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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重差分滤波效应的航空相机图像检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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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焦面检测准确与否对航空相机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航空相机检焦问题,提出

了一种基于多重差分滤波效应的检焦算法。首先,对检焦原理进行了介绍,在基本矩形滤波器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航空相机检焦的新型滤波器,消除了图像和滤波器之间相对位移产生的影响,并从数学角度证

明了其可行性。然后,通过对图像的隔行采样对滤波器进行模拟,以完成图像检焦算法的设计。最后,利用实验采

集的图像对所提算法的检焦效果进行了评估。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可以消除矩形滤波器和图像之间相对位移

产生的正弦变化;算法灵敏度较高,最大误差为41.16
 

μm,小于光学系统的半焦深(76.8
 

μm),能够满足工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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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aging
 

quality
 

of
 

the
 

optical
 

system
 

in
 

an
 

aerial
 

camera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accuracy
 

of
 

focal
 

plane
 

detection 
 

To
 

resolve
 

the
 

focusing
 

problem
 

of
 

aerial
 

cameras 
 

a
 

focusing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ple
 

differential
 

filtering
 

effects
 

is
 

proposed 
 

First 
 

the
 

principle
 

of
 

focusing
 

is
 

expounded 
 

With
 

the
 

basic
 

rectangular
 

filter
 

as
 

the
 

design
 

basis 
 

a
 

new
 

filter
 

suitable
 

for
 

focusing
 

of
 

aerial
 

cameras
 

is
 

proposed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ve
 

displacement
 

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filter 
 

and
 

its
 

feasibility
 

is
 

proved
 

from
 

a
 

mathematical
 

point
 

of
 

view 
 

Then 
 

the
 

filter
 

is
 

simulated
 

by
 

interlaced
 

sampling
 

of
 

the
 

image
 

to
 

complete
 

the
 

design
 

of
 

the
 

image
 

focusing
 

algorithm 
 

Finally 
 

the
 

images
 

collected
 

in
 

the
 

experiment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focusing
 

effect
 

of
 

this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eliminate
 

the
 

sinusoidal
 

change
 

caused
 

by
 

the
 

relative
 

displacement
 

between
 

the
 

rectangular
 

filter
 

and
 

the
 

image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ble
 

to
 

meet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a
 

maximum
 

error
 

of
 

41 16
 

μm 
 

which
 

is
 

smaller
 

than
 

the
 

half
 

focal
 

depth
 

 76 8
 

μm 
 

of
 

the
 

opt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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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航空相机是搭载在飞行器上用来拍摄地面景物

的光学成像设备,被广泛应用于资源探测、军事侦察

等领域中[1]。然而,航空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温度、
大气压力和成像距离等因素对航空相机都有很大的

影响,会造成离焦现象的出现进而导致图像质量下

降。航空相机想要实现高清晰度、高分辨率成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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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利用实时而精确的自动检调焦技术对相机的

离焦量进行补偿[2]。
检焦技术发展到现在,可大致分为[3-5]:1)程序

控制法。其实现较为容易,但检焦精度和场景适应

性较差,只在早期的航空相机(如KS116、KA95)中
使用;2)光电自准直法。其检焦结构具有很高的复

杂度,故存在对焦时间长和实时性差的缺陷;3)基于

图像处理技术的自动检调焦方法。其可直接对景物

通过镜头在探测器上所成的图像进行分析处理,并
利用频谱分析判断图像的离焦程度从而完成检焦,
已经成为当前理想的检调焦技术之一[6-8]。当前已

有的图像处理检焦方法都需要对目标进行多次重复

成像,而航空相机是在移动中对地面进行拍摄。此

时,图像内容、梯度和纹理等信息会一直发生变化,
这容易导致误判,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故普通图像检

焦法不适用于航空相机[9-10]。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多重差分新

型空间滤波器来进行焦面检测。对于正常的矩形滤

波器而言,图像和滤波器的相对移动会对其滤波信

号产生很大的影响。此时,滤波器在检焦时输出的

信号呈正弦变化,该变化会导致输出信号幅值较小,
滤波器抑制噪声的能力变差,从而导致检焦精度下

降,甚至会出现误判现象。在新型空间滤波器中,使
用多次差分来消除图像和滤波器相对位移产生的正

弦效应,提高了信号的幅值与信噪比,可以更好地检

取焦面位置。此外,所提方法将空间滤波器对运动

目标的调制信号作为检焦判据,不直接依赖成像景

物的内容,进而无需对相同景物重复成像,完全适用

于航空相机的检调焦。

2 基本原理

2.1 空间滤波效应的检焦原理

空间滤波测速法(SFV)是一种利用空间滤波器

检取运动目标的速度信息,并将速度测量变换为频

率测量的方法[11-12]。在一定的探测区域内,照射光

被运动目标散射,散射光通过光学镜头后在空间滤

波器上成像。空间滤波器具有一定的空间周期透射

比,能够检取图像中特定的空间频率,最终得到的信

号功率谱为

Gp(u,v)=Fp(u,v)Hp(u,v), (1)
式中:u 为空间滤波器在x 方向上的空间频率;v 为

空间滤波器在y 方向上的空间频率;Fp(u,v)为运

动图像的功率谱;Hp(u,v)为空间滤波器透射函数

功率谱。输出信号功率谱Gp(u,v)由 Hp(u,v)对

Fp(u,v)线性滤波得到,如图1所示。由空间滤波

器的周期性透射及窄带通滤波特性可知,Hp(u,v)
的中心频率在u=u0 处。同时,Gp(u,v)由Fp(u,

v)和Hp(u,v)经过频谱混叠得到,其分布特征主要

由Hp(u,v)决定,故Gp(u,v)在u=u0 处也会存在

一个尖峰频率,并且空间滤波器的空间周期是已知

的,进而可以计算出目标的速度[13-15]。图1中f 为

空间滤波器的空间频率。

图1 输出信号功率谱分布

Fig 
 

1 Power
 

spectrum
 

distribution
 

of
 

output
 

signal

在航空遥感相机的光学成像系统中,相机离焦

后会导致图像清晰度降低,该现象在频域的表现为

高频分量减少。对空间滤波器而言,由于其对较高

频的空间频率成分较为敏感,故离焦时中心频率(信
号成分)相对基频成分的相对强度减小,最终会导致

滤波器输出信号减小。相机的离焦量越大,滤波器

输出信号越小。当合焦时,滤波器输出到达最大值。
因此,可以将滤波器的输出作为检焦的评价函数。

图像和滤波器的相对位移会对其输出信号产生

影响,使得其输出信号呈现正弦形式的变化,而这个

变化的频率表示的是图像和滤波器的相对移动速

度,故可以用于速度测量。然而,对于相机相面检测

来说,此种正弦变化会使得图像本身虽然包含了高

频成分,但是滤波器的输出却很小,进而导致相机不

能有效区分像面位置。

2.2 多重差分新型滤波器

为了消除图像和滤波器之间相对位移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新型滤波器,其由一系列等间隔排列的

透光矩形构成,如图2所示。
图2中d 为滤波器的周期,w 和h 分别为滤波

器透光区的宽度和高度,滤波器的输出为Ic。由空

间滤波效应及Parseval定理可得到输出Ic1 和Ic2
的表达式为

Ic1 =∬f(x,y)[g(x,y)-g(x-d/2,y)]dxdy=

∬F(s,t)G(s,t)dsd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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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重差分空间滤波器

Fig 
 

2 Multiple
 

differential
 

spatial
 

filter

Ic2 =∬f(x,y)[g(x-d/4,y)-g(x-3d/4,y)]dxdy=∬F(s,t)G(s,t)exp(-jπsd/2)dsdt, (3)

式中:f(x,y)为运动图像的光强分布函数;g(x,y)为滤波器光强透射函数;F(s,t)和G(s,t)分别为

f(x,y)和g(x,y)-g(x-d/2,y)的傅里叶变换;s和t分别为x 方向和y 方向上的空间频率。
 

g(x,y)的
具体表达式为

g(x,y)=
1, nd-w/2≤x-a≤nd+w/2
0, else , (4)

式中:a 表示图像与滤波器的相对位移;n=0,1,2,…。
利用采样理论将G(s,t)展开为一系列sinc函数[16],若空间滤波器在x 方向的长度为Nd,则G(s,t)可

以利用s=n/Nd 处的采样值来表示,其中N 为滤波器数量,代入(2)式和(3)式后可得

Ic1 =4whN∑
+肀

-肀

(-1)n b2n+1 sinc[w(2n+1)π/d]×sin{[a+(2N -3)d/4]×2(2n+1)π/d+ϕ2n+1},

(5)

Ic2 =4whN∑
+肀

-肀

(-1)n b2n+1 sinc[w(2n+1)π/d]×sin{[a+(2N -4)d/4]×2(2n+1)π/d+ϕ2n+1},

(6)

bn exp(jϕn)=∬F(s,t)sinc(πth)sinc[πNd(s-n/d)], (7)

式中:b为与采样次数相关的中间变量;ϕ 为空间滤波器与图像间的相位角。由(7)式可知,bn 主要由s=
n/d 和t=0处的F(s,t)值决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认为地面目标在空间和时间上满足随机过程,可近似

为高斯或者指数分布。若空间滤波器的周期d 选择合理,则有

b1 sinc(wπ/d)≫ b2n+1 sinc[w(2n+1)π/d], (8)
此时,(5)式和(6)式可以近似为

Ic1 ≈4whN b1 sinc(wπ/d)sin{2[a+(2N -3)d/4]π/d+ϕ1}, (9)

Ic2 ≈-4whN b1 sinc(wπ/d)cos{2[a+(2N -3)d/4]π/d+ϕ1}, (10)

可得空间滤波器的输出为

Ic≈4whN b1 sinc(wπ/d)。 (11)

  由(11)式可以看出,最终的滤波器输出表达式

中不含有相对位移a,即滤波器不再受图像和滤波

器之间相对位移的影响,只要地面目标满足随机过

程,且包含一定的高频成分,此种滤波器形式就可作

为检焦判据。

2.3 新型滤波器的构建

在CCD接收到的图像上模拟空间滤波器的构

建,利用隔行采样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以此来

对多狭缝空间滤波器的周期性透射作用进行模拟,从
而代替光栅等物理形式的滤波器以简化系统结构。

如图3所示,x 和y 方向分别是图像的行和列,
对CCD图像隔两行进行 N 次累加,所形成的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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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滤波器的个数为N,狭缝高度为h,空间周期为

d,通过改变每次累加间隔的行数和累加的次数可

以灵活地调整空间滤波器的空间周期和刻线个数,
这是物理空间滤波器所不具备的。

图3 利用隔行采样模拟空间滤波器的过程

Fig 
 

3 Process
 

of
 

using
 

interlaced
 

sampling
 

to
 

simulate
 

spatial
 

filter

  具体实现方法如下。首先,从图像的第一列开

始,将w 宽度范围内的灰度值相加得到a1,隔w 宽

度后,再与下一个w 宽度范围内的灰度值相加得到

b1,进行同样的操作可得到c1 和d1。在进行 N 次

累加处理后,可以得到a1~aN,b1~bN,c1~cN,
d1~dN,此时可得到第一次采样的滤波器输出

Ic1 = (A-C)2+(B-D)2 =

∑
N

n=1
an -∑

N

n=1
cn  2+ ∑

N

n=1
bn -∑

N

n=1
dn  2,

(12)

式中:A=∑
N

n=1
an;B=∑

N

n=1
cn;C=∑

N

n=1
bn;D=∑

N

n=1
dn。

然后,从图像的第二列开始,用相同的方法可得

到k 次采样值Ic2,Ic3,…,Ick,再对其取均方根值,
可得到此图像对应的滤波器输出

Icp1=
1
k∑

k

m=1
I2cm 。 (13)

  利用上述方法对多幅图像进行计算,最终可以

得到每张图像对应的滤波器输出,将此输出作为检

焦评价函数来绘制检焦曲线。依据检焦曲线确定相

机的最佳焦面位置后,即可完成检焦。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新型滤波器的检焦方法的效果,

进行了成像实验。在实验中,CCD探测器和镜头被

固定在精密导轨上,导轨安装在单轴电子转台上。
通过转台以0.01

 

rad/s的角速度带动镜头旋转的

方式,对航空相机在5
 

mm/s像移速度下的飞行成

像过程进行了模拟。同时,利用步进电机调整精密

导轨上CCD的位置,模拟了相机飞行中的离焦过

程。最终,将采集到的图像传入计算机,并利用算法

模拟新型滤波器的处理过程,采集输出信号后便可

绘制出检焦曲线。
在实验中,所使用的镜头的焦距为200

 

mm,F
数为8,CCD像元尺寸为8

 

μm,步进电机的步长为

2.5
 

μm,光学系统的半焦深为Δ。半焦深的表达

式为

Δ=2F2λ, (14)
式中:λ为入射光的波长,其值为0.6

 

μm,此时系统

的半焦深为76.8
 

μm。只有检焦搜索的间隔在半焦

深以内,才可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在本次实验中,
将CCD在导轨上的移动间距设置为40

 

μm,在焦面

附近400
 

μm范围内进行检焦搜索,共采集了11幅

图像,其中处在标定焦面位置的图像如图4所示。
分别采用传统的Robert、Sobel、Laplacian算法与所

提算法对图4所示的图像进行了计算,最终的得到

检焦曲线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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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标定焦面位置处的图像

Fig 
 

4 Image
 

at
 

the
 

calibrated
 

focal
 

plane
 

position

图5 不同评价函数检焦曲线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focal
 

curve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functions

  在图5中,横轴代表与标准焦面的距离(即离焦

量),纵轴代表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后的评价函数值。
可以发现,相比实验所用的其他算法,所提方法的函

数值随离焦量的变化最为敏锐,具有更高的检焦精

度与灵敏度。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重复性精度,根据转台转

速ω 和实际像移速度v 的关系,即v=ω×f1,其中

f1 为镜头焦距,计算并设置转台速度为典型速高比

下像移速度(5.00~53.20
 

mm/s)所对应的转台转

速(0.025~0.266
 

rad/s)。随后,连续进行25次检

焦,并计算所提算法的误差均方根值(RMS),最终

结果如表1所示。同时,在53.2
 

mm/s像移速度下

计算了所提算法与其他检焦算法的误差均方根值,

最终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重复性精度测量结果

Table
 

1 Measurement
 

results
 

of
 

repeatability
 

accuracy

Angular
velocity

 

of
 

turntable
 

/(rad·s-1)

Velocity
 

of
image

 

motion
 

/

(mm·s-1)

RMS
 

of
measurement
error

 

/μm
0.025 5.00 6.57
0.078 15.50 10.68
0.142 28.34 14.24
0.182 36.42 23.46
0.212 42.50 29.15
0.266 53.20 41.16

表2 4种评价函数的检焦精度

Table
 

2 Focusing
 

accuracies
 

of
 

four
 

evaluation
 

functions

Image
 

focusing
 

method Focusing
 

accuracy
 

/μm
Proposed

 

method 41.16
Sobel 47.32
Robert 49.52
Laplacian 52.83

  由表1可知,随着飞行移动速度的不断增大,测
量结果的误差均方根值也在不断增大,原因是飞行

速度的增大引起图像像移速度增大,图像质量下降,
进而测量误差增大[17]。表1中最大的测量误差均

方根值为41.16
 

μm,其值小于实验中检焦系统的半

焦深(76.8
 

μm),符合检焦系统的精度要求。从表2
中可以看出,所提算法的精度明显优于传统的检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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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与其中检焦精度最高的Sobel算法相比,精度

提高了约13%,具有较好的检焦效果。
同时,为了验证所提方法在航空相机实际飞行

过程中的检焦效果,使用所提算法对航空相机实际

运动中拍摄的图像进行了处理,检焦前后的图像如

图6所示。在典型像移速度(53.2
 

mm/s)的情况

下,经过计算得到其检焦误差为43.28
 

μm,符合检

焦精度要求,表明其具备一定的实用性。

图6 航拍图像调焦前后结果对比。(a)调焦前;(b)调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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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随着航空相机作用的日渐凸显,自动检焦技术

作为相机获得清晰图像的关键,显得尤为重要。基

于空间滤波效应设计了一种新型滤波器,并将其输

出信号作为检焦评价函数,消除了滤波器和图像间

相对位移的影响。同时,在0.025~0.266
 

rad/s的

转台速度下进行了25次检焦实验,最终结果显示,
与传统的检焦算法相比,基于新型滤波器的检焦方

法的检焦精度约提升了13%,具有更高的检焦精

度。实验中最大的检焦误差均方根值为41.16
 

μm,
小于实验中所用系统的最大允许误差(76.8

 

μm),
表明该方法能够应用于航空相机的焦面检测,具备

一定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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