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卷第4期
2016年8月

光电技术应用
ELECTRO-OPTIC TECHNOLOGY APPLICATION

Vol.31，No.4August，2016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王铎（1985-），男，河南新郑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导与信号处理.

红外制导技术因其独特的优势[1]在现代战争中

占据一席之地，红外目标识别是从红外图像中检测

并提取出目标的过程 [2]，是制导的关键技术之一。

目标识别是系统最前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由于

成像系统与目标间的相对运动容易造成成像运动

模糊，使得成像系统的物像映射关系产生退化[3]，为

红外成像制导目标识别带来一定的困难，对运动模

糊图像的进一步应用就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尤其是

当目标距离较远时，背景中细节成分极少，特别严

重时检测识别任务变得非常困难[4-5]，将直接影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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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外成像制导具有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高、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等优点，目前已被各国广泛应用。但是在成像制导

过程中，由于弹目之间的相对快速运动容易造成成像运动模糊，使得目标相对于成像系统产生横向运动和目标尺寸的相对变化，

给后续目标识别与跟踪造成影响。针对红外成像制导拍摄到的图像，在运动参数未知的情况下，采用点扩展函数预估计方法，分

别利用Roberts边缘检测算子和自相关的方法确定出点扩散函数的运动方向和尺度参数。在此基础上，采用有约束的最小二乘

滤波对图像进行恢复，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可较好的对运动模糊图像进行恢复，取得不错的效果，为红外成像制导目标

识别与跟踪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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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rared imaging guida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countries due to the high sensitivity, spa⁃
tial resolution and immunity to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and so 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aging guid⁃
ance, image motion blur is easy to be caused for the relatively rapid movement between the projectile and target,
which makes lateral movement and target size relatively change between the target and the imaging system and
takes impact to the subsequent target recognition and track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images captured by imag⁃
ing guidance system, at the condition of unknown motion parameters, point spread function (PSF) estimation algo⁃
rithm is adopted. The motion direction and scale parameter of the function are determined by Roberts edge detection
operator and auto-correl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is, the image is restored by constrained least squares filter algo⁃
rithm.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better restore the motion blurred imag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nfrared imaging guidance target recognition and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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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目标捕获与跟踪，最终造成制导精度下降，红

外制导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图像恢复是采取技术手段尽可能的恢复模糊

图像的本来面目 [6]。由于退化原因不一，运动模糊

图像的恢复方法也有很多。在已知图像退化机理

的前提下，设计滤波器便可对图像进行恢复，如维

纳滤波法[7]、卡尔曼滤波法、等功率谱均衡法[8]、小波

变换法等；然而退化图像更多的是退化机理未知，

此时可通过对图像盲反卷积进行恢复，主要包括点

扩散函数[9]（PSF）预估计方法和联合辨识方法，较为

常见的方法是以点扩散函数已知为前提的 [10]。对

PSF的估计主要在频域和空域 [11]进行，但是这些算

法有其局限性，难以满足制导信息的实时性要求。

文中结合红外制导拍摄到的目标图像，在运动参数

未知的情况下，借助于点扩展函数，利用Roberts边
缘检测算子估计出点扩散函数的运动方向，然后利

用自相关的方法确定尺度参数，最后采用有约束的

最小二乘滤波来进行图像恢复，为后续的目标识别

与跟踪，提高制导精度了打下较好的基础。

1 图像恢复算法分析

1.1 退化模糊图像分析

图像恢复与图像退化可以看做是一对互逆的

过程，其恢复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图像退化过程的先

验知识掌握的精确程度。红外成像制导在搜索目

标时，由于与目标间的相对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生

运动模糊图像，在当前已发展到第四代红外成像探

测器成像时，可近似认为弹目之间是匀速直线运

动，其相对运动方向和速度一般是不变的，图像运

动退化的一般模型如图1所示。

运动模糊退化模型如下式

g(x,y) = f (x,y) × h(x,y) + n(x,y) （1）
对其进行卷积处理，则其频域表达式为

G(u,v) =F(u,v) ⋅H(u,v) +N(u,v) （2）

其中，g(x,y) 为退化后的图像；f (x,y) 为原始图像；

h(x,y) 表示 PSF函数；n(x,y) 为噪声函数，即退化图

像为原始图像与 PSF的卷积并且作用了随机噪声，

其物理意义为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点因受到同一操

作的影响（即经成像系统）而扩展成同心圆。图 2为
拍摄到的一幅制导模糊退化图像。

退化后图像的典型特点是模糊，在位置退化机

理的前提下，其恢复过程就是根据退化模型及原始

图像的知识，通过设计恢复系统对模糊图像进行处

理，获得未退化图像的一个最优估计。借助于 PSF
的图像恢复技术，运动方向和模糊尺度是其最重要

的两个参数，通过对退化模糊图像进行分析，进而

确定这两个参数，经退化模型逆过程计算，即可较

为有效的得到真实图像，恢复图像信息。

1.2 清晰度评价函数

作为图像处理中常用的检测算子，Roberts边缘

检测算子通过计算任一相互垂直方向上的差分来近

似作为梯度，某一像素点的Roberts算子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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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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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f (x,y) 是输入图像；g(x,y) 是梯度，表示点

(x,y) 处边缘能量的大小。对图像中所有点的梯度

求和，即可得到整幅图像的清晰度。

2 模糊参数估计及实验

针对采集到的运动模糊图像，在运动参数未知

的情况下，借助于点扩展函数进行图像恢复，关键

在于模糊运动方向和尺度参数的估计。

2.1 模糊运动方向的估计

根据Roberts边缘检测算子清晰度评价函数，针

f（x，y）
h（x，y）

g（x，y）

n（
x，
y）

图1 退化模型结构图

图2 制导退化模糊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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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像而言，不同方向上的差分所求得的清晰度不

同，由于运动模糊，势必造成图像中目标边缘在某

一方向上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引起梯度的改变，

利用这一点可以对退化模糊图像的运动方向进行

估计计算。对于一幅退化模糊图像而言，不同方向

上其清晰度评价函数值大小不一，通过计算可得到

其峰值点坐标为 (θ,N)，其中 θ 即为所需确定的PSF
的运动方向参数。

2.2 模糊尺度参数的估计

对于匀速直线运动，在任意方向上移动长度为

d的运动模糊，均可认为是该方向上的水平运动，根

据估算的运动方向角度旋转图像，保持模糊方向平

行于某一方向轴，据此可将二维问题转化为一维问

题，即有下式

h(x,y) =
ì
í
î

ï

ï

1
d ,y = 0, 0  x d

0 ,y≠0,-∞ x∞
（4）

此时图像中只有水平方向上的直线段可能是

模糊造成的点扩散结果，而垂直方向上都不可能是

点扩散形成的。对图像作垂直方向的梯度检测，以

消除背景与目标的区域相关性。

假设选取的图像区域为 i，搜索区域为 j，根据对

目标相对位移的估计，确定 i，j，d的大小，计算各行

水平方向的自相关函数 s(x,y) ，将 s(x,y) 各列求平

均。其结果往往表现为在水平方向上相关中心左

右两侧分别出现一个最小值，且这两个点到中心的

距离相等，该距离即为模糊尺度参数。

2.3 图像恢复

在明确了运动模糊参数的基础上，考虑到逆向

滤波器的病态特征，在图像恢复过程中可使用有约

束的最小二乘法。图像恢复的目的是在对噪声无

先验知识的前提下，寻求图像 f 的一个最优估计

f̂ ，使得 f̂ 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下，最接近退化图

像 g ，使噪声 n 的范数最小，即确保  n 2 =  g - hf̂
2

最小。假设 Q 是 f 的线性算子，则最小二乘恢复问

题可以看做是函数 Qf 在约束条件  n 2 =  g - hf̂
2

下最小问题。此类问题可根据拉格朗日准则，求取

一个 f̂ ，使以下函数是最小的，有下式

W( f̂ ) =  Qf̂
2
+λ g - hf̂

2
-  n 2

（5）
根据不同的 Q ，可得到不同的恢复效果。

此时最优问题传递函数的滤波器为

F̂(u,v) = 1
H(u,v)·

||H(u,v) 2

||H(u,v) 2 + γ ||P(u,v) 2·G(u,v) （6）

2.4 仿真验证

为验证文中方法的有效性，对设定不同运动参

数仿真生成的运动模糊图像进行处理，结果如图 3
所示。其中，（a1）（a2）（a3）为运动模糊图像，（b1）
（b2）（b3）为恢复图像，具体参数见表1。

可以看出，对于运动模糊引起的图像退化，文

中方法都能够较好地对图像进行恢复，由于在红外

图3 运动模糊仿真图像及其恢复图

（a1）运动模糊图像 （a2）运动模糊图像

（a3）运动模糊图像 （b1）恢复图像

（b2）恢复图像 （b3）恢复图像

表1 仿真处理预测参数

运动模糊

角度

45
45
60

预测得到

角度

44
44
58

运动模糊长度

（像素）

5
7
7

预测得到长度

（像素）

4.82
6.87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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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制导过程中，为满足制导信息的实时性，成像

采集时间较短，通常不会引起较大像素的运动模糊

长度。因此，仿真图像设定的运动模糊长度限定在

较小像素值，通过结果数值比较，此方法对 PSF的

两个重要参数的估算较为准确，可解决由相对运动

引起的图像模糊退化的恢复问题。

3 结 论

运动模糊是红外成像制导系统不可避免的问

题，由于成像系统与目标间的相对快速运动，造成

制导系统采集到的图像产生运动模糊，对后续目标

识别与跟踪造成一定的误差，尤其是在目标距离较

远，纹理形状模糊的情况下，影响更加严重。比较

广泛使用的图像恢复技术是建立在估计退化函数

的基础上，针对 PSF的两个重要参数，采用Roberts
边缘检测算子进行清晰度函数确定运动模糊方向，

然后使用自相关函数确定运动模糊尺度参数，进而

利用计算得到运动方向和模糊尺度确定 PSF参数，

最后使用有约束的最小二乘滤波方法对模糊图像

进行恢复。仿真结果表明，文中算法对运动模糊图

像恢复取得不错的效果，为红外成像制导目标识别

与跟踪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侯洁，辛云宏. 基于小波变换与图像增强技术的红外小

目标检测[J]. 激光与红外，2013，43（6）:683-688.
[2] 王莹莹，何苹，魏彤，等. 二维信息熵的红外图像分割

算法 [J]. 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6
（1）：77-80.

[3] 洪汉玉，张天序. 基于各向异性和非线性正则化的湍流

退化图像复原[J]. 宇航学报，2004，25（1）：5-12.
[4] 杨树谦.精确制导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J]. 航天控制，

2009，22（4）.
[5] 吴文怡，罗子娟.基于最小一乘和遗传算法的红外弱小

目标检测 [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9，31（3）：

575-578.
[6] 范群贞. 运动模糊图像复原方法的研究[J]. 电子测量技

术，2013，36（6）:73-76.
[7] 肖锋，周明全，耿国华. 基于维纳滤波的图像恢复理论

分析与实现[J]. 中山大学学报，2006，45（6）:260-262.
[8] 杨旭海，郑兴武. 等功率谱滤波法进行图像恢复的测

定[J]. 天文学报，2001（2）：206-214.
[9] 高梅. 运动模糊的点扩展函数及图像恢复研究[D].太

原：中北大学，2004.
[10] 曾志高，谭骏珊. 匀速直线运动模糊图像的恢复技术研

究[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6，22（2）：72-74.
[11] Yitzhaky Y，Kopeika N S. Evaluation of the blur parame⁃

ters from motion blurred images[J]. IEEE Press，1996:
216-219.

[12] 宋庆峰，吕绪良，隋学序，等. 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

增强方法[J]. 光电技术应用，2014，29（6）：39-42.
[13] 吕俊伟，陈玉华，宋庆善. 基于图像处理的红外成像设

备非均匀检测方法 [J]. 光电技术应用，2015，30（4）：

31-38.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