法在运算效率上较低,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理想情况下k应该是自动估

计的,它的取值会受到光源、目标、水体的影响,如何

更为快速和准确地获取k 值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

要工作。此外,颜色恢复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

将开展后续相关的研究工作以改善最终的视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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