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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像预处理是后期继续进行图像相关研究的先驱#准确有效的采用合适的预处理方法起着关

键作用$在对贝叶斯公式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后#针对贝叶斯算法处理庞大数据的高效性和处理对象的

独立性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设定整体阈值和分段阈值#并且寻找最佳阈值分割图像的方法#对人脸图像进

行预处理$仿真实验得出结论表明'此法能利用短时间#清晰明了的分辨出人脸及器官#屏蔽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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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

在实际应用中#预处理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其一#由于受噪声+光照等方面的影响#系统获得的图像的

质量不高#所以需要进行预处理#以有利于提取大家感兴趣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要根据系统的不足或环境

的影响!如光照"#采取有一定针对性的措施. 其二#获取的图像信息不符合后续操作的具体要求#这时也需

要对图像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预处理#例如尺寸#角度方面的要求. 总之#预处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

需要全面考虑整个系统的性能.

?'预处理普遍方法

由于受采集设备+光照条件+被检测的人脸状态+角度+以及噪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集到的

初始图像效果比较差#这对于人脸特征的提取是很不利的#很难再相同标准下对人脸图像信息进行比较. 因

此#首先要对初始图像进行相应的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或消除光照+姿态+噪声等因素对人脸识别的影

响. 人脸图像预处理主要包括图像去噪处理+图像灰度预处理+角度预处理和尺度预处理等四个部分'@(

.

!@" 对图像去噪. 图像中的噪声是因为在图像成像或传输过程中受到各种干扰而产生的信号扰动#这

些扰动有些表现为局部的亮点或者暗点#还有些则会使图像变得很模糊. 如果图像不能消除这些噪声#那

么有用的特征信息将无法准确地从灰度图像中提取出来或者淹没在噪声中. 传统$;76 法取最佳阈值#速度

非常慢#而且容易去噪的时候将人脸边缘部分也去除#如实验结果中的图 @!V".

!?" 对图像进行灰度预处理. 灰度差异是人脸不同部位对反射光线程度的不同在人脸图像中的反映#

可以利用这一特性从从人脸图像中提取出很多特征信息. 通常情况下#由于在成像时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



响#使得人脸图像出现过于偏暗+偏亮+亮度范围不够以及对比度不明显等现象#将影响到人脸特征提取过

程中的精度#同时也会大大增加提取的难度. 因此对灰度图像首先进行光照处理是很有必要的. 灰度预处

理就是对图像进行灰度变换#从而得到质量较高的图像信息. 例如单一的二值化即是对图像简单的设置黑

白色灰度值如实验结果图 @!:". 基于光补偿的二值化容易产生人脸的噪点#不利于研究#如实验结果中的

图 @!4".

图 @'实验测试结果图

!!" 对图像进行角度预处理. 因为人脸识别的特殊性#不需要直接接触#所以多数情况下取得的人脸图

像不能保证是完全正立的. 给识别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要对人脸的图像进行一定的角度矫正才能

提高人脸识别的精确程度. 对人脸图像的角度矫正方法比较多#有模板匹配法+灰度统计法以及姿态估

计法.

!'系统预处理方案

本系统预处理采用的是基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最佳阈值分割. 贝叶斯分类算法是统计学分类方法#它

是一类利用概率统计知识进行分类的算法.

朴素贝叶斯算法444设每个数据样本用一个 7 维特征向量来描述 7 个属性的值#即&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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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给定一个未知的数据样本6!即没有类标号"#若朴素贝叶

斯分类法将未知的样本6分配给类,

D

#则一定是

\!,

D

:6" =\!,

S

:6" @

&

S

&

$#S

2

D !@"

''根据贝叶斯定理和贝叶斯公式的关联与拓展#对贝叶斯算法加以改进得到以下预处理的方法.

全局和局部结合的原则具体如下&

!@" 使用全局法考察整幅图像#计算出全局阈值(. 对那些远离全局阈值(的点按此阈值二值化#因为

这些点以全局阈值为参照很明显是属于前景或背景.

!?" 用局部阈值法二值化那些离(稍近的点. 与此同时#伪影也能被消除.

!!" 距离远近判断是该点灰度与全局阈值(的差值#可取 @" qF"#实验表明距离取 ?" 较好.

!I" 窗口选择对全局阈值法和局部阈值法相结合使用时影响不大#考虑到计算速度和二值化效果#窗口

可取ZP@ qG#实验表明ZP! 较好.

I'实验结果与结论

!@"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值分割法的特点是适用于目标与背景灰度有较强对比的情况#

而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所处环境正是强对比性的环境下. 本文采用基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图像最佳阈值分

割. 图像预处理结果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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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最佳阈值分割处理

!?" 结论. 由于图像预处理#处理的数据量之大#本研究利用贝叶斯理论等相关知识#不仅能够大量处

理图片信息#并且能够有效快捷的将图像处理清晰#得到想要的结果样本. 再者通过最佳阈值的方法#先总

体再局部#一步步将人脸面部器官的轮廓描述出来#也达到的更加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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