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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多 光 谱 成 像 系 统 采 集 的 织 物 图 像 的 颜 色 色 差 分 析 问 题，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仿 射 变 换 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ＬＭ）算法的图像配准方法。从配准角度出发，利用提出的配准方法将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配准后进行

空间色差分析。多光谱系统采集的织 物 图 像 的 形 变，包 括 平 移、旋 转、缩 放 和 错 切 变 换，符 合 典 型 仿 射 变 换 模 型。

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估计仿射变换矩阵，该方法对两幅 图 像 的 对 数 极 坐 标 幅 度 谱 积 分 曲 线 进 行 匹 配，将 仿 射 变 换

矩阵求解转化为一个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问题，进而利 用ＬＭ 算 法 搜 寻 最 优 参 数 值，同 时 引 入 分 块 配 准 以 得 到 更

好的配准效果。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 准 算 法 和 基 于 尺 度 不 变 特 征 变 换 的 特 征 点 配 准 算 法

相比，提出的算法可获得更好的配准效果，可有效解决具有周期性元素的织物图像配准问题，有助于织物图像色差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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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对多光谱成像系统［１－２］采集的织物图像进行颜色分析［３］时，存在一个典型问题，即需要进行标样图像

与打样图像之间的色差评估［４－６］。传统方法分别对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分割后进行色差评估［７－９］，但分割过

程往往需要人工交互，在打样图像很多的情况下，操作繁琐、颜色比较接近，且图像纹理复杂时并不能保证图

像分割的正确性。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纹理相同但相互之间存在一定形变，本文从图像配准［１０－１１］的角度出

发，将标样和打样图像进行配准，进而获得标样与打样图像之间的空间色差图。空间色差图可给出标样图像

与打样图像之间的色差分布概况，相比于传统基于分割获取单色进行逐单色比较的方法，基于空间色差图进

行颜色评估更为直观。
多光谱系统实际采集的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之间存在平移和旋转变换，由于纱线织成的织物为非刚体，

所以也会存在缩放和错切等形变，导致打样图像与给定标样图像不能对齐。该问题可抽象为典型的基于仿

射变换模型的图像配准问题。如果图像之间仅存在平移，则可通过现有的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的相

位相关检测方法［１２］进行配准。相位相关检测法隶属频域变换的配准方法，配合对数极坐标变换方法可扩展

为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图像配准算法［１３］，从而可以解决存在平移、旋转与缩放的图像的配准问题，但是Ｆｏｕｒｉｅｒ－
Ｍｅｌｌｉｎ算法不能解决存在错切等变换的图像配准问题。

典型的仿射变换包含６个变换参数，仿射参数的估计可采用空间域的对数极坐标变换［１４］或基于尺度不

变特征变换（ＳＩＦＴ）的特征点检测［１５］。空间域对数极坐标变换方法通过配准放射线得到仿射参数［１４］，但需

要多分辨率迭代搜索变换的中心，增加了算法的时间成本；而基于ＳＩＦＴ的特征点检测方法［１６－１８］对于一般的

自然图像可以达到较好的配准效果，但包含周期性元素的织物图像重复纹理的特征描述子相同，无法得到可

靠的匹配点对来估计仿射参数。
本文提出一种新方法来解决一般性的织物图像配准问题，包含平移、旋转、缩放和错切变换并且存在周

期性元素的织物图像配准问题。采用图像频域的对数极坐标幅度谱积分曲线来描述图像特征，通过配准图

像频域对数极坐标幅度谱积分曲线可以直接得到仿射参数。从理论上论述了对数极坐标幅度谱积分曲线这

一图像特征与仿射变换参数之间的直接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ＬＭ）非线 性 拟 合 算

法［１９］来匹配对数极坐标幅度谱积分曲线进而得到仿射参数，最终得到一种基于仿射变换织物图像配准的行

之有效的方法。另外，两幅织物图像全图之间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仿射变换使所有的局部区域配准良好，因
此又引入了分块配准［２０］的思路使配准更为准确。与空间域的对数极坐标变换相比，该方法采用频域的对数

极坐标变换特征，避免了对图像变换中心的讨论。该方法可视为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方法在仿射变换应用中的

扩展。

２　基于仿射变换与ＬＭ算法的图像配准
将织物图像之间存在的变换用坐标仿射变换模型来表达，从理论上建立了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与

仿射参数之间的关系。

２．１　仿射变换

考虑两幅图像ｆ（ｘ，ｙ）与ｇ（ｘ，ｙ），ｇ（ｘ，ｙ）由ｆ（ｘ，ｙ）经过坐标仿射变换得到，即

ｇ（ｘ，ｙ）＝ｆ（ａ１１ｘ＋ａ１２ｙ＋ｘ０，ａ２１ｘ＋ａ２２ｙ＋ｙ０）， （１）
式中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ｘ０，ｙ０ 为待求解的仿射变换参数。根据（１）式，图像ｇ（ｘ，ｙ）的傅里叶变换为

Ｇ（ｕ，ｖ）＝∫
!

－!
∫

!

－!

ｆ（ａ１１ｘ＋ａ１２ｙ＋ｘ０，ａ２１ｘ＋ａ２２ｙ＋ｙ０）ｅｘｐ［－ｊ２π（ｕｘ＋ｖｙ）］ｄｘｄｙ。 （２）

　　将坐标的仿射变换表示为矩阵形式，

０１３３００２－２



光　　　学　　　学　　　报

ｘ～

ｙ［］～ ＝Ａ［］
ｘ
ｙ
， （３）

式中ｘ～，ｙ～ 为转换后的坐标，且

Ａ＝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２１ａ［ ］

２２

， （４）

不难得到

ｄｘ～ｄｙ～ ＝ｄｅｔ（ＡＴ）ｄｘｄｙ＝ｄｅｔ（Ａ）ｄｘｄｙ， （５）

ｕｘ＋ｖｙ＝ １
ｄｅｔ（Ａ）

［（ａ２２ｕ－ａ２１ｖ）ｘ～＋（－ａ１２ｕ＋ａ１１ｖ）ｙ～］， （６）

式中ｄｅｔ（Ａ）表示矩阵Ａ的行列式，将（５）式和（６）式代入（２）式并两边取模，得

｜Ｇ（ｕ，ｖ）｜＝ １
ｄｅｔ（Ａ）∫ｆ（ｘ～＋ｘ０，ｙ～＋ｙ０）ｅｘｐ －ｊ２π

（ａ２２ｕ－ａ２１ｖ）ｘ～＋（－ａ１２ｕ＋ａ１１ｖ）ｙ～
ｄｅｔ（Ａ［ ］） ｄｘ～ｄｙ～ ＝

１
ｄｅｔ（Ａ） Ｆ ａ２２ｕ－ａ２１ｖｄｅｔ（Ａ）

，－ａ１２ｕ＋ａ１１ｖ
ｄｅｔ（Ａ［ ］） 。 （７）

　　令Ｐ＝Ａ－１，ｕ＝［ｕ，ｖ］Ｔ 表示频率点位置，进一步可得

｜Ｇ（ｕ）｜＝｜ｄｅｔ（Ｐ）｜｜Ｆ（ＰＴｕ）｜。 （８）

　　（８）式是推导匹配通式的理论基础。至此，问题转化为已知变换前及变换后的图像ｆ（ｘ，ｙ）与ｇ（ｘ，ｙ），
要求估计得到的仿射变换矩阵Ｐ。

２．２　仿射变换的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匹配通式

基于２．１节的理论基础，推导图像匹配的理论通式。

令

Ｐ＝
ｐ１１ｐ１２
ｐ２１ｐ［ ］

２２

， （９）

将（８）式展开为

｜Ｇ（ｕ，ｖ）｜＝｜ｄｅｔ（Ｐ）｜｜Ｆ（ｐ１１ｕ＋ｐ２１ｖ，ｐ１２ｕ＋ｐ２２ｖ）｜。 （１０）

　　直接观察（１０）式的对数极坐标变换，首先令ρ＝ ｕ２＋ｖ槡 ２，有

｜Ｇ（ｌｇρ，θ）｜＝｜ｄｅｔ（Ｐ）｜｜Ｆ［ｌｇρ＋ｌｇ（θ），ψ（θ）］｜， （１１）
式中

（θ）ρＧ
ρＦ
＝ （ｐ１１ｃｏｓθ＋ｐ２１ｓｉｎθ）２＋（ｐ１２ｃｏｓθ＋ｐ２２ｓｉｎθ）槡 ２， （１２）

ψ（θ）ａｒｃｔａｎ
ｐ１２＋ｐ２２ｔａｎθ
ｐ１１＋ｐ２１ｔａｎθ

。 （１３）

　　再令ｚ＝ｌｇρ，并考虑ｚ方向上的积分，有

∫Ｇ（ｚ，θ）ｄｚ＝ ｄｅｔ（Ｐ）∫Ｆ［ｚ＋ｌｏｇ（θ），ψ（θ）］ｄｚ＝ ｄｅｔ（Ｐ）∫Ｆ［ｚ，ψ（θ）］ｄｚ。 （１４）

　　定义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为

ＨＧ（θ）＝∫Ｇ（ｚ，θ）ｄｚ， （１５）

ＨＦ（θ）＝∫Ｆ（ｚ，θ）ｄｚ， （１６）

根据（１４）～（１６）式可得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与仿射参数的关系为

ＨＧ（θ）＝｜ｄｅｔ（Ｐ）｜ＨＦ［ψ（θ）］， （１７）
（１７）式即为仿射变换的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匹配通式。

２．３　ＬＭ算法非线性拟合求解最佳匹配

仿射参数求解的本质是找到一个与仿射变换参数相关的非线性变换，使两条关于θ的曲线ＨＧ（θ）和Ｈ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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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匹配。其中一种方法是利用ψ（θ）变换的单调性，寻找极值点进行匹配。然而由于离散傅里叶对数极坐

标变换存在误差，使两条曲线极值点的精确定位与准确匹配存在很大困难，并且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极值点

对来稳健地估计变换参数，因此直接用两条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
对匹配的两条曲线，其最小二乘代价函数ξ最小，即

ξ＝
１
２∫｛ＨＧ（θ）－｜ｄｅｔ（Ｐ）｜ＨＦ［ψ（θ）］｝

２ｄθ， （１８）

为消除｜ｄｅｔ（Ｐ）｜的影响，分别对ＨＧ（θ）和ＨＦ（θ）作归一化处理：

Ｈ
～
Ｇ（θ）＝ ＨＧ（θ）

∫Ｈ２Ｇ（θ）ｄ槡 θ
， （１９）

Ｈ
～
Ｆ（θ）＝ ＨＦ（θ）

∫Ｈ２Ｆ（θ）ｄ槡 θ
。 （２０）

　　则（１８）式简化为

ξ＝
１
２∫｛Ｈ

～
Ｇ（θ）－Ｈ

～
Ｆ［ψ（θ）］｝

２ｄθ。 （２１）

　　进一步离散化为

ξ＝
１
２∑

Ｎ

ｉ＝１

｛Ｈ
～
Ｇ（θｉ）－Ｈ

～
Ｆ［ψ（θｉ）］｝

２。 （２２）

　　上述目标函数可通过ＬＭ算法求解得到最优化参数Ｐ。为便于表示，将待求参数矩阵重写为一维向量

的形式，即

ｐ＝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Ｔ ＝ｖｅｃ（Ｐ）， （２３）
式中ｖｅｃ（·）表示矩阵按列向量化算子。定义

ｈＦ（ｐ）＝ ｛Ｈ
～
Ｆ［ψ（θ１）］，Ｈ

～
Ｆ［ψ（θ２）］，…，Ｈ

～
Ｆ［ψ（θＮ）］｝

Ｔ，ｈＧ ＝ ［Ｈ
～
Ｇ（θ１），Ｈ

～
Ｇ（θ２），…，Ｈ

～
Ｇ（θＮ）］Ｔ。

　　ＬＭ算法解决该非线性拟合问题的框架及伪代码表示如表１所示。
关于ｐ的雅可比矩阵为

Ｊｉｊ ＝
Ｈ
～
Ｆ［ψ（θｉ）］
ｐ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３，４， （２４）

经过一系列推导可得雅可比矩阵的第ｉ行为

Ｊｉ ＝ｗ（θｉ）１，ｔａｎθｉ，－ １
ｋ（θｉ）

，－ｔａｎθｉｋ（θｉ［ ］） ， （２５）

式中

ｗ（θ）＝－ ｋ（θ）Ｈ
～
′Ｆ［ψ（θ）］

［１＋ｋ２（θ）］（ｐ１＋ｐ２ｔａｎθ）
， （２６）

ｋ（θ）＝ｐ３＋ｐ４ｔａｎθｐ１＋ｐ２ｔａｎθ
。 （２７）

　　至此，所有的理论推导完毕。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消除亮度的影响以增强算法稳健性，需先利用Ｓｏｂｅｌ算子［２１］得到原图的梯度图，再

在梯度图像上进行处理。另外，对数极坐标变换使信息集中在低频段，导致两图像的对数幅度谱积分曲线差

异不明显，所以需要对图像频域图进行简单的圆盘高通滤波处理。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所提出的配准方法进行仿真验证，再将其用于实际织物图像的配准场景，并利用分块配准进一步

提高配准效果，最后根据实际织物图像的配准结果进行空间色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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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ＬＭ算法框架的伪代码表示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ｓｉｎｇ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ｄｅ

Ｉｎｐｕ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ｈＧ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０；

Ｏｕｔｐｕｔ：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ｐ＊，ｗｈｉｃｈ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ｓ　ｈＧ－ｈＦ（ｐ）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ｋ：＝０，ｖ：＝２，ｐ：＝ｐ０；

　　　　　　Ａ：＝ＪＴＪ，ｐ：＝ｈＧ－ｈＦ（ｐ），ｇ：＝ＪＴｐ；

　　　　　　ｓｔｏｐ：＝（ｇ !≤１），μ：＝τｍａｘ｛ｄｉａｇ（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２＝３＝１０－６，τ＝１０－３，ｋｍａｘ＝１００

ｗｈｉｌｅ（ｎｏｔ　ｓｔｏｐ）ａｎｄ（ｋ＜ｋｍａｘ）

　　ｋ：＝ｋ＋１；δｐ＝（Ａ＋μＩ）－１　ｇ；

　　ｉｆ（δ ｐ≤２ ｐ ）ｓｔｏｐ：＝ｔｒｕｅ；

　　ｅｌｓｅ

　　　　ｐｎｅｗ：＝ｐ＋δｐ；

　　　　ρ：＝
ｐ ２－ ｈＧ－ｈＦ（ｐｎｅｗ）２

δＴｐ（μδｐ＋ｇ）
；

　　　　ｉｆρ＞０

　　　　　　ｐ＝ｐｎｅｗ；

　　　　　　Ａ：＝ＪＴＪ，ｐ：＝ｈＧ－ｈＦ（ｐ），ｇ：＝ＪＴｐ；

　　　　　　ｓｔｏｐ：＝（ｇ !≤１）｜｜（ｐ ２≤３）；

　　　　　　μ：＝μｍａｘ
１
３
，１－（２ρ－１）［ ］３ ，ｖ：＝２；

　　　　ｅｌｓｅμ：＝μｖ，ｖ：＝２ｖ；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实验中使用的实际织物图像均由多光谱成像系统采集。该系统由光源、滤片轮和一个单色相机组成，采
用滤片轮分光工作模式。在多光谱图像采集过程中，通过滤片轮的转动，将不同波段的滤片放置在物体和相

机镜头之间，形成不同波段的光通道，在每个通道下分别对物体成像，从而得到物体在不同通道下的相机响

应值，最后通过光谱反射率重建得到多光谱图像。

采集到的织物图像物理尺寸约为１０ｃｍ×８ｃｍ，图像分辨率为１８４４ｐｉｘｅｌ×１３８８ｐｉｘｅｌ。综合考虑布料

物理尺寸、图像分辨率、布料可能产生的扭曲程度以及图像纹理的疏密程度，因此采用３×３的分块策略。本

文算法在ＣＰＵ　３．３０ＧＨｚ，内存８ＧＢ计算机上利用Ｍａｔｌａｂ程序运行，不采用分块时配准一对图像大约需要

１．５ｓ。

３．１　仿真结果

对一幅图像［图１（ａ）］先进行的仿射变换（包括平移、旋转、缩放和错切变换）得到图１（ｂ），然后利用本文

方法进行配准效果的分析验证。

由于ＬＭ算法为局部最优算法，其解是否为全局最优依赖于初值的选取。为了给定最优初值，首先对

待配准图像进行粗略匹配，即利用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１３］对可能存在的平移、旋转与缩放变换进行变换

参数的求解，得到变换矩阵的粗略值，作为表１中ＬＭ算法的初值ｐ０，再运用ＬＭ搜索方法得到精确的仿射

变换矩阵。

比较图１（ｄ）、（ｅ）可知，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虽然部分校正了图像的平移、旋转和缩放，但配准

效果仍然不理想，而本文算法最终得到了令人满意的配准结果。这说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无法解决

存在错切变换的配准问题，而本文方法对于周期性图像存在仿射变换的配准具有良好的匹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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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仿真图像配准结果。（ａ）参考图像；（ｂ）待配准图像；（ｃ）原图边缘重叠；（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粗配边缘重叠；

（ｅ）本文方法精配边缘重叠；（ｆ）本文方法精配图像融合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ｂ）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ｄ）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ｅ）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ｉｍａｇ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２　实际织物图像结果

对本文算法进行实际验证，并与基于ＳＩＦＴ特征点配准算法和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的结果进行

对比。
在基于ＳＩＦＴ特征点的配准算法中，周期性元素的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一致，导致特征点对匹配时多数点

对匹配错误，使图像无法配准。由图２（ｂ）可知，经过随机抽样一致（ＲＡＮＳＡＣ）算法［１６］去除错误匹配点对之

后的ＳＩＦＴ特征配准算法结果并未配准。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算法解决了图像的平移、旋转和缩放变

换，虽然结果有所改善，但由于错切变换的存在仍然无法完全配准。本文方法配准结果相对较好，这表明无

论对于仿真测试图像还是对于实际织物图像，本文算法均能很好地配准具有周期元素的织物图像。
仔细观察图２（ｇ）可以发现，加框局部区域配准效果不理想，这说明本文算法在某些局部区域仍不能完

全配准。考虑到织物图像的形变可能会有局部性差异，用一个统一的仿射变换矩阵来描述两幅图像之间的

变换会导致局部区域配准效果不理想，为此引入分块配准思想以得到更好的配准效果。
分块配准将整幅图像划分为若干块，然后对每一局部块分别配准，再拼接为一整幅图。对比图２（ｇ）与

图２（ｈ）可知，在基于本文方法配准的前提下，采用分块配准策略后可以得到更好的配准效果。再选取一组

纹理较为复杂的图像进行分块配准效果验证，对比图３（ｅ）与图３（ｆ）可知，分块配准最终效果优于整幅图直

接配准。

３．３　色差评估

将提出的配准方法应用于织物图像的色差评估中，即将打样图像与标样图像配准后计算对应像素点的

ΔＥＣＭＣ（２∶１）色差从而得到空间色差图［２２］。考虑到图像边缘部分颜色有过渡，色差图中也会相应地出现边缘而

影响真实评估，故在空间色差图中应抑制边缘部分［２３］，依据为

Ｏ（ｘ，ｙ）＝Ｉ（ｘ，ｙ）ｅｘｐ［－ "Ｉ（ｘ，ｙ）κ］， （２８）

"Ｉ（ｘ，ｙ）＝ Ｉ２ｘ（ｘ，ｙ）＋Ｉ２ｙ（ｘ，ｙ槡 ）， （２９）
式中（ｘ，ｙ）为空间像素点坐标，Ｉ（ｘ，ｙ）为色差图，Ｉｘ（ｘ，ｙ）、Ｉｙ（ｘ，ｙ）分别为图像Ｉ（ｘ，ｙ）在ｘ和ｙ方向的梯

度，Ｏ（ｘ，ｙ）为抑制边缘后的图像，κ＝０．８。另外，由于织物为非刚体，不能保证每个像素点均对齐，直接对应

像素点求色差会出现类似椒盐噪声的噪点，故对空间色差图作了窗口直径为３的中值滤波。图４所示色差

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样本的白色、浅蓝色与深蓝色色差较大，黄色色差相对较小［图４（ａ）、（ｂ）］；第二对样本

的粉色色差相对明显［图４（ｃ）、（ｄ）］。

０１３３００２－６



光　　　学　　　学　　　报

图２ 实际织物图像配准结果。（ａ）原图融合；（ｂ）基于ＳＩＦＴ配准图像融合；（ｃ）本文方法配准图像融合；

（ｄ）本文方法分块配准图像融合；（ｅ）原图边缘重叠；（ｆ）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配准边缘重叠；

（ｇ）本文方法配准边缘重叠；（ｈ）本文方法分块配准边缘重叠

Ｆ　 ｉｇ．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ａ）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ｂ）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ＦＴ；

（ ｃ）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ｆ）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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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分块配准效果。（ａ）原图融合；（ｂ）未分块配准边缘重叠；（ｃ）分块配准边缘重叠；（ｄ）分块配准图像融合；

（ｅ）未分块配准边缘重叠局部放大；（ｆ）分块配准边缘重叠局部放大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ｂ）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ｅｄ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ａｇ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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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仿射变换与ＬＭ算法的织物图像配准方法，该方法将两幅图像的配准问题转化为两幅

图像对数极坐标频谱积分曲线的匹配问题，进而利用ＬＭ 局部最优算法求解仿射变换参数，有效解决了具

有周期元素的多光谱织物图像配准问题。另外，分块配准思想的引入进一步改善了配准效果。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在仿真和实际图像的配准上均达到了理想的效果。此外，在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配准的基础上，
引入空间色差概念，根据空间色差图可以直观评估标样图像与打样图像空间色差，亦验证了该算法的实际使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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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色差评估示例。（ａ）（ｃ）标样图像打样图像配准后融合；（ｂ）（ｄ）标样图像打样图像空间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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