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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合仿射不变弧长的目标轮廓起始点配准

陈旭阳，石光明，史思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７１）

摘　要：提出了一种仿射不变的快速目标轮廓起始点配准算法，为实现快速目标识别开辟了新的思

路．该算法利用基于轮廓曲率和轮廓包围面积的两种仿射不变弧长引出特征描述函数，通过其极值

点的幅值和相对位置关系引出幅值误差和相对位置误差并结合二者构造出评价函数．通过循环比

对和位置临近对应原则找到使评价函数最小的目标轮廓位置点即为配准的起始点．大量实验结果

表明该算法具有高起始点配准率、高抗噪能力和低时间复杂度．

关键词：起始点配准；仿射不变弧长；目标轮廓；快速目标识别；小波变换

中图分类号：Ｏ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犱狅犻：１０．３７８８／ｇｚｘｂ２０１０３９０８．１３９４

０　引言

在光学目标识别问题中，仿射变换模型下的目

标（简称仿射目标）轮廓识别对于三维空间中的近似

平面目标（如飞机等）非常有效且具有很大实用价

值，因而受到相关学者的广泛重视［１４］．小波变换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ＷＴ）具有优良的信号特征分

析能力被广泛应用于目标识别领域［２，５９］．然而，在仿

射目标识别的应用中大部分算法［２，５６］只侧重于识别

性能而忽略了识别效率，它们所利用的冗余小波变

换（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Ｔ，ＳＷＴ）和识别过程中所用的循

环移位匹配的时间复杂度都很高．这使得这些算法

很难应用于目标的实时识别以及大规模目标库的识

别问题［１０１１］．无冗余小波变换（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ＷＴ，ＤＷＴ）

具有较低的时间复杂度，但不同于ＳＷＴ的是，它不

具有移位不变特性．在利用ＤＷＴ构造仿射不变量

的方向上有学者［７］已做了开创性研究．但他们是默

认了在目标轮廓起始点已配准的情况下做的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实用性．为了使基于

ＤＷＴ的仿射不变量更好的应用于目标的实时识

别，就需要对目标轮廓预先做起始点配准．寻找快速

有效的仿射目标起始点配准算法已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联合仿射不变弧长的目标轮

廓起始点配准算法．该算法利用基于轮廓曲率和轮

廓包围面积的两种仿射不变弧长引出特征描述函

数，之后结合特征描述函数极值点的幅值信息和位

置关系信息构造出了评价函数．通过循环比对和位

置临近对应原则找到使评价函数最小的目标轮廓位

置点即为配准的起始点．本文主要贡献在于所提算

法的低时间复杂度，这为实现快速目标识别奠定了

基础，具有很强的工程应用价值．大量实验结果显示

该算法具有高配准率和抗噪能力，且相比现有典型

目标识别算法［１，３４］具有更低的时间复杂度．

１　仿射不变弧长

顾名思义，仿射不变弧长是一种在仿射变化条

件下具有不变性的参量．本文介绍两种仿射不变弧

长，一种基于轮廓曲率［２］，另一种基于轮廓包围面

积［１］．设模板轮廓为犆Ｍ（狓，狔），目标轮廓为犆
Ｏ（狓，

狔）．若二者之间存在仿射变换，则可表示为

狓ｏ

狔
［ ］
ｏ

＝犜
狓ｍ

狔
［ ］

ｍ

＋犫 （１）

式中，矩阵犜包含了旋转、缩放和扭曲变换，向量犫

表示平移变换，狓ｍ，狔［ ］ｍ
Ｔ 为曲线犆Ｍ（狓，狔）中的元

素，狓ｏ，狔［ ］ｏ
Ｔ 为曲线犆Ｏ（狓，狔）中的元素．

基于曲率的仿射不变弧长表达式如下

τｃ＝∫
３

狓′狔″－狓″狔槡 ′ｄ狋 （２）

式中，脚标 与 分别表示一、二阶导数，分别为

横纵坐标．基于轮廓包围面积的仿射不变弧长为

τａ＝
１

２
∫｜狓狔′－狔狓′｜ｄ狋 （３）

仿射不变弧长τｃ可以很好地描述目标轮廓的特征，

但由于其表达式中包含二阶导项使得它很容易受噪

声影响．τａ在描述目标轮廓特征方面不如τｃ，但它具

有更好的抗噪性．在后面应用中需考虑到这两种仿

射不变弧长的优缺点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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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联合仿射不变弧长的目标轮廓

起始点配准算法

　　本文算法的思路是首先找到一个仿射不变的目

标轮廓参数方程，然后据此建立特征描述函数和与

之相对应的评价函数，通过合理有效的评价过程即

可实现目标轮廓的起始点配准．

图１　模板和目标的轮廓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

２．１　建立特征描述函数

图１（ａ）（ｂ）分别显示了一个利用ｃａｎｎｙ算子提

取的模板和目标图像轮廓．由图１可见，目标轮廓和

模板轮廓之间存在明显的仿射变换，为了找到这二

者之间的特征对应关系，首先需要建立仿射不变参

数方程．

式（３）所述的基于轮廓包围面积的仿射不变弧

长τａ对积分上限值具有单调性，且具有良好的抗噪

性，所以本文选取 作为参数方程的自变量，由此得

到模板轮廓和目标轮廓的仿射不变参数方程．同时

对参数方程进行仿射弧长间隔的均匀化和归一化，

这两步操作针对一般的目标轮廓匹配算法都是很有

必要的．对于离散图像，其轮廓曲线还会受到不同程

度噪声和量化误差的影响，所以还需要对轮廓进行

预滤波处理，令其所对应的滤波器为犳ｐｒｉ（狀）．令经

过上述操作后得到模板轮廓犆Ｍ（狓，狔）的参数化表

示式为［狓ｍ（狀），狔ｍ（狀）］
Ｔ，目标轮廓犆Ｏ（狓，狔）的参数

化表示式为［狓ｏ（狀），狔ｏ（狀）］
Ｔ，狀∈｛１，２，…，犖ａ｝，其

中犖ａ为轮廓曲线均匀采样点数．

有了仿射不变弧长参数方程，就可以建立关于

这个仿射不变弧长的特征描述函数了．式（２）所描述

的基于曲率的仿射不变弧长 可以有效地描述目标

轮廓特征，所以本文利用基于曲率的参数τｃ来建立

特征描述函数．令所建立的目标轮廓所对应的特征

描述函数为犳ｏ（狀）；相应的模板轮廓的特征描述函

数为犳ｍ（狀），则其求解表达式如下

犳ｏ（狀）＝
狀

犽＝１

３

狓
·
ｏ（犽）狔

··
ｏ（犽）－狓

··
ｏ（犽）狔

·
ｏ（犽槡 ） （４）

犳犿（狀）＝
狀

犽＝１

３

狓
·
ｍ（犽）狔

··
ｍ（犽）－狓

··
ｍ（犽）狔

·
ｍ（犽槡 ） （５）

狀∈｛１，２，…，犖ａ｝

式中·和··分别表示对曲线弧长的一阶和二阶差

分．

２．２　建立评价函数实现起始点配准

本文将特征描述函数的幅值和位置关系同时考

虑来建立评价函数．显然如果将特征描述函数的所

有点都用来参与运算，则算法复杂度会很高．本文只

将特征描述函数的极值点拿来进行评价函数的运

算．

为方便说明，首先假定模板和目标所对应的特

征描述函数具有相同的极值点个数 Ｎｐ．令犃犿狆
（０）
ｍ

和犃犿狆
（０）
ｏ 分别表示模板和目标中所选极值点的幅

值向量，其维数均为犖狆×１；犘狅狊
（狅）
ｍ 和犘狅狊

（０）
ｏ 分别表

示模板和目标中所选极值点的位置序号向量，显然

犘狅狊
（狅）
ｍ 和犘狅狊

（狅）
ｏ 中每个元素的大小均为１到犖ａ 间

的某个整数．令犃犿狆
（犻）
ｍ ，犃犿狆

（犻）
ｏ ，犘狅狊

（犻）
ｍ 和犘狅狊

（犻）
ｏ 分别

表示上述对应四个参量的循环移位形式．设定一个

权值 用来评价特征描述函数的极值点幅值和相对

位置之间的侧重程度．评价函数Ｏｂｊ（犾）建立为如下

形式：

Ｏｂｊ（犾）＝‖犃犿狆
（狌）
ｍ －犃犿狆

（犾）
ｍ ‖２＋犠·‖（犘狅狊

（狌）
ｍ －

犘狅狊
（狌）
ｍ （１））－（犘狅狊

（犾）
ｏ －犘狅狊

（犾）
ｏ （１））‖２＝

犈Ａｍｐ＋犠·犈Ｐｏｓ （６）

犾∈｛０，１，…，犖狆｝

式（６）中，‖·‖２ 表示二范数，犈Ａｍｐ与犈Ｐｏｓ分别表示

幅值误差和位置误差，犘狅狊
（狌）
ｍ （１）与犘狅狊

（犾）
ｏ （１）分别表

示向量犘狅狊
（狌）
ｍ 和犘狅狊

（犾）
ｏ 的首元素，狌表示预先选定的

模板轮廓曲线起始点序号，其选择方式为：在犳ｍ（狀）

的极值中，寻找绝对值最大的两个点，在两者之中挑

选当前值相对邻近值变化最快的点所对应的序号．

这种选择方式可提高配准精度并降低配准时的错位

现象．

权值犠 体现了幅值误差犈Ａｍｐ与位置误差犈Ｐｏｓ

二者的侧重程度，它的选取与二者的均值及方差有

很大关系．要体现犠 对犈Ａｍｐ与犈Ｐｏｓ的侧重功能，首

先应将两者放在同一尺度下来考虑，即：使二者有一

致的均值．这种尺度归一化操作可体现在犠 中，即

犠 中需含有尺度归一化因子
ｍｅａｎ（犈Ａｍｐ）

ｍｅａｎ（犈Ｐｏｓ）
，其中

ｍｅａｎ（·）表示均值．当犠 小于该值时表明评价函

数 更侧重于极值点的幅度，反之则更侧重于极值点

的相对位置．通常，权值的选取应侧重于方差较小的

量，这样可以保证一个评价函数具有更稳定的性能．

在本文算法中，由于在预处理中采用了弧长间隔均

匀化和归一化，以及幅值和位置误差都采用了二范

数形式，则二者的方差在均值尺度归一化情况下是

５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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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接近的．通过大量实验验证，二者方差的相对偏差

低于０．２０．所以，本文中权值的选取不偏向于任何

一方，即犠 选取为

犠＝
ｍｅａｎ（犈Ａｍｐ）

ｍｅａｎ（犈Ｐｏｓ）
（７）

很明显没有必要对目标的所有极值点都进行起

始点的尝试选择．因为本文中选择的模板起始点为

特征描述函数绝对值最大的两个点之一，显然目标

与之相匹配的点其特征描述函数幅值一般也会较

大．所以本文只对目标特征描述函数极值中前３个

绝对值较大的点做起始点的尝试选择，即式（６）中备

选的犾只对应于前３个绝对值较大的极值点．这样

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同时又不会影

响匹配性能，这一点可以从本文实验中看出．按照式

（６）即可计算出针对每一备选犾所对应的评价函数

Ｏｂｊ（犾）．选择对应Ｏｂｊ（犾）最小的极值点即为目标轮

廓的起始点．

考虑到在实际问题中由于受到不同程度噪声的

影响，模板和目标的特征描述函数的极值点个数不

一定相同的情况，本文根据循环比对和位置临近对

应原则提出如下四步处理过程：

步骤１：令犖ｅｘｔ为模板极值点的个数，首先确定

出犃犿狆
（狌）
ｍ 和犘狅狊

（狌）
ｍ ．根据犳ｏ（狀）极值点个数确定出

初始目标幅值和位置序号向量 犃犿狆＿狅狉犻
（犻）
ｏ 和

犘狅狊＿狅狉犻
（犻）
ｏ ．

步骤２：针对每一备选参数犾求得评价函数

Ｏｂｊ（犾）．选取犘狅狊
（犾）
ｏ 中的每个元素犘狅狊

（犾）
ｏ （狀）为与模

板元素犘狅狊
（狌）
ｍ （狀）在其特征描述函数对应位置上最

接近的目标极值点，即按如下方式选择：

狀′＝ａｒｇｍｉｎ
η
｜（犘狅狊

（狌）
ｍ （狀）－犘狅狊

（狌）
ｍ （１））－

（犘狅狊＿狅狉犻
（犾）
ｏ （η）－犘狅狊＿狅狉犻

（犾）
ｏ （１）） （８）

犘狅狊
（犾）
ｏ （狀）＝犘狅狊＿狅狉犻

（犾）
ｏ （狀′）

显然由此得到的犘狅狊
（犾）
ｏ 与犘狅狊

（狌）
ｍ 维数一致，均为

犖ｅｘｔ×１，同时确定出与之相对应的犃犿狆
（犾）
ｏ ．

步骤３：预先设定一个容许位置间隔参量狆ｔｏｌ＝

ｒｏｕｎｄ（犖ａ／１２８）＋１，设定最大删除点数 犖ｄｅｌ＝

ｒｏｕｎｄ（犖ｐｏｓｅ／１０），其中ｒｏｕｎｄ（·）表示按四舍五入

取整．计算犘狅狊
（犾）
ｏ 与犘狅狊

（狌）
ｍ 的对应元素的相对位置

差｜（犘狅狊
（狌）
ｍ （狀）－犘狅狊

（狌）
ｍ （１））－（犘狅狊

（犾）
ｏ （狀）－犘狅狊

（１）
ｏ

（１））｜，然后删除犘狅狊
（狌）
ｍ ，犘狅狊

（犾）
ｏ ，犃犿狆

（狌）
ｍ ，犃犿狆

（犾）
ｏ 中相

对应的至多前犖ｄｅｌ个相对位置差大于狆ｔｏｌ的元素，之

后根据式（６）求得犈犃犿狆与犈狆狅狊值并保存．然后选择下

一个备选参数犾并返回步骤２，直到每个犾都遍历后

进入步骤４．

步骤４：根据（７）式计算出权值犠，并由（６）式最

终求得评价函数值Ｏｂｊ（犾）．

注意：上述步骤３中的两个参数狆ｔｏｌ，犖ｄｅｌ的选

取公式为经过大量实验得出的经验公式．

事实上，上述处理过程所确定的参量犃犿狆
（犻）
ｍ ，

犃犿狆
（犻）
ｏ ，犘狅狊

（犻）
ｍ 和犘狅狊

（犻）
ｏ 相当于是对循环移位形式的

“微调”，而通过这种“微调”可得到更好的起始点配

准效果．从大量实验中可以发现特征描述函数的极

值点个数一般不足总采样点数犖ａ 的１／１０，同时备

选的犾又仅有３个，所以这四步操作运算量并不大．

图２给出了针对图１轮廓的起始点配准正确时

的特征描述函数极值点对应图．图２中的实线为模

板轮廓的特征描述函数，离散点为目标轮廓的特征

描述函数．‘’点表示相应的极值点．从图２中可以

看出，有个别目标与模板特征描述函数的极值点并

不是严格对应的，尤其是在大约９０点和１２０点左右

位置．针对这种情况如果采取极值点一一对应的方

式必然会产生较大的错位，从而使起始点判断失误．

然而通过上述四步处理方式却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

问题．

图２　目标与模板起始点配准时的特征描述函数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ｌ

３　实验结果

针对２０幅典型的飞机模型如图３所示，对每个

图３　飞机模板图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都生成了５个仿射模型，由此总共得到１００个

实例．５个仿射模型所对应的仿射变换矩阵分别为

犜１＝
ｃｏｓ（０．７５π） ｓｉｎ（０．７５π）

－ｓｉｎ（０．７５π）ｃｏｓ（０．７５π
［ ］），犜２＝

１　０．５

－３　
［ ］

２
，犜３＝

０．６ｃｏｓ（０．８π）０．６ｓｉｎ（－０．８π）

２ｓｉｎ（０．８π） ２ｃｏｓ（０．８π
［ ］）

，犜４＝
－１ １［ ］
１ ０

，犜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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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０［ ］
２ －１

．这５个变换中只有犜１ 为相似变换（仿射

变换的一种特例），犜２～犜５为４个一般的仿射变换．图

４显示了其中一个模板对应的５个仿射目标图．

图４　一个模版对应的５个仿射目标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ｆｆｉ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ｏｎｅｍｏｄｅｌ

针对这１００个实例，本文做了它们与相对应模

板之间的起始点配准运算．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对该

１００个实例进行边缘提取，然后利用前述的起始点

配准算法进行起始点配准运算．下面我们从目标的

不同含噪情况以及和其他方法在配准率和复杂度上

的比较这三个方面进行实验．注意：文中以配准点间

相差２／１００以内的弧长情况为配准情况，否则为未

配准情况．

３．１　目标轮廓在不同噪声情况下的起始点配准

在实际目标识别过程中，待识别目标总是必不

可免的受到噪声和量化误差污染，所以用于预滤波

操作的滤波器犳ｐｒｉ（狀）是必不可少的．滤波器平滑性

越强则去噪效果越好，但目标细节信息损失越大；同

样平滑性越差去噪效果也越差，不过目标细节损失

小．实际的匹配过程中需预先估计目标的含噪程度，

然后决定合适的滤波器进行去噪处理．本文选择目

标轮廓信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分别为

２０ｄＢ，３０ｄＢ，４０ｄＢ，５０ｄＢ的四种情况进行测试（曲

线轮廓的信噪比定义为轮廓相对其质心的距离函数

能量与噪声能量之比，参照文献［２］）．针对这四种情

况选择犳ｐｒｉ（狀）为高斯窗函数滤波器，其长度分别分

别为：５１，４３，３１和１７．图５给出了一个实例目标的

加噪效果和去噪结果．对应ＳＮＲ为２０ｄＢ～５０ｄＢ

这四种情况，去噪后的ＳＮＲ分别为：３３ｄＢ、３６ｄＢ、

４２ｄＢ和５４ｄＢ．

由于噪声具有随机性，本文选取每个测试项为

１００次统计平均的结果．本文以１２８点为例给出测

图５　一个实例目标的加噪效果和去噪结果

Ｆｉｇ．５　Ｎｏｉｓｙ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试如表１所示．表１结果显示了本算法很强的抗噪

性能．在ＳＮＲ达到３０ｄＢ时其配准率就可达９５％

以上．

表１　不同噪声程度下针对１００个目标的起始点配准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狉狋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犕犪狋犮犺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狅犳１００狅犫犼犲犮狋狊

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狅犻狊犲犾犲狏犲犾狊

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ｄＢ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８２．３ ９６．５ ９９．８ ９９．８５

３．２　与相关方法的配准率比较

将所提出的算法和５个典型起始点配准算法进

行比较，包括：文献［１２］提供最远距离、最大曲率、主

成分坐标、自然坐标算法，以及文献［１３］的基于轮廓

中心半径联合小波变换算法．在总共２０个模板中选

择其所对应的第１类（犜１）和第５类（犜５）仿射目标进

行１２８点测试，表２给出了测试结果．可见针对相似

目标，文献［１２］、［１３］的５种方法基本是适用的．但

需注意的是单独使用自然坐标方法的效果并不好，

需与其他方法结合．而针对仿射目标，这５种方法都

不适用．本文方法对于一般仿射变换都显现出很好

的匹配结果．

表２　针对不同算法的起始点配准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狋犮犺犻狀犵狉犪狋犲狅犳狊狋犪狉狋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ｏ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犜３）

Ａｆｆｉｎｅｏ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犜５）

Ｆａｒｔｈｅ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００ ３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７０ ２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ｘｉｓ １００ 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ｘｉｓ ２０ ０

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ＷＴ
１００ ３０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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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目标识别方法的计算复杂度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犿狆犾犲狓犻狋狔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狅犫犼犲犮狋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ＷＴ 犗（犖ａ犖ｏｂｊ犾狅犵（犖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ｕｒｉ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犗（犖ａ犖ｏｂｊ犾狅犵（犖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ＣＡ 犗（犖２ａ犖ｏｂｊ）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ＣＡ 犗（犖２ａ犖ｏｂｊ）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ＤＷＴ
犗（犖ａ犖ｏｂｊ）

３．３　与相关方法在运算时间复杂度上的比较

本文算法主要应用于基于ＤＷＴ的目标识别．

将本文算法与基于ＤＷＴ的识别算法相结合的时间

复杂度分别与下面几种典型的目标识别算法进行比

较：基于冗余小波［６］、基于傅里叶描述子［１］、基于主

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３］

和基于独立成分分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ＣＡ）
［４］的目标识别算法．表３显示了比较

结果（其中 表示待测试的目标个数）．从表３中可

见，本文算法与ＤＷＴ的联合目标识别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是最低的．这显示了本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具

有很大优势．

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联合仿射不变弧长的目标轮廓

起始点配准算法．通过利用轮廓曲率和轮廓包围面

积的两种仿射不变弧长构造出特征描述函数，进而

构造出评价函数实现对轮廓起始点的配准．实验结

果表明该算法具有高起始点配准率、高抗噪能力和

低时间复杂度．将本文算法与ＤＷＴ联合将会在目

标的实时识别和大规模目标的识别问题中具有很大

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１］　ＡＲＢＴＥＲ Ｋ，ＳＮＹＤＥＲ Ｗ Ｅ，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 Ｈ，犲狋犪犾．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３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狅狀 犘犪狋狋犲狉狀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犕犪犮犺犻狀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１９９０，１２（７）：６４０６４７．

［２］　ＴＩＥＮＧ Ｑ Ｍ，ＢＯＬＥＳ Ｗ Ｗ．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ｓｅｄ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ｐｌａｎ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３Ｄｓｐａｃｅ

［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 狅狀 犘犪狋狋犲狉狀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犪狀犱 犕犪犮犺犻狀犲

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１９９７，１９（８）：８４６８５７．

［３］　ＴＺＩＭ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ＭＩＴＩＡＮＯＵＤＩＳ Ｎ，ＳＴＡＴＨＡＫＩＴ．

Ｒｏｂｕｓ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ｓｈａｐｅｓｕｎｄｅｒａｆｆ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犐犈犈犈 犛犻犵狀犪犾

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７，１４（１０）：７２３７２６．

［４］　ＡＬＩＡ，ＧＩＬＡＮＩ Ａ Ｍ，ＭＥＭＯＮ Ｎ Ａ．Ａｆｉ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ｔｏｐ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ｍａｂａｄ，２００６：９４９９．

［５］　ＫＨＡＬＩＬ Ｍ Ｉ，ＢＡＹＯＵＭＩ Ｍ Ｍ．Ａ ｄｙａｄｉｃ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ｆｆｉｎ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２Ｄｓｈａｐ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狅狀

犘犪狋狋犲狉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 犕犪犮犺犻狀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２００１，２３（１０）：

１１５２１１６３．

［６］　ＲＵＢＥＩＥ，ＡＨＭＥＤ Ｍ，ＫＡＭＥＬＭ．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ｈａｐ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狅狀犘犪狋狋犲狉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犕犪犮犺犻狀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２００６，２８

（２）：３２３３２７．

［７］　ＢＡＬＡＥ，ＣＥＴＩＮＡ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ｆｆｉｎ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ｈａｐ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狅狀

犘犪狋狋犲狉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犕犪犮犺犻狀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２００４，２６（８）：１０９５

１０９９．

［８］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ＬＩＣｈｕｎ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ａｎｇ．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ａｌｍｐｒｉｎ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ｐａｉｍｐｒｉｎｔ［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９，３８（６）：１５６６１５７１．

陈晓华，李春芝，蒋云良．小波重构与局部ＤＣＴ的二维主元分

析掌纹识别［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６）：１５６６１５７１．

［９］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ｌｏｎｇ，ＨＡＮＢａｏ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Ａｎｅｗ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ｓｅａａｎｄｓｋｙ［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８

（３）：７２５７２８．

王文龙，韩保君，张红萍．一种海空背景下红外小目标检测新算

法［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３）：７２５７２８．

［１０］　ＳＵＮ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ＨＵＯＦｕｒｏｎｇ，ＴＩＡＮＦａｎ，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ａｕ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ａｒｇｅｔ［Ｊ］．犃犮狋犪

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３６（１１）：２１５３２１５６．

孙晓明，霍富荣，田凡，等．低对比度目标自动识别技术研究

［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１１）：２１５３２１５６．

［１１］　ＷＵＤｉ，Ｌ Ｎａｉｇｕａｎｇ，ＤＥＮＧ Ｗｅｎｙ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ｏｌ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８（７）：１８２６

１８２９．

吴迪，吕乃光，邓文怡．大尺寸全视场目标点的自动定位方法

［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７）：１８２６１８２９．

［１２］　ＫＩＴＨＫ，ＺＡＨＺＡＨ Ｅ．２Ｄｓｈａｐ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６７９－６８９．

［１３］　ＫＯ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ＵＯ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ＺＥＮＧＧｕｉｈｕａ，犲狋犪犾．Ａ

ｎｅｗ ｓｈａｐ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ｒａｄｉｉ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７，２７３（２）：３６２３６６．

８９３１



８期 陈旭阳，等：基于联合仿射不变弧长的目标轮廓起始点配准

犛狋犪狉狋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犕犪狋犮犺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狅犳犗犫犼犲犮狋犆狅狀狋狅狌狉犅犪狊犲犱狅狀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狅犳犃犳犳犻狀犲犻狀狏犪狉犻犪狀狋犃狉犮犾犲狀犵狋犺狊

ＣＨＥＮＸｕｙａｎｇ，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ＨＩＳｉｑｉ
（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犘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犿犪犵犲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

犡犻犱犻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犡犻′犪狀７１００７１，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ｎｅｗｉｄｅａｆｏｒｆａｓｔ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ｗｏ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ａｒｅａａ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ｂｙ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ｙｃ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ｓ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ｆｏｕ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ｈｉｇｈ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ｈｉｇ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ｌｏｗ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Ａｆｆｉｎ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ｒｃｌｅｎｇｔｈ；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Ｆａｓｔ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犆犎犈犖犡狌狔犪狀犵　ｗａｓ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０．Ｎｏｗｈｅｉｓ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ｔｈｅＰｈ．Ｄ．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ｔＸｉｄ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犛犎犐犌狌犪狀犵犿犻狀犵　ｗａｓ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５，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ｎｄ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ｖｉｄｅｏ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９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