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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螺纹牙型非接触检测失真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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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对圆柱螺纹进行非接触检测时，螺纹牙型会产生失真现象，为此提出图像校正的方法。从螺纹牙

型失真的几何原理出发，建立相应的螺纹数学模型，对采集的螺纹图像进行校正，获得真实的螺纹牙型，并通过软

件仿真和试验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同时表明图像校正的方法提高了圆柱螺纹非接触检测的精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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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螺纹在机器设备标准零件中被广泛使用，提高

其检测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

。

通过接触检测获得螺纹重要参数的方法有螺纹

千分尺、三针法等
［４～５］

，但是这些方法都存在缺

点
［６～７］

，例如费时、出错率高，对操作人员要求较高。

近年来，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特别是几何运算算

法和图像处理算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８～１０］

。Ｃａｎｎｙ

Ｊ［１１］提出了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边界检测方法。

ＰａｖｌｉｄｉｓＴ等［１２］
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的算法，这种

方法能将区域生长和边界检测联系起来。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１３］等基于扫描线近似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边

界检测算法，可用于各种图像处理中。

基于各种图像处理算法，出现了一系列非接触

螺纹自动检测系统。ＪｏｓｈｕａＭｕｔａｍｂｉ等［１４］
提出了运

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来测量螺纹参数的方法，包括

ＣＣＤ摄像机校正、图像获取、边界检测、图像处理、

数据分析、误差分析。ＳｈｅｎＳｈａｏｗｅｉ［１５］开发了基于

ＣＣＤ 摄 像 机 的 螺 纹 参 数 非 接 触 测 量 系 统。

ＧａｄｅｌｍａｗｌａＥＳ［１６］运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

开发了圆柱螺纹自动检测、监控系统，这种系统不仅



能检测各种螺纹，而且能检测螺纹大部分的参数

（１６种），提供参照螺纹和偏差范围检测。
上述基于 ＣＣＤ摄像机的非接触检测系统主要

通过图像处理算法的改进、优化，软硬件系统的不断

完善来提高螺纹检测的精度，并未研究通过图像处

理来消除螺纹牙型失真。因此，本文从螺纹的空间

几何原理出发，提出运用图像校正的方法来消除螺

纹牙型的失真。

１　圆柱螺纹牙型失真现象

螺纹的非接触检测通常是控制 ＣＣＤ摄像机扫
描螺纹投影，并对投影图像进行预处理、二值化、边

界检测、参数提取，如图 １所示。当螺纹轴线与
ＣＣＤ摄像机轴线平行时，获得的螺纹投影中，螺纹
牙型会产生失真现象。

图 １　螺纹轴线与 ＣＣＤ摄像机轴线平行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ａｘｉ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ｔｏ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ａｘｉｓ
　
螺纹牙型边界会形成阴影区域，从而无法获得

真实的螺纹牙型，造成测量误差，如图２所示。

图 ２　螺纹牙型边界形成的阴影

Ｆｉｇ．２　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ｆｏｒｍ
　
传统的处理方法是使螺纹轴线与 ＣＣＤ摄像机

轴线保持一个螺纹升角 ，从而消除因为螺纹几何
关系造成的螺纹牙型投影失真，如图３所示。然而，
这种传统的解决方法存在着费时、对操作人员要求

较高、需要高精度的调整设备等缺点。

２　圆柱螺纹牙型失真几何原理分析

构建如图 ４所示的三维坐标系，螺纹轴线平行
于 ｚ轴方向，投影方向沿 ｙ轴方向。坐标平面 ｘＯｚ
为螺纹轴截面，它与螺纹牙相交形成的直线（例如

直线 ＡＢ、直线 Ａ′Ｂ′）为真实的螺纹牙型，反映了真
实的螺纹参数信息。

如图 ５所示，真实螺纹牙型直线 ＡＢ绕螺纹轴
线旋转１８０°到达直线 Ａ′Ｂ′，形成空间曲面 Ω。平面

图 ３　螺纹轴线与 ＣＣＤ摄像机轴线不平行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ａｘｉｓｎ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ｔｏ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ａｘｉｓ
　

图 ４　三维空间投影关系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３Ｄｓｐａｃｅ
　
ｘ＝ａ（ｘＡ≤ａ≤ｘＢ）平行于坐标平面 ｙＯｚ，与直线 ＡＢ
相交于一点 Ｍ，点 Ｍ绕螺纹轴线旋转 １８０°达到点
Ｍ′（Ｍ′在直线 Ａ′Ｂ′上），形成空间曲线 ｓ１。点 Ｍ′是
平面 ｘ＝－ａ与真实螺纹牙型直线 Ａ′Ｂ′的交点。

图 ５　螺纹空间几何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３Ｄｓｐａｃｅ
　
在直线 ＭＢ上取一点 Ｎ（ｘＭ≤ｘＮ≤ｘＢ），点 Ｎ绕

螺纹轴线旋转１８０°达到点 Ｎ′，形成空间曲线 ｓ２。ｓ２
与平面 ｘ＝－ａ相交于一点 Ｎ″（Ｎ绕螺纹轴线旋转
小于１８０°）。在平面 ｘ＝－ａ上，当点 Ｎ″的值小于点
Ｍ′（ｚＮ″≤ｚＭ′）时，真实螺纹牙型上的点 Ｍ′就会被遮
蔽，如图６所示。

图 ６　真实螺纹牙型阴影

Ｆｉｇ．６　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ｒｅａｌｔｈｒｅａｄ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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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点 Ｎ都会在平面 ｘ＝－ａ上形成阴影点，
从而直线 ＭＢ在平面 ｘ＝－ａ上形成一条阴影直线。

在平面 ｘ＝ａ上，ａ取［ｘＡ，ｘＢ］之间的任意值时，
形成如图６所示的阴影区域 Λ。

３　圆柱螺纹数学模型

在图５中，点 Ａ的坐标为（ｘＡ，ｚＡ），直线 ＡＢ的斜

率为 ｋ，所以直线 ＡＢ可以表示为
ｚ＝ｋ（ｘ－ｘＡ）＋ｚＡ （１）

点 Ｍ（ｘＭ，ｚＭ）是平面 ｘ＝ａ和直线 ＡＢ的交点，
所以满足

ｘＭ＝ａ

ｚＭ＝ｋ（ｘＭ－ｘＡ）＋ｚ{
Ａ

（２）

其中变量 ａ表示螺纹牙型上的点与螺纹轴线的距
离，其范围为［ｘＡ，ｘＢ］。

点 Ｍ绕螺纹轴线旋转 １８０°达到点 Ｍ′（Ｍ′在直
线 Ａ′Ｂ′上），所以点 Ｍ′可表示为

ｘＭ′＝－ａ

ｚＭ′＝ｋ（ｘＭ－ｘＡ）＋ｚＡ＋
ｐ{
２

（３）

点 Ｎ″是空间曲线 ｓ２与平面 ｘ＝－ａ的交点
（Ｎ绕螺纹轴线旋转小于１８０°），ｐ是螺纹的螺距，所
以满足

ｘＮ″＝ｘＮｃｏｓα＝－ａ

ｚＮ″＝ｋ（ｘＮ－ｘＡ）＋ｚＡ＋ｐ
β
２

{
π

（４）

其中 β＝ａｒｃｃｏｓ－ａｘＮ
式中　β———点 Ｎ绕螺纹轴线旋转角度，它的取值

范围为［０，π］
由式（４），可以得到

ｚＮ″＝ｋ（ｘＮ－ｘＡ）＋ｚＡ＋
ｐ
２π
ａｒｃｃｏｓ－ａ

ｘＮ
（ｘＮ∈［ｘＭ，ｘＢ］） （５）

对于平面 ｘ＝－ａ，为求得阴影区域 Λ在平面
ｘ＝－ａ上的边界值，即 ｚＮ″在 ｘＮ∈［ｘＭ，ｘＢ］上的最小
值，对式（５）求导可得

ｚ′Ｎ″＝ｋ－
ａｐ

２πｘ２Ｎ
１－ａ２

ｘ２槡 Ｎ

（６）

令式（６）为零可得
４π２ｋ２ｘ４Ｎ－４π

２ｋ２ａ２ｘ２Ｎ－ａ
２ｐ２＝０ （７）

求解式（７），可以得到

ｘＮ＝
πｋ２ａ２＋ π２ｋ４ａ４＋ｋ２ａ２ｐ槡

２

２πｋ槡 ２ （８）

对于平面 ｘ＝－ａ，如果螺纹牙型不产生阴影，
则式（５）取得极值时，点 Ｍ和点 Ｎ为同一点，即ｘＮ＝
ｘＭ＝ａ，代入式（８）化简可得

ｋ２ａ２ｐ２＝０ （９）
对于圆柱螺纹而言，只有牙型角为零（ｋ＝０）或

螺距为零（ｐ＝０）时，螺纹真实牙型边界才不会形成
阴影区域。

将式（８）代入式（５），得到平面 ｘ＝－ａ处 ｚＮ″的
最小值，即阴影边界点

ｚＮ″＝ (ｋ πｋ２ａ２＋ π２ｋ４ａ４＋ｋ２ａ２ｐ槡
２

２πｋ槡 ２ －ｘ )Ａ ＋ｚＡ＋

　 ｐ
２π
ａｒｃｃｏｓ －ａ

πｋ２ａ２＋ π２ｋ４ａ４＋ｋ２ａ２ｐ槡
２

２πｋ槡 ２

（１０）

对于式（１０），ａ取［ｘＡ，ｘＢ］的任意值时，就形成
了阴影区域 Λ的阴影边界线，如图６所示。

令螺纹牙型角为 α，则斜率 ｋ可以表示为

ｋ＝ｔａｎα
２

（１１）

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则阴影区域 Λ的阴影边
界线可表示为

ｚｖｉｓｕａｌ＝ｔａｎ
α






２

πａ２ｔａｎ２ α２
＋ π２ａ４ｔａｎ４ α２

＋ａ２ｐ２ｔａｎ２ α
槡 ２

２πｔａｎ２ α
槡 ２

－ｘ





Ａ ＋ｚＡ＋

ｐ
２π






ａｒｃｃｏｓ －





ａ
πａ２ｔａｎ２ α２

＋ π２ａ４ｔａｎ４ α２
＋ａ２ｐ２ｔａｎ２ α

槡 ２

２πｔａｎ２ α
槡




２






－１

（１２）

　　由式（３）得到真实螺纹牙型边界方程（直线
Ａ′Ｂ′）为

ｚｒｅａｌ＝（ａ－ｘＡ）ｔａｎ
α
２
＋ｚＡ＋

ｐ
２

（１３）

为了校正螺纹图像，需要得到真实螺纹牙型边

界方程和阴影区域阴影边界方程的差值方程，将

式（１３）减去式（１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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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ｖｉｓｕａｌ＝ｔａｎ
α






２
ａ－

πａ２ｔａｎ２ α２
＋ π２ａ４ｔａｎ４ α２

＋ａ２ｐ２ｔａｎ２ α
槡 ２

２πｔａｎ (２ α )槡




２

－

ｐ
２π







ａｒｃｃｏｓ －




ａ

πａ２ｔａｎ２ 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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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螺纹数学模型仿真

为验证所建立的螺纹数学模型正确性，选用

Ｍ２０普通螺纹，螺距 ｐ＝２ｍｍ，牙型角 α＝６０°，运用
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模拟仿真。绘制圆柱螺纹真实牙
型曲线、阴影区域边界曲线和校正所需的差值曲线。

在图７中，阴影区域在螺纹牙型各个区域都存在，从而
造成了螺纹牙型的失真，无法获得真实的螺纹参数。

图８显示了校正差值与螺纹轴线距离ａ的关系。

图 ７　仿真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ａ）螺纹牙型左上侧　（ｂ）螺纹牙型右上侧

（ｃ）螺纹牙型左下侧　（ｄ）螺纹牙型右下侧

　

图 ８　差值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５　数学模型验证和真实螺纹牙型重构

５１　螺纹数学模型验证
螺纹非接触检测设备包括 ＣＣＤ摄像机（ｉｎｓｉｇｈｔ

５４０３）、光源、变压器、电源线、网线、机架、螺纹量
规。ＣＣＤ摄像机采集的螺纹图像通过网线传入上
位机，运 用康耐视 公司 图像处 理 软 件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４３０完成螺纹参数的提取。

选用螺纹塞规 （Ｍ２０×２）作为试验对象［１７］
，采集

其图像，通过一系列处理来完成数学模型的验证，同时

根据建立的数学模型完成真实螺纹牙型的重构。

图９显示了对 ＣＣＤ摄像机获得的螺纹图像进
行校正的过程，通过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获得真实螺纹牙型
上的点及其差值。同时，通过软件 ＩｎＳｉｇｈ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４３０可以从图像中提取螺纹牙型阴影区域边界上
的点，这些点的值减去相应的差值，就可以得到校正

后点，通过曲线拟合得到真实螺纹牙型。与通过软

件 Ｍａｔｌａｂ获得的理想数学模型上的点比较，可以验
证该图像校正方法的可行性。

图 ９　图像校正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９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５２　真实螺纹牙型重构
从ＣＣＤ摄像机获得的螺纹塞规图像如图 １０所

示。

图 １０　ＣＣＤ摄像机获得的图像

Ｆｉｇ．１０　Ｉｍａｇ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

　
在螺纹图像中，从右上侧螺纹牙型获得 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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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范围在９０～９９ｍｍ，如图１１所示。
表１为试验数据以及数据分析的结果。序号 １

是点与螺纹轴线的距离，序号 ２是图像上提取的阴
影区域阴影点，序号３是校正所需的差值，序号４是
校正后真实螺纹牙型上点，序号 ５是理想螺纹牙型
上点。序号６为理想螺纹牙型上点与校正所得真实
螺纹牙型上点的差值，最大偏差值７２μｍ。

为消除其他因素对螺纹测量精度的影响，本文

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严格控制，并选择２０个标准螺
纹塞规（Ｍ２０×２）作为样品，编号为 １～２０。根据上
述图像校正方法，得到螺纹图像校正结果，螺纹塞规

　　

图 １１　图像提取

Ｆｉｇ．１１　Ｉｍａ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表 １　螺纹图像校正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ｉｍａｇｅ ｍｍ

序号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ｐ９ ｐ１０

１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２ ０７１５１ ０６５７８ ０６００４ ０５４３１ ０４８５８ ０４２８４ ０３７１１ ０３１３８ ０２５６４ ０１９８８

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８９

４ ０７０５４ ０６４８２ ０５９０９ ０５３３７ ０４７６５ ０４１９２ ０３６２０ ０３０４８ ０２４７５ ０１８９９

５ ０７０２４ ０６４４６ ０５８６９ ０５２９１ ０４７１４ ０４１３７ ０３５５９ ０２９８２ ０２４０５ ０１８２７

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２

样品最大偏差值分别为 ７２μｍ、６９μｍ、６９μｍ、
７１μｍ、７２μｍ、７２μｍ、６９μｍ、７１μｍ、７１μｍ、
７２μｍ、７２μｍ、６８μｍ、６９μｍ、７１μｍ、７０μｍ、
７３μｍ、７２μｍ、６９μｍ、６９μｍ、７２μｍ。从统计
结果可知：对于各个螺纹塞规，最大偏差值差别较

小，这个偏差值主要由螺纹牙型失真引起，而通过图

像校正可以消除螺纹牙型失真。

得到校正后的螺纹牙型上的点后，运用曲线拟

合的方法就可以得到真实螺纹牙型，如图１２所示。

６　结论

（１）通过对螺纹几何原理的分析，建立了螺纹
的数学模型，包括真实螺纹牙型方程、阴影区域阴影

边界方程、差值方程。

（２）运用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模拟仿真，绘制圆柱
螺纹真实牙型曲线、阴影区域边界曲线和校正所需

　　

图 １２　真实螺纹牙型边界拟合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Ｅｄｇ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ａｌｔｈｒｅａｄｆｏｒｍ
　
的差值曲线。

（３）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数据采集，发现校正
后点和理想牙型上的点很吻合。通过曲线拟合，重

建了真实的螺纹牙型，因此可以获得更精确的螺纹

参数，包括牙型角、螺距、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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