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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场景下苹果图像 Ｆ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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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推导出一个聚类搜索过程中剥离不必要计算的条件，早期预估后舍掉符合预
设条件的候选聚类，提出了基于自然场景的快速简单线性迭代聚类算法（ＦＳＬＩＣ算法）。对包含极端恶劣条件下的
５００幅苹果图像进行了边界召回率检验和运行速度测试；统计了极端恶劣条件下的 ３０幅苹果图像的全局错误率
ＧＣＥ、假阳性率 ＦＰＲ和假阴性率 ＦＮＲ。试验表明，提出的 ＦＳＬＩＣ算法减小了后续迭代过程中的冗余误差，边界召回
率较 ＧＢ超像素分割算法平均提高了 ２１７％，速度是 ＧＢ超像素分割算法的 １８３倍；整个图像分割过程中基于超
像素的分割算法（ＧＢ、ＦＳＬＩＣ）的 ＧＣＥ值较常规分割算法（ＢＰ、ＷＴ、ＳＶＭ）平均减小了 １３％，较常规算法的 ＧＣＥ值减
小了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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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室外自然环境下农田果园作业场景复杂，自然

光照随时间变化较大，从早晨或黄昏的弱大气光到

中午的强太阳光，光照的强度和颜色都存在一定差

异；不同生长时期的植物获取的田间图像光照条件

不同，颜色变化明显；果树枝叶遮挡、多果邻接及重

叠遮挡都会产生各种不同形式的阴影。果园中自然

场景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农田自然环境图像分

割成为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任务
［１－３］

。

当前已有的果蔬收获机器人视觉系统中，针对

自然光照干扰目标分割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利用

摄像机加滤光片来获取自然光下目标图像，降低光

照对图像影响；在人工辅助光源下进行图像采集，获

取自然环境中在弱光照、强光照、逆光照和阴影的条

件下的图像；利用特定变换或增强算法对自然场景

下的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与光照无关的图像。这种

人工干预和人工光源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简化处理过

程，后继分析也能得到较好结果，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这种方法受到限制，同时果蔬图像的采集大多需

要在自然光照下进行。光照无关图法对减小光照的

影响有一定效果，但分割结果对极端恶劣光照条件

下图像的鲁棒性以及处理速度均不够理想
［４－１２］

。

大部分图像分割算法均以像素为基本单元，忽

略了像素之间固有的空间信息，使得非结构化的自

然场景下图像处理结果不甚理想。近年超像素的提

出使像素之间空间组织关系得到了有效利用，研究

表明超像素可以使图像处理效果和效率得到有效提

升
［１３－１５］

。所谓超像素，是指具有同质特征的相邻像

素构成的图像块，超像素的同质特征包括纹理、颜

色、光照度等
［１６］
。

基于颜色和距离相似性的 ＳＬＩＣ（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算法在图像预处理应用中越来越
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种算法产生的超像素大小均

匀，减少了后续冗余计算的维度；算法思想简单、易

操作，且只需要调节单个参数即可控制产生的超像

素个数；分块能较好地贴合目标边界；每个超像素块

内部的像素之间特征差异很小
［１７］
。

超像素分割算法对处理随机不确定的场景图像

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１８］
，但其在农田复杂场景图像中

的应用近乎空白。本文借鉴其他自然场景的超像素

处理算法
［１９－２１］

，针对非结构化的果园自然场景对

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算法进行改进，并将改进后的算法
应用到苹果图像分割处理中。原始 ＳＬＩＣ算法分割
效果好且对极端恶劣的光照影响不敏感，但是时效

性差。因此本文提出针对极端环境光照下的改进快

速简单线性迭代聚类算法（ＦＳＬＩＣ算法）。

１　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

简单 线 性 迭 代 聚 类 算 法 （ＳＬＩＣ 算 法）是
ＡＣＨＡＮＴＡ等［２２］

扩展 Ｋ均值聚类提出的一种超像
素分割算法。

ＳＬＩＣ算法预处理阶段：首先将图像转换到 ＣＩＥ
ＬＡＢ颜色空间，获得了三维颜色特征 ｌ、ａ、ｂ，同时由
二维信息 ｘ、ｙ构成了五维特征。其次是距离衡量。
第ｉ个超像素中心描述为Ｃｉ＝ｌｉ＋ａｉ＋ｂｉ，第 Ｃｋ个超像
素中心

［２３］
描述为 ＣＣｋ＝ｌＣｋ＋ａＣｋ＋ｂＣｋ。假设一幅图

有 Ｎ个像素点，则每个超像素块近似有 Ｎ／ｎ个像素

点，即同时产生的栅格宽度为 Ｓ＝槡Ｎ／ｎ，ｎ表示希
望产生的超像素数。ＳＬＩＣ算法所使用的距离衡量
策略异于欧氏距离，其距离矩阵 Ｄ（ｉ，Ｃｋ）为

Ｄ（ｉ，Ｃｋ）＝ Ｄｃ（ｉ，Ｃｋ）
２＋λ２Ｄｓ（ｉ，Ｃｋ）槡

２
（１）

其中

Ｄｃ（ｉ，Ｃｋ）＝ （ｌｉ－ｌＣｋ）
２＋（ａｉ－ａＣｋ）

２＋（ｂｉ－ｂＣｋ）槡
２

（２）

Ｄｓ（ｉ，Ｃｋ）＝ （ｘｉ－ｘＣｋ）
２＋（ｙｉ－ｙＣｋ）槡

２
（３）

λ＝ｒ／Ｓ
式中　Ｃｋ———具有相同颜色特征类的聚类中心

Ｄｃ（ｉ，Ｃｋ）———颜色空间距离矩阵
Ｄｓ（ｉ，Ｃｋ）———位置空间距离矩阵
Ｄ（ｉ，Ｃｋ）———第 ｉ个像素和超像素中心 Ｃｋ的

距离矩阵

ｒ———紧实度归一化系数，取１０
式（２）、（３）分别是在颜色域和空间域的欧氏距

离公式。

２　Ｆ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

２１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
定理（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２４］

）：若 ａ１，ａ２，

…，ａｎ和 ｂ１，ｂ２，…，ｂｎ是任意实数，

(
则有

∑
ｎ

ｋ＝１
ａｋｂ )ｋ ２

≤∑
ｎ

ｋ＝１
ａ２ｋ∑

ｎ

ｋ＝１
ｂ２ｋ （４）

此外，如有 ａｉ≠０，则式（４）中的等号存在条件
是只有一个实数 Ｘ使得对于任何 ｋ＝１，２，…，ｎ都有
ａｋＸ＋ｂｋ＝０成立。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的范数写法为
｜〈ｘ，ｙ〉｜≤‖ｘ‖·‖ｙ‖ （５）

２２　ＳＬＩＣ算法的范式变形
在聚类分配步骤中，￡ｓ是初始化采样点，按照

式（１）遍历所有搜索域，使得图像中的每个像素 ｉ都
与 Ｃｉ相关联。参照文献［１７］，在每个聚类中心点 Ｃｉ
的２Ｓ×２Ｓ邻域内，计算 Ｄ（ｉ，Ｃｋ）以得到最佳匹配像
素点。计算规定范围内的各个像素梯度，初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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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梯度的最小值。图像梯度的计算公式为

Ｇ（ｘ，ｙ）＝‖Ｉ（ｘ＋１，ｙ）－Ｉ（ｘ－１，ｙ）‖２＋
‖Ｉ（ｘ，ｙ＋１）－Ｉ（ｘ，ｙ－１）‖２

（６）
式中　Ｉ（ｘ，ｙ）———Ｌａｂ颜色空间中（ｘ，ｙ）对应的空

间位置

式（６）同时考虑了光照度和位置信息。
在更新聚类过程中，每一个 ｆＣｋ的更新都与 ＲＣｋ

同步，其中 ＲＣｋ表示以 Ｃｋ为聚类中心的超像素，ｆＣｋ表
示以Ｃｋ为聚类中心的具有相同颜色特征的类。重复
聚类分配和更新直到收敛为止。终止条件是残留误差

在新聚类中心和原始聚类中心的差小于阈值
［２５］
。

在具有三维颜色特征 ｌ、ａ、ｂ的 ＣＩＥＬＡＢ颜色空
间和二维位置特征 ｘ、ｙ位置空间中，大小为 Ｎ＝Ｌ×
Ｍ图像的单个像素是一个特征向量，表示为 ｆｉ＝

［ｌｉ，ａｉ，ｂｉ，ｘｉ，ｙｉ］
Ｔ
，ｆ＝［ｌ，ａ，ｂ，ｘ，ｙ］Ｔ。类似地，一组

具有相同颜色特征的类以 Ｃｋ为聚类中心，即有

ｆＣｋ＝［ｌＣｋ，ａＣｋ，ｂＣｋ，ｘＣｋ，ｙＣｋ］
Ｔ

（７）
式（１）用矢量形式表示为

‖ｆ‖ｗ‖Ｗｆ‖ (＝ ∑
ｐ

ｉ
｜ｗｉｉｆｉ｜)２

１
２

（８）

式中　Ｗ———一个对角线元素 ｗｉｉ≠０的对角矩阵
ｗ———矩阵 Ｗ中某一元素值

当 Ｗ＝ｄｉａｇ（１，１，１，λ，λ），得到初始像素 ｉ的加
权 Ｌ２范数的特征向量为

‖ｆｉ‖ｗ＝ ｌ２ｉ＋ａ
２
ｉ＋ｂ

２
ｉ＋λ

２
（ｘ２ｉ＋ｙ

２
ｉ槡 ） （９）

同样的，聚类中心 Ｃｋ的加权范数可以表示为

　‖ｆＣｋ‖ｗ＝ ｌ２Ｃｋ＋ａ
２
Ｃｋ
＋ｂ２Ｃｋ＋λ

２
（ｘ２Ｃｋ＋ｙ

２
Ｃｋ槡 ） （１０）

于是得到距离矩阵的向量形式

Ｄ（ｉ，Ｃｋ）＝‖ｆｉ‖
２ｗ＋‖ｆＣｋ‖

２ｗ－２ｆＴｉＷ
ＴＷｆＣｋ
（１１）

２３　ＦＳＬＩＣ算法的实现
由 ｋ均值聚类算法演变来的 ＳＬＩＣ算法从根本

上讲是一个迭代算法。通过迭代，超像素逐步变换

生成了均质块。在第 １次迭代过程中，超像素变化
很剧烈，但是在某步迭代后超像素变化越来越小，直

到最后局部收敛
［２６］
。

因此，在某一步迭代后，大部分的像素基本上都

在重复归属同一个聚类。在 ＦＳＬＩＣ算法中，通过应
用一个基于带权值的 Ｌ２范数像素和强鲁棒性不等
式条件减少这种冗余计算，即

Ｃｋ ＝ａｒｇｍｉｎ
Ｃｋ∈Ｃｉ

Ｄ（ｉ，Ｃｋ）＝

ａｒｇｍｉｎ
Ｃｋ∈Ｃｉ

（‖ｆｉ‖
２ｗ＋‖ｆＣｋ‖

２ｗ－２ｆＴｉＷ
ＴＷｆＣｋ）

（１２）
式中　Ｃｋ———聚类搜索 ｉ的最近邻聚类中心

Ｃｉ搜索域包含了 ｉ的一组聚类中心 Ｒ（ｉ）
［２７］
。

Ｄ′（ｉ，Ｃｋ）＝ｍｉｎ
Ｃｋ∈Ｃｉ
Ｄ′（ｉ，Ｃｋ） （１３）

此时

Ｄ′（ｉ，Ｃｋ）Ｄ（ｉ，Ｃｋ）－‖ｆｉ‖
２ｗ＝

‖ｆＣｋ‖
２ｗ－２ｆＴｉＷ

ＴＷｆＣｋ （１４）
应用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同时由式（１４）

可得

Ｄ′（ｉ，Ｃｋ）＝‖ｆＣｋ‖
２ｗ－２ｆＴｉＷ

ＴＷｆＣｋ≥

‖ｆＣｋ‖
２ｗ－２‖ｆＣｋ‖Ｗ·‖ｆｉ‖Ｗ＝

‖ｆＣｋ‖Ｗ（‖ｆＣｋ‖Ｗ－２‖ｆｉ‖Ｗ）Ｄ″（ｉ，Ｃｋ）

（１５）
假设有一些候选聚类中心已经被遍历到，应用

式（１４），如果另一个候选的 Ｃｋ满足
Ｄ″（ｉ，Ｃｋ）≥ｄ′ｍｉｎ （１６）

式中　ｄ′ｍｉｎ———到目前为止最小的距离
可以保证 Ｄ′（ｉ，Ｃｋ）≥ｄ′ｍｉｎ。因此，当 Ｃｋ和 ｉ的距离
总是大于目前为止的聚类中心距离时，不需要计算

Ｄ′（ｉ，Ｃｋ）即可淘汰 Ｃｋ。
式（１６）中的不等式称作预先聚类淘汰条件

（Ｐｒｅｄｉｃｔ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ＣＣＥ）。应用
了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的 ＰＣＣＥ条件获得了更
少的计算量，同时减少了冗余计算产生的分割误差，

得到了更好的聚类结果。

２４　条件随机场模型
本文 ＦＳＬＩＣ算法以及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超像素分割

算法（ＧＢ算法）所选模型均为条件随机场模型［２８］
。

条件随机场模型实现过程为：首先建立图模型，模型

选择即定义相容函数 ｉ（·）和 ｉｊ（·），然后进行参
数学习，确定模型中的参数，实现模型推理，通过给

定的已知观察数据 ｘ和模型参数 θ来估计对应的类
别标记 ｙ。最后获取分割或者分类标记图像的结
果。图１为条件随机场算法的示意图。

图 １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超像素分割性能测试的若干试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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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算法［２９］
、ＢＰ神经网络分割算法（ＢＰ）［３０－３１］、支

持向量机分割算法（ＳＶＭ）［３２］和 ＷＴ分水岭分割算

法（ＷＴ）［３３］。

３１　试验环境
创建一个由 ２０００幅苹果树图像组成的数据

库。图像采集地点是徐州市丰县大沙河果园示范

区，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３１日，采集设备为Ｐｏｉｎｔ
Ｇｒｅｙ单目相机。所有试验结果通过 ＣＰＵ为 ６４位
ｉ７ ２６００四核３３９ＧＨｚ、内存为 ８ＧＢ的研华 ＩＰＣ
６６０６型工控机得到，试验编程环境为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１３。原始算法代码参照文献［３４］。性能测试运
行时间统计采用 ＧｅｔＴｉｃｋＣｏｕｎｔ命令自动计时，其精
度为毫秒级。

３２　超像素分割对比试验
３２１　超像素分割效果检验

ＳＬＩＣ算法的超像素分割逼近程度受超像素块
数目和光源条件的共同影响

［３５］
。应用图像细节对

比试验测试改进的 ＦＳＬＩＣ算法与原始算法的相似
度，并进行相似度和分割结果之间关系的试验。

图 ２　逆光苹果图像的超像素分割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ｂａｃｋｌｉｇｈｔ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

顺光高光照度和逆光低光照度是自然环境下果

园中两个极端光照问题。对 ２０００幅图像组成的数
据库中具有光照极端条件的５００幅图像分别进行试
验，图像的大小均为５５８像素 ×３７３像素，本节仅列

出随机抽取的２幅试验图像，图像拍摄角度为水平
方向正负误差不超过 １０°。图 ２为 １３∶３８的低光照
度逆光图像，光照度为２３８ｋｌｘ。图３为１２∶２２的顺
光图像，其光照度为 ３０４ｋｌｘ。利用 ＳＬＩＣ原始算法
和 ＦＳＬＩＣ算法分别进行超像素分割试验，超像素数
Ｎ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如图２所示，图 ２ａ左列为应用 ＳＬＩＣ算法的处
理结果，图２ａ右列为白色框 ＳＬＩＣ算法放大细节图。
图 ２ｂ左列为应用改进算法 ＦＳＬＩＣ的处理结果，
图２ｂ右列为改进算法同一位置放大细节图。从分
割的直观结果看，在光照度较小的逆光图像中，当

Ｎ＝５０时，超像素聚合块二者基本无差异，而当 Ｎ
大于１００时，聚合块的变化呈增长趋势。超像素聚
合块差异没能影响苹果目标的分割边界轮廓，如

图２ａ、２ｂ右列的目标边界保持误差基本可以忽略不
计。从图２细节图可以明显观察到，当 Ｎ＝５００时，
改进算法的边界保持效果明显优于原始算法，由于

图像是逆光拍摄，光线较暗，前方苹果和后方树枝的

光照度差异和颜色差异很小，因此二者在原始算法

中被误分割，在本文算法中只产生了小部分的突起。

Ｎ从５０变化到８００时，图２ｃ中 ＧＢ算法产生的超像
素块分布一直极不均匀，很容易使后续的边界分割

步骤产生误召回；同时边界的毛刺充斥着 ＧＢ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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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顺光苹果图像的超像素分割结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ｆｒｏｎｔｌｉｇｈｔ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
　
在 Ｎ的变化整个过程。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光照度较大的顺光图像中，
并没有因为阴影的出现使得分割效果变差。当 Ｎ
从５０变化到２００时，ＦＳＬＩＣ算法的边界误分割率明
显低于 ＳＬＩＣ算法，在 Ｎ＝４００时效果较差，但 Ｎ从
５００变化到１０００时，误分割率又渐渐接近了原始算
法。同期对比 ＧＢ算法和本文算法，虽然 ＧＢ算法在
Ｎ＝３００和 Ｎ＝４００时边界召回率与本文算法相差
无几，如图３ｃ所示，但受阴影影响较大，超像素形状
极不均匀，分割的整体效果较差。

综合图 ２、３可以得出，本文算法分割效果整体
优于原算法和 ＧＢ算法，同时发现本文算法在超像

素数为５００～８００范围内分割效果最佳。在苹果图
像分割的实际应用时，超像素聚类块的个数不能过

大或过小，过大对分割目标边界基本无影响，过小区

域分割不明显。

３２２　超像素分割边界召回率分析
结合在自定义数据库中包含恶劣条件的 ５００幅

图像分割后的数据，分析３种算法的欠分割错误率，
结果如图４ａ所示。３条曲线在超像素总数小于 ５００
时产生了波动，但总体的欠分割错误率相差不大，尤

其当 Ｎ大于５００之后，ＳＬＩＣ和 ＦＳＬＩＣ曲线越来越靠
近，证明本文算法的欠分割错误率没有因为迭代过

程的变化而受影响。ＧＢ算法的曲线在 Ｎ＝２０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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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波动，但其总体错误率均高于本文算法。三

者平均边界命中率对比见图 ４ｂ。改进算法与原始
算法的边界识别率总体持平，在 Ｎ大于 ５００时改进
算法分割效果优于原始算法。

综合图４可以得出，由于迭代过程的优化，避免
了许多超像素畸形扩张，不管是低光照度的逆光还

是高光照度的顺光阴影部分，改进方法的边界保持

性能优良。

图 ４　边界召回率结果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ａｌｌｒａｔｅ
　
３２３　超像素分割运行效率对比与分析

图 ５为运行效率评测试验，采用 ＧｅｔＴｉｃｋＣｏｕｎｔ
命令自动计时，精度为毫秒级。本文算法应用一个

带权值范数像素和鲁棒性很高的不等式条件大大减

少了冗余计算，省去了大量非必需的由距离计算和

对比计算的聚类搜索。从图 ５可以很直观地发现，

当 Ｎ＞１００后，３种超像素分割算法的运行速度整体
趋势都是随着超像素总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少；本文

提出的 ＦＳＬＩＣ算法优于具有良好分割结果的 ＧＢ超
像素分割算法以及传统分割算法，同时分割效率显

著提高，算法运行时间至少比原始算法缩短了

２０％，比 ＧＢ算法缩短了５０％。

图 ５　运行时间分析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３３　算法整体分割性能分析

从目标图像分割的边界保持性来评价 ＦＳＬＩＣ算
法的可靠性。ＧＢ算法是目前该领域公认的能较好
保持图像边界、速度较快的超像素分割算法

［２９］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小波变换分水岭算法（ＷＴ）和支持
向量机算法（ＳＶＭ）属于传统算法。其中 ＢＰ神经网
络算法采用３层（输入层、输出层和隐含层）和 ３×３
邻域像素，利用线剖面技术提取颜色特征，利用对比

度和相关性提取纹理特征，经过１００次循环，目标值
与实际输出的误差降至 ０００１时终止，获得了有效
的网络权值，经过 ３５次训练达到稳定［３０－３１］

。分水

岭算法采用了基于二级小波变换方法
［３３］
。支持向

量机算法提取 ＨＬＳ颜色空间的 Ｈ和 Ｓ通道值作为
颜色特征，以圆方差、椭圆方差、紧密度和周长平方

面积比作为形状特征，参照文献［３２］中基于粒子群
优化确定的支持向量机中惩罚参数 Ｃ及核函数 Ｋ，
用其得到的最佳参数构造了 ＳＶＭ分类器。ＢＰ神经
网络算法和支持向量机算法是人工选取１００幅苹果
图像作为训练样本集，训练样本集分别为高照度强

光样本集、低照度背光样本集、光照不均匀的多云样

本集、多果邻接样本集和严重粘连样本集，每类训练

样本集均由２０幅恶劣光照条件下的苹果图像组成。
本文算法以及 ＧＢ算法所选模型为条件随机场

模型。所选样本分为两类：目标苹果类和非目标类。

苹果属于目标类，树枝、树干、树叶、地面、天空等属

于非目标类。

样本数据类别通过软件标记获取。软件标记的

过程为：将数据库中图像加载到软件中，手动选取苹

６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果类在图像中统一标记为红色，同时利用软件反向

选取并自动标记其余非目标苹果类为绿色，最后输

出标记成功的图像，如图 ６所示。试验中模型训练
迭代次数最大值 Ｎｍａｘ取值为３０。

图 ６　手工标记过程

Ｆｉｇ．６　Ｈａｎｄｅｄ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３１　定性分析
不同算法的分割结果对比如图 ７所示，从左到

右依次为原图、ＦＳＬＩＣ算法、ＧＢ算法、ＢＰ算法、ＷＴ
算法、ＳＶＭ算法。

图 ７　苹果图像分割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７ａ、７ｂ是与前一节相同场景的对比试验图
像。在单果图像的同一光照场景下，应用 ＦＳＬＩＣ算
法、ＧＢ算法以及 ＳＶＭ算法的分割效果接近，而 ＢＰ
算法和 ＷＴ算法效果相对较差。但当图像为多果邻
接时，本文算法明显优于其他算法，如图 ７ｂ中 ５个
苹果互相遮挡或邻接，应用 ＦＳＬＩＣ算法最终可将苹

果遮挡部位和邻接部位的边界较清晰地区分出来，

而其他４种算法进行分割后的邻接目标粘连，甚至
背光部分目标缺失。

对比经过 ＦＳＬＩＣ算法和 ＧＢ算法后的图像，尤
其图７ｂ、７ｅ，可以看出，ＧＢ的分割效果较差，很可能
是因为 ＦＳＬＩＣ算法对聚类的重复归属步骤减少，同
时超像素分割步骤中 ＧＢ算法得到的超像素大小和
形状不规则，导致后续处理过程中对形状特征不敏

感，形成了更多的错分域。

为了进一步验证 ＦＳＬＩＣ算法对遮挡边界和邻接
边界的鲁棒性，进行了光照较均匀的阴天和光照度

动态变化的晴天（顺光和逆光）对比试验。图 ７ｃ为
阴天光照度为１０２３ｋｌｘ的图像，由各个算法分割结
果可以看出，ＦＳＬＩＣ算法有效避免了遮挡造成的分
割目标粘连现象，邻接被遮挡部分仍可以分辨出前

后端苹果的邻接边界。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算法对阴

影和高光图像的影响，晴天逆光光照度为 ２３２０ｋｌｘ
和顺光光照度为 ２９２１ｋｌｘ的整体分割结果，如
图７ｄ、７ｅ所示，由此结果可见本文算法在晴天顺光
和逆光条件下的最终分割结果对于阴影和高光部分

不敏感，边界保持性较好。ＦＳＬＩＣ算法在分割过程
中利用预先候选聚类消除（ＰＣＣＥ）方法减少了分割
结果的冗余错误，优化了分割结果，同时省去了大量

非必需的由距离计算和对比计算产生的聚类搜索，

７第 ９期　　　　　　　　　　　　徐伟悦 等：自然场景下苹果图像 Ｆ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方法



避免了在恶劣光照下图像阴影和高光现象的干扰，

同时也因为预先候选聚类的消除使得多果实之间的

连带效应减弱。从图 ７整体来看，本文提出的
ＦＳＬＩＣ算法不仅在超像素分割的前期减少了时间维
度，更重要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光照下，对阴影、高光、

多果邻接和多果遮挡等复杂随机的场景具有很强的

鲁棒性，为下一步的果实定位提供了可靠的图像边

界保持条件。

３３２　定量分析
本节所用图像数据库为 ３０幅具有恶劣极端条

件的苹果图像，极端条件包括：高照度强光条件、低

照度背光条件、光照不均匀的多云条件、多果邻接和

严重粘连条件。

全局错误率
［３６］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ｅｒｒｏｒ，ＧＣＥ）

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分割质量衡量标准，由 ＭＡＲＴＩＮ
于２００１年提出。该算法统计各个分类的错分像素，
然后将错分像素之和除以图像总像素，ＧＣＥ越小表
明错分像素越少，分割效果越好。假阳性率是指背

景被错分为目标的比率，假阴性率是指目标被错分

为背景的比率，其值越低则说明目标提取的精度越

高
［３７］
。通过对数据库中图像进行测试并计算分割

结果，得到的假阳性率（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ＦＰＲ）、假
阴性率（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ＦＮＲ）以及全局错误率
数据结果如表１。

表 １　５种算法的 ＦＰＲ、ＦＮＲ和 ＧＣＥ对比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ＰＲ，ＦＮＲａｎｄＧＣＥｏｆｆ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

序号
假阳性率 ＦＰＲ 假阴性率 ＦＮＲ 全局错误率 ＧＣＥ

ＢＰ ＷＴ ＳＶＭ ＧＢ ＦＳＬＩＣ ＢＰ ＷＴ ＳＶＭ ＧＢ ＦＳＬＩＣ ＢＰ ＷＴ ＳＶＭ ＧＢ ＦＳＬＩＣ

１ ３９３６ ２９３４ ４３０５ ２７２５ ２６５１ ２４３１ ３３８６ ２０７７ １６４０ ６９６ ３０３３ ４９７１ ３１８１ ２０５６ １０１１

２ ２６５５ ２６５１ ３３５７ １８８２ １３３１ １８８０ ２８７８ ２８８４ ３３４９ ５６５ １６６９ ２８９１ ２３６２ １８８５ １５６６

３ ２５３０ ２５１７ ２６６２ １９２５ ６１１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 ２５３４ ２７００ ９３０ １４５４ １３１０ ２２１８ ２２２０ １３６１

４ ２５２１ ３５５８ ３９５５ ２５６８ １５１１ ２４５１ ２９１５ ２３１４ １４４１ ９６９ ２２５２ ２９７４ ３２２０ ２５３８ ８６２

５ ２９３１ ２７４７ ３７６８ ２２２１ １６６９ １７３８ ２８３３ ２３９９ ２１６４ ９５５ １８８０ ３４５９ ２５３２ ２４８１ １３５６

６ ２４７０ ３１７６ ２５２９ ２９２８ ９６１ ２３２２ ２３８０ ２８９６ １６６４ １２１１ ２１６７ １９８１ ２７５７ ３１７７ １５３６

７ ３５２５ ２２０９ ５６０２ ２７７０ ２９６２ ２８３６ ４１４１ ２０４３ １９７５ １６３０ ３６９８ ６０１２ ３７６６ ２６５５ ９５２

８ ３０６８ ３１４９ ３４２７ ３１３７ １６６８ ３３１９ ３５７１ ２５８３ １３３１ ７３５ ２７８７ ３４８８ ３０４７ ２３０４ ８３２

９ ２８０１ ２６４６ ３５６９ ３２１６ １５７９ ３０９４ ２９７０ ３０９９ ５２４ １６５９ ２３２４ ３１０５ ２３９４ ３２２５ １６５５

１０ ３４７７ ３３１１ ４３３７ ３３１０ ２０７０ ３２９５ ３３７９ ２３６６ ２２９６ １２５０ ３６４１ ４１３９ ３９９２ ２５７５ １０５６

１１ ３８６５ ２８１１ ４８２２ ３２３６ ２６７０ ３３１９ ４０７５ ２５８２ １８９４ １０２５ ３８４３ ５４２６ ３８６３ ２２６１ １２６３

１２ ４１６９ ２０３８ ４２３５ ３５９４ ２１３５ ４４９６ ３９８３ ３６１５ １９４０ ９２０ ３５６０ ４１９１ ２６２１ １９４５ １６８８

１３ ３７４２ ２５２２ ３９７４ ３２７０ １６５６ ３４４６ ３２９６ ２９５８ １６９８ １８３０ ３８４８ ３５１６ ３４１４ ３０９０ １５２２

１４ ３００８ ３０００ ３３８１ ２３１３ １８５１ ２６１３ ３４１０ ３６１５ １３００ ６５０ ２６１５ ３６１１ ３２６５ ２０００ １９６５

１５ ２３７１ ２５１９ ４２０１ ３１９８ ２２０１ ４５５４ ４８９６ ４２３２ ２４２１ １３２５ ５５８６ ４５１２ ４０６２ ２５５４ １６４７

１６ ３７１９ ３１３７ ４０６６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６８９８ ５３０９ ５２５６ ４５３５ １１９９ ６８５５ ４００２ ４８９４ ２５９９ １９５８

１７ ３６６２ ２６３６ ３８６７ ４１３０ １７９０ ３８３３ ２９８５ ２３５８ １３３９ １６５５ ４５４３ ３４４２ ３５８６ ３２８５ １０２５

１８ ２００５ ２９５５ ２６０９ ３２９１ ６７９ ２３０１ １３２４ １８６６ ３６５ ８５５ ３３７６ １３３８ ３３５６ ２５１０ １２０１

１９ ３１９２ ２４８５ ３２９６ ２７１８ １５９６ ３２３７ ３１９９ ２５４４ ２００４ １９０１ ３４７０ ３２５１ ３３６１ ２９２６ １０００

２０ ３５６６ ３０１１ ４６２９ ３１４３ ２３８１ ３４８１ ３７５１ ２７７６ ２８４９ ８５０ ３６０６ ４６１４ ３７３９ ２０３０ １２５８

２１ ２９９５ ２８９８ ３８５６ ３１１６ ２０５１ ３２３３ ３８３６ ２６７１ １０１５ １９９５ ３２２０ ４２１６ ３３３９ ３５４９ １０００

２２ ３２５６ ３０８３ ３６３ ２８８９ １６２６ １９２５ ３２５２ ２６４２ １１１９ ６３０ １５２２ ３５９２ １８１９ ２８８０ １３５６

２３ ３４１９ １６３９ ３９９８ ３２２６ ２０３３ ４０３３ ４２５２ ３６９７ ２４４６ ７３０ ４４１７ ４３８８ ２９７９ １８２０ １８００

２４ ２６６３ ２３４８ ３１０５ ３５８６ １９２９ ４１１４ ４０４８ ３９４８ ４４７６ １５９０ ６０５８ ３９２９ ４３１８ ３１１０ １９００

２５ ２２３０ ２３３０ ２５８ ３３７９ ５８０ ４１５９ ２８８５ ４１９１ ５０１０ １３６０ ５９６１ １２７５ ４２８１ ２７７０ ２００１

２５ ３１３１ １９８４ ３８０２ １９８６ １０２６ １９２１ １９５１ １６７５ １９１９ １５９０ ２３１５ １９９２ ２２１４ ２６４０ ６９０

２７ ２３８１ １６１６ ３００２ １５８９ １３１５ １６０３ ２６０１ ２７２４ １６３０ ６９９ ２３４３ ２８８２ １８８５ １７１９ １６９０

２８ ３０９４ ２４８６ ３９２９ ３４９１ １８６３ ３４８６ ３４８６ ３１１３ １４８１ １６３０ ３２６８ ３８２９ ３１８４ ３１５５ １５９３

２９ ２９６２ １９６４ ３８９２ ２２１５ １８６１ ２１００ ３０３０ ２０６３ １８４９ １７３０ ２７８３ ３８１６ ２２９２ ２９２０ ９８８

３０ ２６２５ ２０１７ ４１９３ １８４９ １９９６ ２１１８ ３４１９ ２７７９ ２４８６ ６５５ １５８４ ３９９６ １８８２ １８０５ １３６０

均值 ３０６６ ２６１３ ３７５３ ２９３０ １７４１ ３０６８ ３３１１ ２８８４ ２０９５ １１８１ ３３２３ ３５３８ ３１２７ ２５５６ １３７０

　　图８为５种算法的分割性能对比柱状图，纵坐
标为错误率。在 ＦＰＲ柱形图中，本文算法错误率最
低，ＷＴ分水岭算法是传统分割方法中效果较好的，

其ＦＰＲ错误率低于基于超像素的 ＧＢ算法。在 ＦＮＲ
和 ＧＣＥ柱形图中可以看出，２种基于超像素的分割
算法（ＧＢ算法和 ＦＳＬＩＣ算法）的 ＦＮＲ和 ＧＣＥ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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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５种算法的分割性能对比

Ｆｉｇ．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ｆ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于传统分割算法（ＢＰ算法、ＷＴ算法以及 ＳＶＭ算
法）；与 ＢＰ算法和 ＷＴ算法相比，传统 ＳＶＭ算法在
ＦＮＲ和 ＧＣＥ中表现优异，但错误率高于基于超像素
的分割算法。综上也可直观看出，对于处理极端条

件的图像，本文算法与其他分割算法对比，全局错误

率最低，其分割效果优于本试验中其他 ４种性能优
良的分割算法。

表１中５类苹果图像分割算法的 ＧＣＥ、ＦＰＲ和
ＦＮＲ都较高，其原因主要是样本全部选择了具有恶
劣光照条件和多果粘连较严重的苹果图像，而在广

义上的自然图像中，此类样本仅占全体样本总量的

３０％左右。在非结构化的果园中，时间段的不同会
导致太阳光源照射角度的相对变化、阴影现象、高光

　　

反射现象以及苹果之间的重叠遮挡粘连现象，使采

集样本时产生的高光阴影和粘连位置角度不尽相

同；树枝、树叶、天空、土地等与目标之间的相对位置

分布随机性较大，使得 ５种算法测试样本背景被错
分为目标的比率与目标被错分为背景的比率差异明

显。ＦＮＲ和 ＦＰＲ主要用于算法分割质量性能对比，
全局错误率判断标准较严格，可以更全面地衡量算

法分割质量的优劣。

４　结束语

在简单线性迭代聚类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ＦＳＬＩＣ算法。ＦＳＬＩＣ算法在分割过程中借助 Ｃａｕｃｈｙ
Ｓｃｈｗａｒｚ不等式优化迭代步骤，利用预先候选聚类消
除（ＰＣＣＥ）方法减少了分割结果的冗余错误，优化
了分割结果，同时省去了大量非必需的由距离计算

和对比计算产生的聚类搜索。通过试验验证及分

析，ＦＳＬＩＣ算法在较好保持图像边界命中率和抗高
光和阴影较优分割效果的同时，使超像素分割的运

行速度是原始算法的近 １２倍；同时对比基于超像
素的 ＧＢ算法以及３种分割效果较好的常规分割算
法（ＢＰ算法、ＷＴ算法和 ＳＶＭ算法），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在复杂多变的光照下，对阴影、高光、多果邻

接和多果遮挡等随机场景有更优良的分割效果。

参 考 文 献

１　熊俊涛，邹湘军，陈丽娟，等．基于机器视觉的自然环境中成熟荔枝识别［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９）：１６２－１６６．
ＸＩＯＮＧＪＴ，ＺＯＵＸＪ，ＣＨＥＮＬＪ，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ｃｈｉ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９）：１６２－１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蔡健荣，赵杰文．自然场景下成熟水果的计算机视觉识别［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２）：６１－６４．
ＣＡＩＪＲ，ＺＨＡＯＪＷ．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ｆｒｕｉｔ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ｅｎｅ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３６（２）：６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陈丽娟．基于机器视觉的自然环境下的目标定位研究［Ｄ］．广州：华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ＣＨＥＮＬ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ＺＨＡＯＤＡ，ＬＶＪＤ，ＪＩＷ，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ｎａｐｐｌ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１１０（２）：
１１２－１２２．

５　ＨＡＮＮＡＮＭＷ，ＢＵＲＫＳＴＦ，ＢＵＬＡＮＯＮＤＭ．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ｒｏｂｏｔｉｃｃｉｔｒｕｓ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Ｃ］∥２００７
ＡＳＡＢ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ＡＢＥＰａｐｅｒ０７３１２５，２００７．

６　ＨＡＹＡＳＨＩＳ，ＳＨＩＧＥＭＡＴＳＵＫ，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ｉｎａ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０５（２）：１６０－１７１．

７　ＢＵＬＡＮＯＮＤＭ，ＫＡＴＡＯＫＡＴ．Ｆｒｕｉ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ａｎ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ｒｏｂｏｔｉｃ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ｆｕｊｉａｐｐｌｅ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Ｇ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０３－２１０．

８　宋怀波，张传栋，潘景朋，等．基于凸壳的重叠苹果目标分割与重建算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６３－１６８．
ＳＯＮＧＨＢ，ＺＨＡＮＧＣＤ，ＰＡＮＪＰ，ｅｔ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ｖｅｘｈｕｌ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６３－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石雪强，程新文，李春福，等．自然环境下苹果彩色图像分割研究［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９（３０）：１８９９３－１８９９５，１９００４．
ＳＨＩＸＱ，ＣＨＥＮＧＸＷ，ＬＩＣＦ，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ｐｐｌｅｓ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３９（３０）：１８９９３－１８９９５，１９０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熊俊涛，邹湘军，王红军，等．基于 Ｒｅｔｉｎｅｘ图像增强的不同光照条件下的成熟荔枝识别［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

９第 ９期　　　　　　　　　　　　徐伟悦 等：自然场景下苹果图像 ＦＳＬＩＣ超像素分割方法



２９（１２）：１７０－１７８．
ＸＩＯＮＧＪＴ，ＺＯＵＸＪ，ＷＡ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ｐｅｌｉｔｃｈ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ｔｉｎｅｘ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２）：１７０－１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武涛，袁池，陈军．基于机器视觉的猕猴桃果实目标提取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２，３４（１２）：２１－２６．
ＷＵＴ，ＹＵＡＮＣ，ＣＨＥＮ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４（１２）：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屠臖，刘成良，李彦明，等．基于光照无关图的苹果图像识别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增刊 ２）：２６－３１．
ＴＵＪ，ＬＩＵＣＬ，ＬＩＹＭ，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ｇｒａｐｈ［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
２０１０，２６（Ｓｕｐｐ．２）：２６－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ＺＨＡＮＧＹ，ＬＩＸ，ＧＡＯＸ，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９９）：１．

１４　宋熙煜，周利莉，李中国，等．图像分割中的超像素方法研究综述［Ｊ］．中国图象图形学报，２０１５，２０（５）：５９９－６０８．
ＳＯＮＧＸＹ，ＺＨＯＵＬＬ，ＬＩＺＧ，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２０１５，２０（５）：５９９－６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ＷＡＮＧＪ，ＷＡＮＧ Ｘ Ｑ．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ｅｄｇ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ａｌｖｏｒｏｎｏｉ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２４１－１２４７．

１６　ＱＩＮＦ，ＧＵＯＪ，ＬＡＮＧＦ．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ｒｙ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３－１７．

１７　孙巍，郭敏．基于 ＳＬＩＣ与条件随机场的图像分割算法［Ｊ］．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１５（１２）：３８１７－３８２０，３８２４．
ＳＵＮＷ，ＧＵＯＭ．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Ｌ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１２）：３８１７－３８２０，３８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周俊，朱金荣，王明军．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梨园场景图像分割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２）：８－１３．
ＺＨＯＵＪ，ＺＨＵＪＲ，ＷＡＮＧＭＪ．Ｐｅａｒｏｒｃｈａｒｄｓｃｅ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２）：８－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ＨＳＵＣＹ，ＤＩＮＧＪ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ｓｉｎｇＳＬＩＣ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ｏｃｕｓ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ｍｅｒｇｉｎｇ［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５．

２０　ＢＡＩＸＤ，ＣＡＯＺＧ，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ＬＩＣａｎｄＮｙｓｔｒｏｍｂａｓ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
Ｏｐｔｉ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２５（１６）：４３０２－４３０７．

２１　ＡＢＤＥＬＨＡＫＩＭＡＥ，ＬＺＺＭ，ＥＬＳＡＢＡＮＭ．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ｄｅ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
∥ＩＥＥ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ａ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ＥＥＥ，２０１３：１０１－１０６．

２２　ＡＣＨＡＮＴＡＲ，ＳＨＡＪＩＡ，ＳＭＩＴＨＫ，ｅｔａｌ．Ｓｌｉｃ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ＰＦＬ１４９３００［Ｒ］．Ｅｃｏｌ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ｄｅＬａｕｓｓｓａｎｎｅ，
２０１０．

２３　张晓平．几种新超像素算法的研究［Ｊ］．控制工程，２０１５（５）：９０２－９０７．
ＺＨＡＮＧＸＰ．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５）：９０２－９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ＶＯＬＯＶＩＣＨＩＶ．Ａｃａｕｃｈｙｓｃｈｗａｒｚ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Ｐｏｉｓｓ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ｕｎｃｈｅｄｌｉｇｈｔ［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８０（１－２）：５６－５８．

２５　ＲＥＮＣＹ，ＲＥＩＤＩ．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ＩＣ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１．
２６　ＺＨＡＮＧＧ，ＪＩＡＸ，ＨＵＪ．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ｂａｓ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３（１１）：５８６１－５８７１．
２７　ＴＩＡＮＺＱ，ＬＩＵＬＺ，ＺＨＡＮＧＺＦ，ｅｔａｌ．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ｂａｓｅ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３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ＭＲｉｍａｇ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５（３）：７９１－８０１．
２８　徐丽．面向图像标记的条件随机场模型研究［Ｄ］．西安：长安大学，２０１３．

ＸＵＬ．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Ｄ］．Ｘ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ＰＥＤＲＯＦＦ，ＤＡＮＩＥＬＰ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４，

５９（２）：１６７－１８１．
３０　王津京，赵德安，姬伟，等．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的苹果图像分割算法［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８（１１）：１９－２１．

ＷＡＮＧＪＪ，ＺＨＡＯＤＡ，ＪＩＷ，ｅｔ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ｂｙ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ｓｉｎｇｉｎａｐｐｌ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１１）：１９－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张亚静，李民赞，乔军，等．一种基于图像特征和神经网络的苹果图像分割算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１）：２１０４－
２１０８．
ＺＨＡＮＧＹＪ，ＬＩＭ Ｚ，ＱＩＡＯＪ，ｅｔ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ａｐｐｌ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２８（１１）：２１０４－２１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ＦＩＳＴＥＲＩ，ＰＥＲＣＭ，ＬＪＵＢＩ̌ＣＫ，ｅ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Ｊ］．
Ｃｈａｏｓ，Ｓｏｌｉｔｏｎ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２０１５，７３：２９－３５．

（下转第 ２８页）

０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ＺＨＡＮＧＴｉｅ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Ｊｉａｎｔａ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ＩＩ）：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ｐｏｉｎｔｏｆｐｕｍｐｋ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９，４（４）：４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吕谷来，李建平，李锵，等．基于机器视觉的砧木定位识别方法［Ｊ］．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１１，４５（１０）：１７６６－１７７０．
ＬＧｕｌａｉ，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４５（１０）：１７６６－１７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ＰＲＥＷＩＴＴＪＭＳ，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ＭＬ．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ｅｌｌｉｍａｇｅ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６６，
１２８（３）：１０３５－１０５３．

１９　ＧＬＡＳＢＥＹＣ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Ｃｖｇｉｐ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９９３，５５：５３２－５３７．

２０　ＲＡＯＫＲ，ＫＩＭＤＨ，ＨＷＡＮＧＪＪ．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与应用［Ｍ］．万帅，杨付正，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１　苗中华，沈一筹，王小华，等．自然环境下重叠果实图像识别算法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６）：２１－２６．

Ｍ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ＳＨＥＮＹｉｃｈｏｕ，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ｆｒｕｉｔｓ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６）：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宗泽，张雪，郭彩玲，等．基于骨架提取算法的作物表型参数提取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增刊 ２）：１８０－
１８５．
ＺＯＮＧＺｅ，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ＧＵＯＣａ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ｒｏｐ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Ｓｕｐｐ．２）：１８０－１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杨蜀秦，宁纪锋，何东健．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籽粒尖端识别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３）：１６６－１６９．
ＹＡＮＧＳｈｕｑｉｎ，ＮＩＮＧＪｉｆｅｎｇ，ＨＥＤｏｎｇｊｉ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ｐｃａｐ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３）：１６６－１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ＳＨＩＪ，ＴＯＭＡＳＩＣ．Ｇｏｏ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ｔｒａｃｋ［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５９３－６００．

２５　张成梁，李蕾，董全成，等．基于颜色和形状特征的机采棉杂质识别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７）：２８－３４．
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Ｌｅｉ，ＤＯＮＧＱ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ｏｌｏｒ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７）：２８－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１０页）
３３　刘洲峰，徐庆伟，李春雷．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分割研究［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０９，２６（４）：６２－６４．

ＬＩＵＺＦ，ＸＵＱＷ，ＬＩＣＬ．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０９，２６（４）：６２－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ＡＣＨＡＮＴＡＲ，ＳＨＡＪＩＡ，ＳＭＩＴＨ Ｋ，ｅｔａｌ．ＳＬＩＣ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ｓｕｐｅｒｐｉｘ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４（１１）：２２７４－２２８２．

３５　张飞飞，孙旭，薛良勇，等．融合简单线性迭代聚类的高光谱混合像元分解策略［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７）：１９９－２０６．
ＺＨＡＮＧＦＦ，ＳＵＮＸ，ＸＵＥＬＹ，ｅ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ｍｉｘｅｄｐｉｘｅ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７）：１９９－２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ＭＡＲＴＩＮＤ，ＦＯＷＬＫＥＳＣ，ＴＡＬＤ．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０１，２：４１６－４２３．

３７　宋怀波，屈卫锋，王丹丹，等．基于光照无关图理论的苹果表面阴影去除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１６８－１７６．
ＳＯＮＧＨＢ，ＱＵＷ Ｆ，ＷＡＮＧＤＤ，ｅｔａｌ．Ｓｈａｄｏｗｒｅｍｏｖ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ｍａｇ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１６８－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