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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波变换和特征加权进行纹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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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纹理图象分割的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以及降低分割错误率, 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利

用特征加权来进行纹理分割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特征提取、预分割和后分割 3 个阶段, 其中, 特征提取在金字塔结

构小波变换的基础上进行; 预分割利用均值聚类算法来对原始图象进行初步的分割; 后分割则根据预分割的结果

对特征进行加权, 然后利用最小距离分类器来实现图象的最后分割.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该方法在分割错误率、边

缘准确性以及区域一致性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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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 rove the accu racy of boundary locat ions and region homogeneity as w ell as to reduce the erro r

rate in tex tu re im age segm en tat ion, a novel app roach based on w avelet2t ran sfo rm and using featu re w eigh ting is

p ropo sed in th is paper. T h is new techn ique con tain s th ree consecu tive stages: featu re ex tract ion, p re2segm en tat ion

and po st2segm en tat ion. In the featu re ex tract ion stage, tex tu re featu res are ex tracted by using the pyram id2struc2
tu red w avelet transfo rm. T he o riginal im age is then segm en ted in it ia lly using the m eans clu stering algo rithm in the

p re2segm en tat ion stage. A cco rding to the p re2segm en tat ion resu lts, the ex tracted featu res are w eigh ted and the

p re2segm en ted im age is fu rther p rocessed w ith a m in im um distance classifier in the po st2segm en tat ion stage to fi2
nally get the segm en ted im age. A ll techn ical po in ts are clearly described and p resen ted in detail. Som e segm en ta2
t ion experim en ts w ith differen t B rodatz’s tex tu re im ages are perfo rm ed to test the perfo rm ance of the new tech2
n ique and are also included. Compared w ith a typ ical tradit ional m ethod, the p resen t app roach show s visib le im 2
p rovem en ts bo th in dim in ish ing segm en tat ion erro r, and in increasing boundary p recision and region harmony.

Keywords　T ex tu re analysis, T ex tu re segm en tat ion, W avelet transfo rm , Featu re ex tract ion, Featu re w eigh ting

0　引　言

纹理分割作为纹理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

要任务是要将图象划分成一组具有相对一致纹理特

性的有限区域集, 如今它在工业自动化, 生物医学图

象分析等许多应用中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

的十多年里, 基于多频道或多分辨率分析的纹理分

割方法已得到人们广泛关注, 而小波变换作为一种

多分辨率分析工具, 则为不同尺度上信号的分析和

表征提供了精确和统一的框架[ 1, 2 ]. 小波变换在纹理

分析中的应用是M alla t 首先提出的[ 1 ] , 随后人们又

提出了许多基于小波变换的纹理分割方法[ 3～ 5 ].

文献[ 6 ]报道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利用特征

加权来进行纹理分类的方法, 这种特征加权方法能

够有效地提高纹理分类的效果. 本文则将这种特征

加权方法用于纹理分割, 提出了一种纹理分割的新

方法. 该方法以标准的金字塔结构小波变换为基础,

通过特征提取、预分割和后分割 3 个阶段对纹理图

象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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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不仅提供了一种将任何能量有限信号

分解成一系列对数带宽相同频道的方法, 而且与传

统的 Fou rier 变换和短时 Fou rier 变换相比, 小波变

换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4 ].

大家知道, 小波变换是使用小波函数族及其相

应的尺度函数来将原始信号分解成不同的频带, 其

标准的分解过程是采用金字塔算法[ 1 ] , 即递归分解

信号的低频部分, 以生成下一尺度的各频带输出, 通

常也称为金字塔结构小波变换. 由于小波变换的分

层与特征空间的维数有关, 故它可以利用正交镜像

滤波器H (低通)和G (高通)滤波来实现. 设H 和G

的脉冲响应分别为 h (n)和 g (n) , 则它们的关系为

g (n) = (- 1) nh (1 - n) (1)

　　在纹理分割中, 小波基函数的选取要从小波变

换是特征提取工具的角度出发, 并着重考虑其正交

性, 因为这样才可使所提取的纹理特征之间不相关,

从而提高特征的有效性和纹理分割的性能.

D aubech ies 构造了被称为D aubech ies 正交紧支集

小波的小波基函数及其滤波器系数 h (n) [ 2 ]. 本文考

虑到D aubech ies 小波的正交性、紧支性和低复杂

性, 因此选用D aubech ies 4 点小波滤波系数. 其他

小波, 如A n ton in i 小波属双正交小波, 因为其用于

分解的小波集没有正交性, 所以没有选用.

所谓 2D 小波分解就是首先将 H 和 G 滤波器

同时作用于水平和垂直方向, 然后对每个输出进行

2 取 1 的抽样, 从而生成 4 个频带的小波系数图象,

即LL , HL ,L H , HH. 若反复对LL 频带进行递归 2D

小波分解, 就构成了 2D 金字塔结构小波分解.

另外, 在进行图象小波分解时, 需要对图象边界

进行扩展, 其扩展的方法一般有两种, 即周期扩展和

对称扩展. 因为纹理具有随机性和局部周期性, 如果

使用周期扩展则可能导致边界处的 (即不同的区域

间的) 灰度出现突变, 而影响分割性能; 而对称扩展

则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本文采用对称扩展.

2　纹理分割

2. 1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些纹理测度, 以

用于区分不同的纹理. L aw s 定义了一种大小为

(2n1+ 1)× (2n1+ 1) 窗口上的标准差作为分割的特

征[ 7 ]

s ( i, j ) =
1

(2n1+ 1) 2 ∑
i+ n1

k= i- n1

∑
j+ n1

l= j - n1

g (k , l) - m ( i, j ) (2)

式中, g (k , l) 为原始图象, m ( i, j ) 为窗口内 g (k , l)

的平均值.

纹理分割往往涉及到边缘效应的问题. 由于纹

理区域边缘附近象素其邻域内属于不同纹理的象素

会导致得到的纹理测度出现偏离“期望”的数值. 因

此, 有必要对特征图象作进一步的平滑, 即

S ( i, j ) =
1

(2n2 + 1) 2 ∑
i+ n2

k= i- n2

∑
j + n2

l= j - n2

s (k , l) (3)

其中, 平滑窗口的大小为 (2n2+ 1)× (2n2+ 1).

在此, L aw s 窗口和平滑窗口的大小应该考虑

到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的矛盾, 即窗口过大, 虽

会使区域一致性变好, 但会使边缘准确性变差, 反

之, 则会使边缘准确性变好, 而区域一致性变差. 根

据经验, 本文选取L aw s 窗口的 n1 = 3, 平滑窗口的

n2= 2, 这样可以达到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之间

的一个折衷.

2. 2　预分割

预分割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粗略的分割图象, 为本

文方法的后分割作准备. 在这里是采用文献[ 4 ]的纹

理分割方法来实现预分割, 其分割过程如图 1 所示.

W j ,LL

W j ,LH

W j , HL

W j , HH

分割
L j

扩展
W j - 1,LL

W j- 1,LH

W j- 1, HL

W j- 1, HH

图 1　预分割算法 (L j 为 j 分辨率时的分割标号图象)

　　过程大致如下:

假定原始图象中纹理类数给定, 然后就可从小波

分解最大尺度的所有频带LL , HL , L H , HH 开始, 每

个位置构造一个 4 维特征矢量, 再利用 k2均值聚类

算法, 将图象分割成若干区域; 接着将这些已分割好

的图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分别扩展 2 倍, 以便在下

一尺度上利用这些已分割的信息. 这样在某一尺度

上, 既可以利用上一尺度的分割结果以及当前尺度的

3 个小波分解频带输出, 又可以在每个位置上构造一

个 4 维特征矢量, 以便继续利用 k2均值聚类算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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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分割, 从而使大尺度上的分割结果向小尺度传播,

最终获得预分割结果. 这里要注意在传播过程中应该

调整矢量中图象标号的值, 以防人为地使某些分量在

聚类时起支配作用. 具体的过程是首先计算当前尺度

3 个频带图象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变换标号值,

使标号图象具有相同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这样即可以

使上一尺度的标号值得到适当调整.

2. 3　特征加权

文献[ 6 ]在纹理分类时提出了一种特征加权方

法. 该方法是根据特征矢量中各个分量的离散程度

来对其本身进行加权, 从而使离散程度相对较小的

特征分量在分类中的作用得到增强, 而使离散程度

相对较大的特征分量在分类中的作用得到减弱, 因

而这种特征加权可以使纹理分类效果得到很大程度

的提高[ 6 ]. 本文则将这种特征加权方法移植到纹理

分割中来.

假设原始图象的大小为M ×M , 其中的纹理类

数为Q , 那么上一小节中预分割得到的是一幅尺寸

为M ö2×M ö2 的标号图象 L 1 (k , l) , k , l= 0, 1, ⋯,

M ö2- 1,L 1 (k , l) = 1, 2, ⋯, Q (将其扩展即可获得原

始图象的分割结果) , 然后将L 1 (k , l)做如下处理: 如

果以 (k , l)为中心的 (2n3+ 1)× (2n3+ 1)窗口内存在

标号值不等于L 1 (k , l) 的象素, 则将L 1 (k , l) 置为 0,

否则L 1 (k , l)保持不变.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去除

预分割图象的边缘效应, 从而使特征加权更有效. n3

一般取值为 2.

如果将所提取特征图象的尺寸扩展成与L 1 一

样大小, 设为W d (k , l) , k , l= 0, 1, ⋯,M ö2- 1, d =

1, 2, ⋯,D , 其中, D 为小波分解的所有频带数目, 那

么, 整个特征矢量空间就可表示为

W (k , l) = [W 1 (k , l) ,W 2 (k , l) , ⋯,W D (k , l) ]T (4)

由于上一小节已经得到原始图象的预分割结

果, 因此对原始图象中的某一类纹理 q 可用下式构

成表征该类纹理的D 维特征矢量集

U q (m , n) = [U q1 (m , n) ,U q2 (m , n) , ⋯,U qD (m , n) ]T　 (5)

其中, U qd (m , n ) = W d (m , n ) , { (m , n ) } = { (k , l) û

L 1 (k , l) = q, k , l = 0, 1, ⋯, (M ö2) - 1}. 设 N 为

L 1 (k , l) = q 的象素数目, U q (m , n ) 的方差矢量

S
2
q= S 2

q1, S 2
q2, ⋯, S 2

qD
T , 则

S 2
qd =

1
N - 1∑m , n

U qd (m , n) - Uϖqd
2 (6)

式中,Uϖqd为特征U qd (m , n)的平均值

Uϖqd =
1

N ∑
m , n

U qd (m , n) (7)

用式 (6) 对特征U qd (m , n) 进行加权, 得到加权后的

特征U
w
qd (m , n)为

U w
qd (m , n) =

U qd (m , n)
S qd

(8)

这样即得到加权后表征第 q 类纹理的D 维特征矢

量集U
w
q (m , n). 而加权后第 q 类纹理的聚类中心矢

量X q 为

X q =
1

N ∑
m , n

Uw
q (m , n) (9)

2. 4　后分割

在特征加权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简单的最小距

离分类器来实现原始图象的后分割, 其具体步骤为:

(1) 扫描特征矢量 W (k , l ) , k , l = 0, 1, ⋯,

M ö2- 1.

(2) 对预分割结果中的第 q 类纹理, 根据式 (8)

用S q 对W (k , l) 进行加权, 即得到加权后的特征矢

量W
w (k , l).

( 3) 计算W
w (k , l) 与聚类中心矢量 X q 之间的

欧氏距离D q (k , l).

(4) 对所有Q 类纹理重复步骤 (2)和 (3).

(5) 如果 T = arg m in
Q

q= 1
(D q (k , l) , 则 (k , l) 点归

于第 T 类纹理.

(6) 所有 (k , l) 扫描完毕后, 将新标号图象扩展

至原始图象的尺寸, 即可获得最后分割结果.

3　实验结果和讨论

上述算法的性能已借助实验进行了验证. 实验所

选用的测试纹理取自B rodatz 纹理集[ 8 ] , 测试图象尺

寸为 256×256p ixel, 灰度为 256 级 (8b itöp ixel) , 所

有B rodatz 纹理图象的平均值都设置成一样.

本文用分割错误率、边缘准确性以及区域一致

性来评价分割效果, 其中分割错误率为错误分割象

素数占整幅原始图象所有象素的百分比; 边缘准确

性指分割结果边缘与原始图象纹理边缘的吻合程

度, 以及边缘邻近区域分割结果的准确性; 区域一致

性则指原始图象中纹理特性相对一致的区域在分割

结果中是否呈现为统一的区域. 在这里, 分割错误率

的评价是定量的, 而边缘准确性以及区域一致性的

评价是定性的.

图 2 (a) 是由 4 种B rodatz 纹理组成的纹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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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图 2 (b)是用文献[4 ]方法 (即本文方法中的预分

割方法) 分割获得的结果图象, 其分割错误率为

3124% ; 图 2 (c) 是用本文方法分割获得的结果图

象, 其分割错误率为 2119%. 虽然图 2 (c) 与图 2 (b)

相比, 分割错误率只降低了约 1 个百分点, 但图 2

(c)的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显然比图 2 (b)好.

图 3 (a) 是由 5 种B rodatz 纹理组成的纹理图

象; 图 3 (b) 是用文献[4 ]方法分割获得的结果图象,

其分割错误率为 10104% ; 图 3 (c) 是用本文方法分

割获得的结果图象, 其分割错误率为 3184%. 在这

个例子中, 图 3 (c)的分割错误率比图 3 (b) 减小了约

6 个百分点, 减小的幅度是明显的, 而且, 图 3 (c) 的

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比图 3 (b) 也有了显著的

提高.

(a) 4 种纹理组成的纹理图象 (b) 文献[ 4 ]方法的分割结果 (c) 本文方法的分割结果

图 2　对由 4 类B rodatz 纹理组成的纹理图象的分割结果

(a) 5 种纹理组成的纹理图象 (b) 文献[ 4 ]方法的分割结果 (c) 本文方法的分割结果

图 3　对由 5 类B rodatz 纹理组成的纹理图象的分割结果

4　总　结

本文将用于纹理分类的特征加权方法引入到纹

理分割中来. 因为某一特征分量的离散程度可以表

征该特征描述纹理的精确程度, 而且如果将特征描

述纹理的精确程度与其在纹理分割中所起的作用联

系起来, 即可以提高纹理分割的性能. 这种特征加权

能够提高纹理分割性能的原因就在于, 它可以增强

离散程度相对较小的特征分量在分割中的作用, 而

减弱离散程度相对较大的特征分量的作用.

本文提出的纹理分割方法包括特征提取、预分

割以及后分割 3 个阶段, 其中预分割实际上是为了

取得纹理图象中各类纹理的特征, 其相对于后分割

阶段来说, 它也可以归结为特征提取, 只不过在该特

征提取阶段所提取的特征未确定分类, 而预分割阶

段获得了已知分类的特征, 这就为后分割阶段的特

征加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通过对分别包括 4 种和

5 种B rodatz 纹理图象进行的分割实验结果表明, 本

文提出的方法不仅可以减小纹理分割的错误率, 还

可以改善分割结果的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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