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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检测技术的应用分析研究

王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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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计算机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和得到了长足进步，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工具，甚至在工作中也是如此。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极大

地推动了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为图像处理提供了额外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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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是一种低层操作，主要是在图像的像素

级上处理。狭义的图像处理主要涉及分割图像以增强视

觉效果和视频压缩编码以减少传输时间和存储容量。图

像分析是一项中层工作，其中分割和特征提取是将原始

图像转换为以像素为单位记录的简单非图形图像的符号

表示。换句话说，图像分析是对图像的处理，然后是对

数据的处理，数据是特定功能的测量结果，也可以是基

于测量的符号表示。感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通常被称

为计算机视觉。图像理解进一步研究图像中的对象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处理和方法与人类的思想和推

理有很大关系。

1图像分割技术
1.1  数据驱动分割法
这是一种边缘化的分割方式。其基本思想是通过

在某些边缘周围来绘画出更完整的分割区域。然而，边

缘检测抗噪声的性能是个难点，必须考虑监测目标的准

确性，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有矛盾，要在噪声方面选择

合适的轮廓来提高检测精度。如果整体音抗噪声强度增

加，则需要更仔细的检测，以避免检测到响应不足。如

果未达到目标要求，精度发生了偏转。因此，结合尺度

和边缘信息的尺度设计可以提供检测精度并提高噪声性

能。边缘检测方法可以检测相似性和均匀性特征，以获

得足够的灰度和颜色在局部变化的强弱。它们都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从而可以减少区域的过分割现象。

1.2模型驱动的分割
典型的模型驱动细分包括动态轮廓模型、组合优

化模型、目标几何和统计模型。动态轮廓模型用于描述

目标的轮廓，因为它强大的积分计算能力对于任务具有

良好的抗噪声效果，并且对物体的局部模糊不敏感。但

是，这种方式容易收敛到局部最优，所以原始轮廓应该

尽可能接近真实轮廓。最近对通用分割技术的研究将分

割视为一个通用的优化问题，并使用各种优化技术来完

成图像分割任务，其基本思想是根据超出估计确定的极

限的具体函数来确定优化函数的参数，而其解是边界以

下目标函数的整体最优解。为了从集成优化的角度解决

分割问题，主要目标函数要仔细阐明各种分割要求和约

束，并将它们转化为分割问题的优化解决方案。由于目

标函数是一个通用的多维函数，它可以使用概率优化技

术。其中涉及基于对象的几何和统计模型提取和识别对

象的技术，通常称为目标检测或特征提取，其基本思想

是对相关对象的几何和统计知识进行建模，并将其划分

转化为匹配或监督分类。常用的模型包括模板、矢量对

象模型和连接模型。这种分割技术可以同时有效地执行

部分或全部识别任务。但是，随着成像条件的变化，实

际图像往往会有所不同 [1]。

1.3图像分割与半自动方法
图像分割可分为手动、自动和半自动。操作者使

用鼠标控制公共区域的大致轮廓，这种方法是手动分

离，但不切实际，需要大量时间，用户的情绪对于结果

影响很大。自动分割可节省时间和精力，并提供更大的

灵活性。但是，缺点是分割所有图像的效果并没有得到

改善。而半自动更可以适应于处理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

互，并适应对图像分割的不同要求。它适用于应用图像

的分割方向，可以大大降低计算复杂度。目前，半自动

人机交互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具有发展和应用的潜力。

一种常用的实现方法是先绘制一个典型的目标片段，然

后运行自动分割并根据各种图像的内容和特征调整算法

和参数。并且在分割的过程中，增加了人工互动的部分。

它的优点是简单，易于使用和管理，分割效果也明显，

应用的潜力非常大。

2计算机视觉检测技术的应用
2.1图像采集系统在视频采集应用
图像采集系统在视频采集应用中一直占据重要的

地位。最近，数码相机的高分辨率、可用性、速度和软

件处理的高成本等特点受到了很多关注。数码相机拍摄

的照片通过串行口发送到电脑进行处理，而电脑可以通

过相机驱动软件直接控制数码相机，该技术尤其可用于

“中医舌像分析仪”，舌图像采集是分析仪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图像处理和分析的基础。这需要高分辨率的图

像和出色的色彩再现性，而现有的设备系统和成像装置

难以满足要求，但基于数码相机的图像采集系统可能更

好地满足了要求。

2.2计算机视觉的主要使用领域扫描
计算机视觉的应用范围很广。主要对图片、视频

等相关文档进行解读和指导，相关文档主要包含航拍照

片、视频和卫星照片等。与此同时，计算机视觉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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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研究、医疗诊断、绘图和智能人机接口发挥着重要

作用。

第一次数字成像的主要目标是使用数字技术提高

图像质量，并有效地协调卫星和航空照片的分类和检索。

因为要翻译的照片数量巨大，需要相对先进的自主视觉

系统来准确判断和解释图像，从而推动航空摄影和技术

的进步。通过视觉判读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广泛应用，视

觉判读技术在物体属性的实时确定和自动分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有效地实现了视觉检测与系统控制的有效结

合。目前，一般的制导模式主要包含电视制导、惯性制

导等，该系统主要采用图像制导和惯性制导结合的模式，

实现科学精确的最终制导。

计算机视觉系统在工业领域上的应用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机器人系统中。然而，由于工业工作场所相关

的因素，如照明条件和图像方向，这些都可进行可控化

处理，大大简化了定期处理这些因素的工作，并建立了

一个实际应用的系统。该技术的典型形式是机械臂和机

械眼，与工业机器人有显着区别。这种可控化主要由其

动态表现出来。移动机器人必须具有出色的视觉，尤其

是在道路信号、基本目标识别和避障方面。计算机视觉

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很常见，尤其是在医学图像压缩、

图像信息传输等方面在应用较多，这对医学诊断有非凡

的含义。 

2.3汽车车身视觉检测系统
在制造车辆的过程中，进行下道工序之前，需要

对车身的装配进行检查。换句话说，就是测量整个汽车

身体部位的 3D 坐标。传统车身总成的测量由坐标测量

机 (CMM) 完成，但其工作效率太低。汽车车身视觉检

测系统是一种新型的高效车身检测设备。该系统由几个

视觉传感器（测头）和相关的机械和控制单元组成。每

个视觉检测系统在传感器坐标系中测量关键点的三维坐

标，所有传感器的测量结果将其整合到工件坐标系中，

并提供最终的测量结果。传感器测量整个过程是在传感

器坐标系中完成的。在视觉检测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全

局设置将传感器坐标系移动到世界坐标系，以便在世界

坐标系中可以获得传感器测量值。由于设定的世界坐标

系与目标坐标系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从而也可以获得

目标坐标系中的测量值。

该系统通过现场溯源进行现场监测以调整经纬仪。

作为标准设备，通过经纬仪坐标测量装置和车身视觉检

测系统同时测量模拟体的模拟测量点，并比较测量结果。

现场溯源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使用经纬仪坐标测量

仪器测量时的不确定度检测。分别对经纬仪坐标测量装

置和车身视觉检测系统。检测到经纬仪坐标测量机的测

量误差时，然后作为标准仪器检查车身视觉检测系统，

获得车身视觉检测系统的测量不确定度。

2.4视觉测量在逆向工程中的应用
所谓的逆向工程涉及通过使用 3D数字化测量仪准

确快速地测量现有对象（样本、模型、不规则的自由曲

面）的轮廓坐标值来创建曲面，修改编辑后保存 /修

改计划，将其转化为典型的 CAD/CAM 系统，再通过 NC 

加工路径从 CAM 制造设施，或使用快速成型机快速创

建模型。因此，需要使用精确的测量系统快速测量样品

形状的三维形状，并将获得的数据用于加工和表面处理。

随着 CCD光电器件的快速发展，基于三角形测量视觉形

状的有效方法已经产生。视觉测量通常使用三种类型的

激光光源：点光源、线型光源和面条纹型光源。

使用激光以直线、平行线穿过大部分网格，或使

用干涉仪创建线性干涉边缘，即结构光、平坦边缘并将

其投影到物体上。边缘会随着曲面的曲率和深度的变化

而变化。这个弯曲的边缘可以用 CCD 相机捕捉，以研

究物体表面轮廓的变化。当 CCD记录图像时，视频信号

存储在显卡的内存中，并将其转换为数学信号，显卡将

其转换为模拟信号。同时，图像卡还向屏幕输出模拟信

号，可以对相机拍摄的图像进行像素处理，将图像转换

为三维图像。扫描图像时，从计算机获得的图像数据由

若干个像素组成，每个像素都有唯一的坐标，对应于物

体上的每个点。每个像素以灰度值显示 [2]。

3结束 语
也就是说，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优异

的成效。该技术被各领域广泛使用，有效地促进了人类

视觉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医药和工业制造领域都在

充分发挥了计算机视觉技术的重要技术价值，有效地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因此，我们必须结合科

学发展的实际，不断在视觉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和研究，

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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