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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自适应多尺度强光融合的红外图像增强 

巫  玲，陈念年，廖小华 
（西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图像增强可以分为全局增强和局部增强两种技术，当前基于局部的图像增强技术无法准确地对

目标和背景进行分割且难以自适应地对分割区域进行增强。本文提出了一种区域自适应多尺度强光融

合算法用于红外图像的增强处理。该算法首先使用语义分割技术完成目标区域和背景区域的划分，然

后使用改进后的多尺度强光融合算法分别对各区域进行自适应增强。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的增强

效果均优于当前主流算法，图像增强的视觉效果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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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Image Enhancement Based on 

Regional Adaptive Multiscale Intense Light Fusion 

WU Ling，CHEN Niannian，LIAO Xiaohua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Image enhanc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global enhancement and local enhancement. 

Current image enhancement techniques based on local enhancement cannot accurately segment the target 

area and backgroun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nhance the segmentation region adaptively. In this paper, a 

region-adaptive multi-scale strong light fus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for infrared image enhancement. Firstly, 

semantic segment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divide the target area and background area. Then, the improved 

multi-scale strong light fus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enhance each area adap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algorithms, and the visual effect of image enhancement is more re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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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红外成像技术具备穿透性强、隐蔽性好、辨识性

高等优点，红外图像在军事、监控、工业等领域取得

广泛应用。与可见光成像技术相比，红外成像容易受

到大气环境和成像设备的影响，这导致红外图像存在

对比度低、细节大量丢失的问题，需要进行增强处理。 

图像增强不仅是图像边缘检测与特征提取等技

术的基础，还是提高图像视觉效果的主要手段。 

目前，图像增强可以分为全局增强和局部增强两

种技术。前者指的是不考虑像素在图像空间中的分布

情况，对所有像素使用相同的映射关系进行灰度变

换，主要有线性变换、非线性变换、直方图均衡化、

Retinex 理论、多曝光融合以及深度学习等方法。线性

变换与非线性变换理论简单，变换函数的选取决定了

图像增强的效果；直方图均衡化在增强图像的同时会

减少图像的灰度级并带来新的噪声。Retinex 理论认为

原始图像等于光照图像和反射图像的乘积，从原始图

像中剥离光照图像，剩下的反射图像就是图像增强的

结果。单尺度 Retinex[1]算法难以对光照图像进行准确

的估计，多尺度 Retinex 算法[2]综合多种光照信息以

提高图像的增强效果。文献[3]首先将观测图像分解成

光照图像与反射图像，然后对光照图像进行拉普拉斯

金字塔变换并进一步得到新的光照图像，最终通过融

合光照图像和反射图像达到图像增强的目的。文献[4]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设计了一种卷积神经网络用于图

像增强，该网络可以自适应地将原始图像分解为光照

图像和反射图像，通过采用大量成对的高、低质量图

像作为训练样本而获得一个能够完成图像增强的映

射模型，最终实现图像的增强处理。多曝光融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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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25℃＝1113.8540×83.2＝92672.6528 h 

最终，得到常温 25℃贮存特征寿命约为 11 年。 

4  结论 

对试验数据基于威布尔分布模型，应用经典可靠

性理论，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拟合，获得产品失效分

布规律，进而求得产品可靠性指标。分析结果表明，

该方法合理、简便、有效，并且数据结果可以进一步

应用到推导产品常温贮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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