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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爬峰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割的树冠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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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现有爬峰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割进行树冠提取时存在的问题进行直方图压缩和基于类的二次合并

两方面的改进，并将改进后的爬峰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上模拟实现。以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基础数据源提取单木树冠，分

析树冠面积提取精度，验证改进爬峰法对高分遥感影像树冠分割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实验样本精度均达到

８５％以上，与传统目视解译精度比较相差较少，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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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的不断发

展，其目标地物清晰，地物景观结构、形状、纹理和细

节等信息明显的特点日渐突出，并逐步成为小尺度

光学遥感应用的重要数据源。因此，利用高空间分

辨率遥感影像对地物进行分割逐步成为遥感图像理

解、地物识别的关键问题
［１］
。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割的相关研究及应用

已有不少，但通常都是将用于灰度图像的基于像素

的分割方法直接或经过改进用于高分辨率图像的分

割
［２－３］

，致使分类精度降低并造成空间数据的大量

冗余。近年来，在基于分割的特征提取及面向对象

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
［１］
。模糊理论、

数学形态学、小波特征、支持向量机、人工神经网络、

分水岭变换及边缘生长等多种方法先后得到应

用
［４－１６］

。事实上，对高分辨率影像进行图像分割

时，更多的是要利用几何信息和结构信息
［３］
。

在众多的图像分割方法中，基于特征空间的聚

类法主要是基于图像上特征向量在特征空间中会形

成局部高密度区域这一事实
［１７］
。爬峰法是此种聚

类方法中非参数、非迭代的典型方法。爬峰法作为

一种聚类方法用于图像分割中，存在着直方图压缩

效果不显著和未考虑图像空间两大问题
［１７］
，本文针

对原有爬峰法这两大问题，对爬峰法进行改进，并将

改进的爬峰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模拟实现。利用改进的
方法，对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及门头沟葡山林区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进行树冠面积提取实验。

１　研究区及数据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的

苏家坨镇境内，东经１１６°２８′，北纬３９°５４′，总面积约
为８３２０４ｈｍ２，平均海拔为 ５００ｍ，主峰海拔高达
８８９ｍ，森林覆盖率高达９６％以上，景区内有９０万 ｍ２

的原始森林，有陆地植物１１０科３１３属６８４种。
门头沟葡山林区位于大峪草帽山西侧，东经

１６５°０４′，北纬 ３９°５５′。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０％左右，
以暖温带落叶及阔叶林为主要植被，其中灌木林面

积达到４５％，对北京市生态屏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２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１２１　影像数据及预处理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包括全色波段和多光谱波段，获
取的影像覆盖整个实验区域，无云覆盖，轨道校正，

质量较好。

针对两研究区影像分别进行处理，利用各地区

地形图，分别选取４０个控制点对全色和多光谱影像
进行几何精纠正，其均方根在一个像素范围内，符合

图像处理精度要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０６ｍ空
间分辨率的全色波段和２４ｍ分辨率的多光谱波段
进行融合，以充分利用影像的光谱和空间信息进行

综合分析，融合后影像空间分辨率为０６ｍ。
１２２　外业数据获取及处理

在研究区内划定树木生长状况较好的区域作为



实验区，利用卷尺分别测定实验区内２０株不同大小
单木的东西及南北两方向冠幅，单位为米。

对外业调查中所观测的每株树木进行编号。计

算２个方向冠幅平均值作为树冠直径 Ｒ，按圆形计
算面积作为树冠面积，即 Ｓ＝πＲ２／４。

２　原理与方法

爬峰法是一种非参数、非迭代的聚类方法，可以

聚类任意形状和大小的数据。该方法是基于一种假

设：直方图中，每个类都是单峰的，每个明显的局部

密度最大值代表了特征空间的一个类，也代表了图

像中相同性质的区域，通过搜索直方图中的峰，将特

征空间进行聚类，映射回图像空间即可实现对图像

的分割
［１８－２０］

。

爬峰法作为一种聚类方法应用于图像分割，存

在两方面局限性：针对特征空间进行分类，但未考虑

图像空间关系；直方图压缩效果不显著。针对这两

方面的问题，对爬峰法进行改进，以应用于图像分

割，并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模拟改进算法的实现。主要
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ｏｕｔｅ
　
２１　直方图压缩

按照爬峰法的一般步骤，首先要建立一个总体

大小和栅格尺寸都合适的直方图。对于高分辨率影

像，用原图像的像素去填充所建立的直方图时，会由

于像素个数相差大而非常稀疏。因此，直方图压缩

是不容忽视的步骤。整个直方图压缩过程主要分

为：图像降维、栅格尺寸变换和截尾去噪。

（１）图像降维：主成分分析是一种考虑了变量
之间相关关系，且能够尽量减少信息丢失的线性变

换方法，可以有效地压缩数据，同时增强信息量，故

选用主成分分析来实现降维。

（２）栅格尺寸变换：现有爬峰法之所以会存在

直方图压缩效果不显著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它对

所有类采用了相同的栅格边长
［１７］
。事实上，不同类

型在特征空间中其分布形状及大小等都是有差异

的，对它们进行栅格量化时，要保证原有信息不发生

变化，各类所适宜的栅格边长会各不相同的。

经过主成分变化后，若用统一数值代替栅格大

小会造成第一主分量分割过粗而最后一个主分量分

割过细的结果。由此需进行改变，即对不同主分量

的信息量采用不同数值代替，依据主成分特征值的

大小确定各主分量的栅格尺寸。以最小栅格尺寸为

基础，变换（增大）各主分量栅格尺寸。通过对直方

图压缩的改进，达到更好的分割效果。

（３）截尾去噪：为缩小数据的分布范围、提高分
析速度，同时又不损失图像信息，在直方图压缩中增

加截尾去噪处理
［２１］
。

２２　直方图压缩参数确定
为确定改进爬峰法中的各项参数，在所获取的

鹫峰地区影像中，截取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大小、地物
相对丰富且特征明显、同时包含外业调查实验区的

影像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主成分变换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成分变化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主分量 １ ２ ３ ４

特征值 １６２６９ １１８７３ ０７２５２ ０４６０６

累计贡献率／％ ４０６７ ７０３５ ８８４８ １００

主分量间距 １９９ ２４０ １６９ ２１０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在整个实验区域内，前３个
主分量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８８４８％，满足要求。此
后，分别用第１、２、３主分量的栅格尺度为（２，２，２）、
（４，４，４）、（２，４，６）、（２，４，８）进行实验，以确定合适
的栅格尺寸，其结果如图２所示。

综合比较图２，图 ２ａ中，栅格尺寸全部设为 ２，
效果最不理想，几乎不能分辨乔木、灌木和裸地，这

是因为过度强调了 ２、３波段上的植被信息，导致乔
木、灌木以及有少量植被的裸地无法区分；图２ｂ中，
当尺寸都设为４，虽然依旧无法突出第一波段信息，
但由于压缩了２、３波段的细节，能大致区分裸地、灌
木和乔木。图２ｃ与图２ｄ相比，由于图 ２ｃ第三波段
栅格尺寸设置较小，对此波段的信息压缩不明显，第

三波段的微小差异使得图２ｃ的地物分割比图 ２ｄ更
加细碎。综合几个因素考虑，在本实验图内，栅格尺

寸按主成分特征值分别设为（２，４，８）最为合理。
分析比较截尾去噪２％及４％的截尾尺寸，由于

剩余点数越多，误差越大，当用 ２％进行实验时，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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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栅格尺寸实验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ｓ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ｔ
（ａ）（２，２，２）　（ｂ）（４，４，４）　（ｃ）（２，４，６）　（ｄ）（２，４，８）

　
余点有９４９６３０个，约占总像素的９５％，因此确定选
择２％进行截尾。在完成整个直方图压缩后，原本
４２９５×１０９ 个单元的五维直方图压缩为含有
２０９８８×１０５个单元的四维直方图。
２３　基于类的二次合并

在进行类的二次合并时，目前已有的研究多采

用亲和度、聚合度等进行二次分割。这些方法计算

过程复杂，不能很好地考虑两峰中间的聚类。考虑

到这些局限性，同时为加快程序运行速度，提高分割

精度，在二次聚类时，采用 Ｋ均值法进行快速聚类。
在整个聚类过程中，要确定初始点、迭代次数及量度

距离：

（１）初始点确定：为提高初始点的离散度，确
保最终分类的准确性，采用最大最小距离法确定

初始点，以保证各初始类别之间尽可能地保持最

大距离。

（２）迭代次数确定：为提高运算速度，在采用最
大最小距离法获取离散度较高的初始点后，将迭代

次数设为常数。图像的精度是随着迭代次数 Ｎ的
增加而提高的，但由于在实际应用中，寻找满足传统

Ｋ均值法的 Ｎ的最小值在编程实现上有很大难度，
所以，必需找到一个能够有效提高分割精度，同时又

缩短程序运行时间的 Ｎ值。
（３）量度距离确定：在常用的马氏距离和欧氏

距离中，马氏距离易造成分割细节不明显，故采取欧

氏距离参与类的二次合并。

２４　基于类的二次合并参数确定
完成直方图压缩后，采用基于像素的爬峰聚类，

爬峰后进行类的二次合并。通过最大最小距离法确

定初始点的结果如表 ２所示。确定初始点后，保持
所有参数不变，利用实验确定迭代次数，实验结果如

图３所示。
由图３ａ～３ｃ对比可知，由于初始类别中心相互

之间差距很大，进行前两次迭代获得的分类图像差

别效果很明显。但是３次迭代之后，从图３ｃ～３ｆ，虽
然有些类的范围在扩大，有些类在缩小，但是调整幅

表 ２　最大最小距离法初始点确定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初始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第一波段 ８４ ２ １６ ４３ １２２ ６３ ２３ １４１ １０３ １３

第二波段 ８ ３０ ５１ ３９ ５１ ３６ ２０ ５５ ４６ ４９

第三波段 ２ ３７ ５ ３ ４ ４ ７ ８ １８ １５

度已不那么明显甚至可以认为微乎其微。通过对比

图像效果，最终确定迭代次数 Ｎ＝６。该值既可以保
证图像分割结果足够精确，又可以缩短程序的运行

时间。

２５　爬峰模拟实现
由于 Ｍａｔｌａｂ中没有指针，没有办法建立有向

树，经综合各项考虑，采用有向树的基本思想，在程

序中建立一个长度为直方图所有栅格数的数组

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来记载每个点归属峰的索引值。设置一
个数组 ｃｌａｓｓ为暂存器，每个点都对应着一个 ｃｌａｓｓ
用来记录从此点出发爬到某个“峰”时经过所有点

的索引值。显然，数组 ｃｌａｓｓ里最后一个数即为
“峰”的索引值，然后将“峰”的索引值赋予该 ｃｌａｓｓ
里包含的所有经过的点对应在 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里的位
置。若该点直方图上值为０，没有计算必要，ｃｌａｓｓ为
空集。对图像中的每一个点都进行求 ｃｌａｓｓ，若在爬
峰过程中遇到某点在 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的对应值非零，说
明此点已分类，立刻将该 ｃｌａｓｓ里所有点在 ｉｎｄｅｘ
ｔａｂｌｅ里所有点都赋予所在数组中最后一点的索引
值。接着对下一点进行爬峰聚类，直至所有点都完

成一遍爬坡，得到爬峰结果数组 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图 ４
为爬峰法模拟实现流程。

３　结果及精度分析

在林业研究中，树冠是研究森林结构的重要依

据。通过提取其单木树冠面积，可以获得蓄积量、生

长量等信息
［２２－２３］

。

为定量化验证改进爬峰法图像分割在树冠提取

中的精度，利用爬峰实验中经过外业调查部分的影

６９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图 ３　不同 Ｎ值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Ｎ
（ａ）Ｎ＝１　（ｂ）Ｎ＝２　（ｃ）Ｎ＝３　（ｄ）Ｎ＝６　（ｅ）Ｎ＝９　（ｆ）Ｎ＝１２

　

图 ４　爬峰法模拟实现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ｅａｋ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像导入至 Ｍａｔｌａｂ爬峰程序，作为实验组；同时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软件通过目视解译完成树木树冠的勾画与
面积统计，作为参照。再用外业调查数据计算树干

面积作为真实值，３组数据组合，对爬峰法结果进行

精度分析。

３１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实验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对鹫峰研究区影像进行分析，结

果如图５～７所示，其树冠面积计算结果对比如表 ３
所示。

图 ５　真彩色合成图像

Ｆｉｇ．５　Ｔｒｕ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
　

３２　门头沟葡山林场实验结果

为提高改进爬峰法的实验可信性及方法的可推

广性，对门头沟地区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进行改进爬峰实
验，并参照上述鹫峰地区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所

得结果如图８～１０所示，树冠提取数据见表４。

３３　实验结果精度分析

样本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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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目视解译结果（鹫峰）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ｕａｌ
　

图 ７　爬峰法结果（鹫峰）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ｅａｋｉｎｇｃｌｉｍｂ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 ３　树冠面积计算结果对比（鹫峰）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ｒｅｅｃｒｏｗｎ

树木

编号

爬峰法对比 目视解译对比

实测值／

ｍ２
爬峰法／

ｍ２
相对

误差／％

实测值／

ｍ２
目视

解译／ｍ２
相对

误差／％

１ １０２３ ８３４ ０１８ １０２３ １０７８ ００５

２ １４５２ １４８８ ００２ １４５２ １３２７ ００９

３ １７４６ １７７４ ００２ １７４６ １８６９ ００７

４ １４２３ １４８８ ００５ １４２３ １４８７ ００４

５ １８８７ １９０５ ００１ １８８７ １７６２ ００７

６ ３９８ ４１７ ００５ ３９８ ４４７ ０１２

７ ８５２ １０４８ ０２３ ８５２ ８５１ ０００

８ ４８８ ５９５ ０２２ ４８８ ６０１ ０２３

９ １０５６ ４７６ ０５５ １０５６ １１３７ ００８

１０ ３０３７ ３０２１ ００１ ３０３７ ３１３１ ００３

１１ ２５４１ ２５０１ ００２ ２５４１ ２３０４ ００９

１２ １７８９ １７２６ ００４ １７８９ ２１４６ ０２０

１３ １６３２ １４２０ ０１３ １６３２ １９０５ ０１７

１４ ３２４６ ３１２６ ００４ ３２４６ ３７４５ ０１５

１５ ６１７ ４１６ ０３３ ６１７ ６２３ ００１

１６ ３５６５ ３５５５ ０００ ３５６５ ３１４５ ０１２

１７ ８２１ ７１４ ０１３ ８２１ ９５０ ０１６

１８ ８５６ ８１３ ００５ ８５６ １００６ ０１８

１９ ３３８３ ３５４８ ００５ ３３８３ ２８９９ ０１４

２０ ３４７４ ３４４８ ００１ ３４７４ ３６３７ ００５

图 ８　真彩色合成图像（葡山林区）

Ｆｉｇ．８　Ｔｒｕ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
　

图 ９　目视解译结果（葡山林区）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ｕａｌ
　

图 １０　爬峰法结果（葡山林区）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ｅａｋｉｎｇｃｌｉｍｂ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
ｎ

ｉ＝１
（１－δｉ）／ｎ （１）

式中　δｉ———样本相对误差　　ｎ———样本数
［２４］

由式（１）及表 ３数据分析，利用改进爬峰法提
取树冠的精度 Ｃ达到 ８９４２％，满足计算森林生物
量的要求。同时可以得到利用目视解译提取树冠的

精度 Ｃ为８９７６％；结合表 ４数据，改进爬峰法实验
精度为８９８３％，目视解译精度达到较高的分割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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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树冠面积计算结果对比（葡山林区）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ｒｅｅｃｒｏｗｎ

树木

编号

爬峰法对比 目视解译对比

实测值／

ｍ２
爬峰法／

ｍ２
相对

误差／％

实测值／

ｍ２
目视

解译／ｍ２
相对

误差／％

１ ９６３ ８６３ ０１０ ９６３ ９１２ ００５

２ １０６４ １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０６４ ９６３ ００９

３ １２３８ ９７８ ０２１ １２３８ １０５６ ０１５

４ ６２３ ７３４ ０１８ ６２３ ７３２ ０１７

５ ３７９ ３９６ ００４ ３７９ ４１２ ００９

６ ３２１６ ２８５４ ０１１ ３２１６ ２９９６ ００７

７ ２２５７ ２１７８ ００４ ２２５７ ２２７９ ００１

８ ３４３９ ３２４５ ００６ ３４３９ ３０８９ ０１０

９ ２１４６ ２２７５ ００６ ２１４６ ２３４７ ００９

１０ ６２３ ４３５ ０３０ ６２３ ５２９ ０１５

１１ １００９ ９３６ ００７ １００９ １０５９ ００５

１２ ８１３ ６５４ ０２０ ８１３ ７６４ ００６

１３ ３５５７ ３４７８ ００２ ３５５７ ３４９１ ００２

１４ ５１８ ４９５ ００４ ５１８ ４９３ ００５

１５ ４７２ ３９０ ０１７ ４７２ ４７２ ０００

１６ １８９２ １７１３ ００９ １８９２ １７５８ ００７

１７ １３２７ １３９７ ００５ １３２７ １４７９ ０１１

１８ １９６９ １８３６ ００７ １９６９ ２０４３ ００４

１９ ２１３２ ２４７６ ０１６ ２１３２ ２２７２ ００７

２０ １６５７ １５９８ ００４ １６５７ １４３５ ０１３

值９２０９％。比较 ２个研究区的样本精度，目视解
译的实验精度相对改进爬峰法而言较高，同时改进

爬峰法精度已经达到林业需求，且与目视解译分析

结果相差不大。

由图 ５～１０的对比分析比较，爬峰法提取树冠

时，树冠与其阴影分割清晰，能很好地辨别植被与其

周围的土壤。对比目视解译和爬峰法分割的结果，

２个实验区共４０棵树中有 ３０棵树爬峰法分割的树
冠面积小于目视解译的结果，爬峰法分割树冠的平

均值（１７１５ｍ２／１４９２ｍ２）也是小于目视分割的
（１８６５ｍ２／１５２９ｍ２）。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
面是因为树冠大多呈球形或近球形，在树冠顶端的

光谱值较亮，在爬峰法中容易聚类在一起，而球形边

缘因植被厚度较低，其光谱近似于林木下方地物，在

Ｋ均值法进行聚类时容易归为灌木或裸地。另一方
面，在树冠重叠区域，爬峰法提取树冠的重叠面积往

往小于目视解译的面积。

４　结论

（１）在直方图压缩实现过程，利用主成分变换
对图像进行降维，并根据 ＰＣＡ不同主分量的信息量
变换栅格尺寸，即采用多尺度压缩直方图，更为有效

地提高了直方图压缩效果，达到降维的目的。

（２）采用 Ｋ均值快速聚类法作为基于类的二次
合并方法，通过最大最小距离法确定 Ｋ均值法的最
初点，确保原始点足够离散，并使用统一的迭代次数

进行迭代，在保证聚类精度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了算

法实现速度。

（３）改进后的爬峰法可以自动化提取图像信
息，避免了人机交互方法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同

时也解决了现有爬峰法应用于高分辨率影像分割时

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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