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外图像主要通过红外热像仪成像，相比于可

见光 CCD成像仪，其细节成分要少的多，但是对背

景的不敏感性，使红外探测成为了现代光电系统中

的一个重要领域[1-2]。尤其在空基平台，人力资源紧

张，空中平台驾驶员不可能单独对成像系统进行操

作，因而在近地侦察或者对低空慢速目标进行侦察

时，都要用到红外图像的自动调焦技术。

红外图像的自动调焦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是

基于图像处理的自动调焦技术[3]。其原理是成像系

统通过对采集的红外图像进行某种运算，得到各个

离焦量下图像清晰度评价数值，通过比较在不同离

焦量下图像清晰度评价数值，得到图像在最清晰时

所对应的离焦量，进而控制相应调焦电机，使红外

成像系统成像最清晰，最终达到自动调焦的目的。

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自动调焦技术引起了很

多专家学者的兴趣，近年来，其图像处理算法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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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发展 [4-5]。数字图像自动调焦算法大致可

分为灰度梯度函数、灰度熵函数和频域类函数。

这些算法基本上是对原图像或者是对图像进行一

定的预处理（比如滤波和灰度变换等）后进行运算

的 [6]。这些算法中有的算法对噪声敏感，当图像不

含噪声时，这些算法能保持一定的灵敏度和单峰

性，但当图像含有噪声时，算法可能失效；有的算法

易受图像对比度的影响，处理低对比度图像时，算

法的灵敏度大大下降；有的算法对调焦区域的选择

条件苛刻，当调焦区域中背景像素较多时，算法灵

敏度下降；有的算法处理一帧图像的平均时间过

长，不仅大大增加了系统的负荷量，还不利于实时

性的实现。

为了避免上述上面算法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基于粗精结合的两段式快速搜索自动调焦方

法。基于本技术，在开始自动调焦命令后，信号处

理器并不对每一帧图像进行图像清晰度运算，而是

通过控制调焦电机，红外热像仪首先进入粗调焦阶

段，选取三个离焦量下图像的清晰度运算，通过对

三幅图像清晰度数值进行比较，得出其变化规律，

系统再判断出下步调焦的方向，然后找到大致正焦

位置，之后切换到精调阶段，通过同样的过程，找到

精确的正焦位置，进而实现红外图像的自动调焦功

能。这样，可以很好的解决红外图像噪声以及低对

比度导致的图像评价函数不能正确反应图像清晰

度而产生的调焦失败问题。

1 自动调焦的原理

基于图像处理的自动调焦方法直接针对采集

到的图像信息进行处理，通过计算图像的清晰度评

价值，判断成像是否清晰，调焦是否准确，然后驱动

镜头到正焦位置，实现系统的自动调焦。其系统组

成由成像目标、成像镜头、红外相图像处理模块和

调焦电机五部分组成。图像显示系统作为辅助设

备，实时显示成像，以确定自动调焦的最终效果。

各个部分之间的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这种调焦方法是通过图像在离焦的情况下，对

成像的模糊程度进行判断，采用红外相机扫描方

法，获取离焦红外图像，经算法处理，得到不同图像

的灰度分布的过程。其自动调焦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调焦过程中红外相机接收红外图像，经过光学

系统采集，进行必要的图像处理和特征提取，得到

不同离焦量下图像的清晰度评价值[7]。当处理完一

幅图像后，再由图像处理模块发出驱动指令完成焦

距转换。随着调焦电机在调焦范围内对最佳调焦位

置的搜索，就可得到红外相机在不同离焦的情况下

的一系列数字图像，通过对比此系列图像的数学模

型，就可准确地判断出红外相机的最佳对焦位置。

2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

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是基于图像处理算法的

自动调焦的关键技术，是建立在搜索算法上的自动

调焦方法[8]。它通过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对不同对

焦位置所成像的清晰度进行评价，利用正确对焦时

图像最清晰这个特征找到正确的对焦位置。该方

法中最关键的是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的选取。理

想的清晰度评价函数应具备无偏性、单峰性和高信

噪比的特点。灰度差分法就是常用的清晰度评价

函数。

灰度差分法是通过检测图像的轮廓边缘实现

图像清晰度评价的。图像的轮廓边缘越清晰，则它

的亮度梯度就越大，或者说边缘处景物和背景之间

的灰度熵值就越大。反之，离焦的像，轮廓边缘模

糊不清，亮度梯度或灰度熵值下降；离焦越远，灰度

熵值越低[9]。

灰度差分法是利用图像的相邻像素（左侧及上

侧像素）差的绝对值之和作为焦距评价函数，即

目标 成像镜头 红外相机

调焦电机
图像处理

模块
图像显示

系统

图1 自动调焦系统组成

获取图像
计算图像

清晰度值

调焦电机

控制

自动调焦

搜索算法

完成自动

调焦

图2 自动调焦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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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

y
{ }|| f (x,y) - f (x,y - 1) + || f (x,y) - f (x - 1,y)

（1）
式（1）中，f(x,y)表示第 x行、第 y列像索的灰度值，像

素的相对位置如表1所示。

实验中对于亮度比较均匀的图像，其聚焦效果

不理想，为此设计提出一种改进的灰度差分法作为

焦距评价函数。其算法描述如下

F =∑
x
∑

y

{|f (x,y) - f (x,y - 1)| + |f (x,y) - f (x - 1,y)| +

|f (x,y) - f (x,y + 1)| + |f (x,y) - f (x + 1,y)|}
（2）

式（2）中选取了邻近的四个像素（左侧、左上侧、上

侧及右上侧像素）作比较，增大了焦距评价函数的

绝对值。搜索曲线尖锐，容易找到最佳位置[10]。

当图像聚焦良好时，图像边缘清晰，灰度熵值

较大；当图像聚焦欠佳时，图像边缘模糊，灰度熵值

较小。因此，可对图像灰度熵值范围进行判断，当

灰度熵值大于某一阈值时，即可认为图像聚焦

清晰。

理想的清晰度评价函数曲线具有单峰性，峰值

位置对应最佳聚焦位置，在峰值两侧评价曲线单调

递减。搜索过程如图 3所示。其中箭头指向表示搜

索方向。

调焦开始时，设置调焦搜索方向和一个较大的

步长值，首先在同一方向连续采集两幅图像，系统

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假设计算出的图像清晰

度评价值为F1、F2，将两次的评价值进行比较，如果

F1>F2，说明调焦电机移动方向移动正确，搜索方向

正确，应继续往该方向搜索；如果F1<F2，说明搜索方

向有误，应改变调焦搜索方向，继续搜索。当前图

像的评价值第一次小于前一幅图像的评价值时，说

明已经过了聚焦位置，应改变搜索方向，并减小搜

索步长。如此反复，最终确定最佳成像位置，调焦

搜索过程结束。

3 基于粗精结合的两段式快速搜索自动调

焦方法设计

图像清晰度函数是评价离焦量的一个重要参

数，因其受到红外图像特性和噪声的影响，导致图

像清晰度函数不是理想的，其单峰性和无偏性得不

到保证，会给自动调焦控制芯片传输错误的信息，

不仅没能实现自动调焦，反而会将原图像调的更加

模糊，最终导致自动调焦失败。又由于其庞大的运

算量，大大增加了系统的功耗，导致其实时性得不

到保障。为了克服其缺点，文中在这种算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基于粗精结合的两段式快速搜索自动调

焦方法。

系统进入自动调焦后，首先进入粗调阶段，粗

调阶段采用灰度差分函数，大步长搜索到焦点位置

附近，精调阶段选小步长搜索到聚焦位置。

搜索过程开始时，首先在同一方向连续采集三

幅图像，分别计算出它们的灰度熵值F1、F2、F3，如果

F1<F2<F3，说明正在靠近聚焦位置，搜索方向正确，

继续往该方向搜索；如果F1>F2>F3，说明搜索方向相

反，应往反方向搜索，且每次反向搜索时，搜索步长

变为原来的 3
4 ；如果出现 F1>F2且 F2<F3的情况，说

明受到局部噪声的影响，应继续往前搜索；如果出

现F1<F2且F2>F3的情况，说明已经过了聚焦位置，应

反向搜索。

进入精调阶段，初始步长约为此时粗调阶段步

长的 1
3 ，如此往复，且每次改变搜索方向时，搜索步

长变为原来的 3
4 。同理，当再次出现F1<F2且F2>F3

的情况时，说明已经过了聚焦位置，应往回搜索，进

入第二次精调阶段，步长变为此时步长的 1
3 ，直至

f(x-1,y-1)
f(x-1,y)

f(x-1,y+1)
f(x-1,y+2)

f(x,y-1)
f(x,y)
f(x,y+1)
f(x,y+2)

f(x+1,y-1)
f(x+1,y)

f(x+1,y+1)
f(x+1,y+2)

f(x+2,y-1)
f(x+2,y)

f(x+2,y+1)
f(x+2,y+2)

表1 图像中像素的相对位置

图3 理想清晰度评价函数下搜索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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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F1<F2且F2>F3的情况，调焦结束。调焦流程如

图4所示。

提出的粗精结合的搜索策略，粗调阶段采用大

范围搜索到焦点位置附近，由于采用大步长，加快

了搜索速度，提高了搜索效率；而精搜索阶段采用

在正焦位置附近小范围搜索，由于该评价函数具有

灵敏度高、抗噪性好的优势，因此可以准确定位聚

焦位置，提高调焦精度；并且由于采用连续三幅图

像比较的方法确定搜索方向，大大地减少了局部极

值的影响和出现误判的概率，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

性能。因此，该算法具有精度高、抗干扰性强以及

效率高的优点。

4 系统效果及稳定性分析

为了测试本方法的性能和效率，选取了典型的

红外成像系统，红外探测器采用制冷型红外探测

器，其成像分辨率为 640×480，帧频 50 Hz，镜头采用

F数为 4、焦距为 60.0 mm、视场角 14.6×11.7、入瞳距

72 mm、总长 372.7 mm的红外大口径镜头。红外探

测器与镜头之间的调焦范围为 0~70 mm。镜头固

定，红外探测器固定在位移台上，通过调节位移台

位置，改变红外探测器与镜头之间的距离，实现调

焦功能。

系统性能的评价主要从调焦的性能和稳定性

以及实时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自动调焦的效果分析

通过观测室外场景，同时将在不同离焦位置时

的灰度差分值输出并记录，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

通过图像，可以看出，灰度差分值与观测到的

图像清晰程度相符，符合人眼观察的主观视觉，自

动调焦取得了良好的调焦效果。

（2）自动调焦的稳定性分析

为了测试评价函数的稳定性，当搜索到正焦位

置之后，在正焦位置保持一段时间，将评价值记录

下来，所产生的评价曲线如图6所示。

自动调焦
开始

设定粗调步长

采集三个位置图像并计算
清晰度数值F1、F2、F3

反向调焦 前向调焦

比较F1、F2、F3
若F1＞F2＞F3 若F1＜F2＜F3或F1＞F2＞F3

若F1＜F2＞F3

反向搜索

设置精调步长

采集三个位置图像并计算
清晰度数值F1、F2、F3

反向调焦 前向调焦

若F1＞F2＞F3 若F1＜F2＜F3或F1＞F2＜F3

若F1＜F2＜F3

调焦结束

比较F1、F2、F3

图4 基于粗精结合的两段式快速搜索自动调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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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动调焦图像效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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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自动调焦的稳定性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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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可以看出，与其他评价函数相比，自动调

焦结束后，在正焦位置附近的波动范围比较小，也

有着很好的收敛稳定性。可见该自动调焦方法有

着很好的稳定性。

（3）自动调焦的实时性分析

自动调焦的实时性也就是自动调焦所消耗的

时间多少。自动调焦过程所消耗的时间主要包括

图像采集时间、图像处理时间、电机运行时间。实

验中，起始位置位于 0 mm处，准焦位置位于相对调

焦行程 53.2 mm位置处，调焦过程总耗时 20.95 s，下
面分析影响调焦速度的各方面因素。

①图像采集时间

系统所使用的红外相机采集图像的速度为

50 Hz，采集一帧图像的时间就是 0.02 s。整个调

焦过程共采集图像 62帧，耗时约 1.24 s。
②图像处理时间

图像处理时间主要由计算调焦评价函数值的

算法时间决定。实验中采用改进的灰度差分法作

为调焦评价函数，调焦图像分辨率为 640×480像元

大小。将该算法写成独立的函数，对执行该函数所

消耗的时间进行计时，计算单帧图像的清晰度耗时

约 30.8 ms，共 62帧图像清晰度序列的计算耗时约

1.909 s。
③电机运行时间

为了求取调焦过程电机运行时间，对单片机控

制器编程，步进电机驱动镜头首先大步长遍历完调

焦行程，然后小步长搜索极值点，运行期间不采集

图像，不与上位机通信，仅仅控制步进电机运行实

验中调焦过程的电机行程。电机运动时间大约

17.95 s。具体所用时间占比如图7所示。

可见，在一次完整的自动调焦过程中，电机运

行时间是主要的时间消耗所在。因此，如需进一步

提升系统的实时性，可以从选择运动速度更快的调

焦电机上着手。

5 结 论

设计了一种红外图像的自动调焦技术，该技术

放弃了传统的对每幅图像均进行图像处理运算的

方法，而采用了粗精结合的两段式快速搜索自动调

焦方法，仅仅对很少部分的图像进行运算，通过粗

调，迅速找到焦点附近，通过精调，锁定正焦位置。

通过文中方法的图像清晰度函数运算，减小了采集

的红外图像的噪声所带来的影响，其鲁棒性的得到

了大大的提高。系统的实时性相对于传统的自动

调焦，并未损失多少，但是效率上却有着明显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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