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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象数据库的研究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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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mage database is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I da~ab technique and image proce ssIrLi g．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s surveyed·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represented．Image modeling and 

image indexing are discussed．Fina llyt the next generation oI image database is foreseen． 

关键词 Image database，Image data mode1．Image indexing．Query 

一

、引 言 

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媒体多种多样，包括文字，图 

象、声音、视频和动画等。在计算机领域 中，针对文字 

信息的存储和管理，我们已经发展了完善的数据库 

技术I针对图象的处理，主要包括四种技术 ：(1)母 

象处理；将客观世界中原来存在 的物体映象成数字 

化图象 ，其中包括图象滤波、增强、压缩 复原和重建 

技术。(2)计算机图形学：将数据和几何模 型变为图 

象．(3)模式识别 ；从 图象提取数据和模型。(4)计算 

几何：研究几何模型和数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 

田 1所示．这四门学科之间的界线也不是非常确定 

的，相互渗透与沟通是一太趋势。 

田 

● ——————一  

图形学 

图 1 

田象数据库技术是图象处理技术和传统的数据 

库技术相结台的产物 。图象数据库的产生既拓展 了 

传统数据库技术的应用范围，又为图象处理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 

图象数据库(Image Database)是这样一十系统， 

它能够将一大批图象及其有关信息存储在一起，井 

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 ，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完整 

性 ，支持各种应用 。 

传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由于母自身的缺陷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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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难以支持图象数据库的管理 。实际上 ，传统数 

据库并没有为图象实体建立真正的数据模型。并且 ． 

图象数据库中需要太量的图象操怍，例如特征抽取、 

分类 、滤波、去除噪声和增强等，还要求根据图象及 

其中物体的相似程度进行相似检索 。造就要求建立 

适用于图象管理的图象数据库。 

早期的图象应用 系统中 ．主要问题是 图象的基 

本处理技术和基本方洼。随着图象获取手段的目趋 

完善、图象处理 方法的日档成熟，有条件研究大型的 

具有完善功能和 自动水平的处理系统 这时图象的 

存储和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其中．大容量高速存 

储器，包 括 CD·ROM，为图象的悔量存储提供 了基 

本买现手段 今天的图象数据库不仅作为存储和检 

索手段 ，而且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计 

算 机辅助制造(CAM)、计算 机辅助工 程 (CAE J、地 

理信息系统 (GIS)、办公 自动化(0A)、医用图象档案 

和 通 讯 系 统 (PACS) 科 学 数 据 库 (Seientilic 

Database)等 。 

以图象数据厍为援心的图象信息系统 已经发展 

或为基于某一领域的知识的智能系统 。通过存取和 

利用领域知识 ，该系统可以完或较复杂的任务。图象 

信息系统将是导向形象思维、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 

器人的必经之路 。 

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和 国际互联网(Internet) 

的普及 ，促使 图象数据库的研究和使用在深度和广 

度上都大大加强 。在研究和使用的球度上，实时的图 

象无损压缩／解压、图象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或为研 

究热点 ；在广度上 ，圉象数据来源扩展到卫 星信号 ， 

电视信号，同络传喻信号 

计 算机行业极具前景的多媒体(Multimedia)技 

市 享台集或了图象 、图形、声音 文字等媒体 ，处理对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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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包括 ；文本、图象、计算机动画、音频、视频 等信号 

其棱心包括图象的编码、存储、压缩 、解压、传辕等管 

理 。 

以上种种表明，对图象数据 库的研 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下面拟从图象数据库 

的结构进入细致的分析 。 

二 、图象数据库系统的结构 

传统数据库系统的结掏分成三级模式 和两级映 

射 ；内模式 ，模式 、用户视 图(又称外模式)和从外模 

式到摸式的映射 、从模式到 内模式的映射Ⅲ。根据图 

象数据的特殊性，我们将图象数据库系统的结构分 

成五级模式，四级映射 (图 2)． 

( 用户祝型 )空问推理 
、

～ 一 一 

【 映鼾 

( 
： 映射 

查询 带鞋子的特悼 

表示。例如，“圆 可以用轮廓表示 ，也可以用圆心和 

半径表示。特征组织层是图象特征表示的底层描述 · 

用来定义特征的存储方式 、物理结掏和索引组织。 

在这五级模式 的结构 中，从用户视图到语义特 

征视 图类 似于传统数据 库结掏中的用户视图 ，从图 

象特征视图到特征表示层类似于传统数据库结掏中 

的模式 ，特征组织层类似于传统数据库结掏 中的内 

模式 。四级映射使图象数据库具有较高的逻辑独立 

性和物理独 立性 。当某个级别的模式更改时 ，只需通 

过 修 改相 应 的映 射 (这是 数据库 管 理 员 DBA 的 

责任)，保持其余的模式不变 ，从而保持用户程序不 

变。 

五级模式 、四级 映射是 图象数据库 系统的总体 

框架 ．实际的图象数据库应用领域不同，图象数据存 

储、索引不同 ．支持不同数据模型 ，使用不 同查询语 

言 ．但总的体系结掏上有五级模式和四级睫射的特 

征，当然也不必苛求所有系统和这里介绍的体系结 

构完全一致 。 

壹询(image—object· 

whee1) 三、数据类型和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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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泉数据 圭询0mage—object 

形成 结 构 ⋯ tou卜。f—c~reh) 

图泉教据 查询(。丌。 ge ob】 

存 捡 一 

fa) (b) (c) 

圉 2 

(a)模式及映射 

(b J各级的任务 

(c)各级查询的恻子 

这五个级别的模式是相互独立的 。用户视 图完 

成空间推理的任务。语义特征视 图从用户观点出发 ， 

描述图象特征在某一领域 的视 图。图象特征包括图 

象中的人、物、景 ．象 (我们称之为图象实体)的形状、 

颜色 、纹理和空间关系等。倒如 ，语义特征 轮子 对 

应 圆 和其他一些实体特征，而在其他应用领域，例 

如 PACS， 回 和其他一些实体特征井同表示 肿瘤 

细袍 语义 持征表示层支持同一图象特征的多重 

图象数据库系统要管理的数据有以下三种： 

(1)图象数据．原始图象本身是一个二维的点阵 

信息 ，常用 的图象格式有 BMP、GIF、TIFF、PCX和 

IMG荨 。图象数据还包括各种对原始图象处理后的 

图象特征组织 图象特征组织并不直接存储，而是经 

过编码后再存储。 

(2)图象特征的描述。主要是描述图象实体的形 

状、颜色、纹理和空间关系等。这对于基于图象内窖 

的查询，存取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的研究着重于图象 

特征信息描述本身 ，目前研究如何将图象特 征表达 

在数据模型之中。 

(3)辅助信息。对整幅 图象作出说明 ．无论原始 

图象是否在物理上真正存储 ，这些相关信 息是必需 

存储的。例如一张卫星遥感照片可以用一条记录形 

式 描 述 成 为；(flight number．frame number．alti— 

tude，date，⋯)，一幅医用图象可描述 成为，(病人姓 

名，年龄 ，医生姓名 ，盎状，⋯) 

数据模型是严格定义的概念的集吉 。这，!．概念 

精确描述系统的静卷特征 、动态特征和完整性约束 

条件 因此 ，数据模型通常由数据结构 、数据操作和 

完整性 约束三部分组啦。数据结构是对象类型的集 

台 ，包括对象 和对 象之 间的关系 ，由数据描述语言 

(DDL)表达 数据操作是指对数据库中对象的实倒 

允许执行 的操 作的集台，包括操怍及有关规则，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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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操纵语言(DML)和查询语言(QL)表示，数据约束 

是完整性规则的集台。完 整性规则是给定数据结构 

中数据及其联系所具有的约束和依存规则，再 以保 

证数据的正确 、有效、招容 

传 统 数据 库 管 理 系统 中主 要 有三 种 数 据模 

型Ⅲ：层歇模型、同状模 型和关 系模型 ，它 们在传 统 

数据库应用中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功。在非传统数据 

库应用匈i域，例如工程信息管理，也提出了面向对象 

的模型等有效的方法 。但在图象的直接管理上，至今 

仍无重大变破．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对图象数据库中 

的图象数据和字母数字等文字数据分别建横 J。 

早期的图象数据库通常采用关系数据模型和层 

次数据模型来对 图象数据建模 。例如，早在 ]977年 ， 

McK∞wn 和 Reddy在 Midas(Multisensor image 

damb~e system)中采用层次数据 结构逐 层细化地 

存储图象唧，他们称之为 图标数据结构(Iconic data 

structure)．Kunii在 lnfad3系统中把图形解释作为 

关系的一种属性 。关系模型和层次摸型也可以混 

合起来．共同对图象建模“]．这些模型都无法支持前 

面所讲的图象数据库的层孜结构。 

与文字数据相比，图象数据有自身的特点； 

1)图象内容难以准确地描述 ．图象 内容包括一 

组空间对象，例如点 、线 面等 ，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问 

关系，棚如邻接 ，面向、相对位置等。它们胄能被近似 

地描述成为图象实体及其特征．而文字数据可以用 

摹本数据类型 ，如整型．字符串等，或 由基本数据类 

型组成的复杂数据类型来准确地描述．并且，图象数 

据库还要求图象实体的同一特征 的多重描连 。因此 ． 

图象数据模型必须使用户不必去 了解图象实体特征 

的底层数据结构，并且能够动态提供实体特征和特 

征表示之间的映射机制。 

图象 实体 特征组织 的形式与 图象 处理密切 相 

美。原始图象通过图象分析和模式识别 ，产生图象实 

体的特征组织。这里涉及到图象增强 、图象分割、模 

式识别和纹理分析等一 系列蓣 术．最终的特征组织 

包括： 

· 实体编码。常用的编码形式有：行程 码、四夏 

树、八夏树等 这在关于图象处 理的书中有详细描 

述 ．这里不再赘连 。 

· 形状特征 ．形状特征包括面积、方向(orienta一 

tion)、环形性 (circularity)、偏心率等 ]。面积用象素 

点的个数计算。环形性定义为周长 *周长／面积，周 

长也用象素点的个数表示．根据实体边缘象素点计 

算出协方差矩 阵后 ，可以定义谣矩阵的最大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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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为形状主轴 向量 ，定义该矩 阵最 小的特征值与 

最大的持征值的比为偏心率。 

· 颜色坐标和颜色直方图。常见的颜色坐标空 

问有 (R，G．B)、(H，S，V)、(H，L，s)等 颜 色直方 图 

用来表示图象中的颜色和 出现这种颜色的概率之间 

的关系 。 

· 纹理 。实体的纹理属性包括均匀度、对比度和 

方向(Direction)等．可以采用空阿灰度级依赖矩 

阵 (SGLDM)来分析纹理 ，定义上述属性。 

一 十实体表面可能包含不止一种纹理，因此需 

要将实体表面分成若干大小一致的区域进行分析。 

对于实体边缘上的 碎 片 或包含不止一十纹理的区 

域 ，继续细分，直至每个区域最多只包古一种纹 理． 

最后统计实体表面包含的所有纹理。 

纹理的方向是指纹理 基元周期 性重复的方 向。 

为判断某一 方向是否为纹理的方 向-可以沿此方向 

莲次移站一个象隶点 ，两个象 素点⋯ ．对每次移位后 

产生的象素排列和初始的象素排列，用文C9]中的公 

式计算它们的相关系数。若存在某次移位的相关系 

数足够大，剐该方向是掏成纹理的方向。为说明起 

见 -举一十简单的例子 ，考虑宽度为 10个象素、灰度 

级范围从 0到 9的图象 ，在水平方 向上进行 移动，如 

图 3所示。 

灰度值 1 8 3 2 7 6 2 】 9 7 

移位 0(1 8 3 2 7 6 2 1 9 7) 

移位 1 t1 8 3 2 7 6 2 1 9)7 

移位 2 t1 8 3 2 7 6 2 1)9 

移位 3 t1 8 3 2 7 6 2 1 

移位4 (1 8 3 2 7 6)2 

移位 5 (1 8 3 2 7)9 

图 3 

移位 2次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大．但符号为 

负．说明原象素点较亮，移动点较暗，或原象素点较 

暗 ，移动点较亮 。移位 4敬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 

大．且符号为正，说明灰度级的顺序重复。因此 -纹理 

方向是水平方向，周期是 4。 

SGLDM 随纹理方向和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设 

是纹理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夹角，d是周期，S̈ ( ，j) 

定义为 ：灰 度级 与灰度级 相酃的个数 ，其中 l(x·， 

) ， ( 2，y})=j，I(z， )是原始图象在( ， )处 

的灰度值，且 ( ， 1)，(z y)应满足 z1=z2+d 

eosO．y1一 2+ *sin9．例如图 4(a)是一幅灰度级范 

围从 0到 9的原始 图象，图 4(b)是 一0，d 1时的 

sd．d ，j)。 

觳 O 札 幕∞ 行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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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6 6 4 4 4 7 7 

4 4 6 6 4 4 4 4 7 7 

4 6 6 6 4 4 7 7 7 

6 6 6 4 4 7 7 7 4 

6 6 6 6 { 7 7 4 4 4 

6 6 4 4 ‘ 7 7 7 4 4 

6 4 4 4 7 7 7 4 4 7 

4 4 4 7 7 7 4 4 7 7 

图 4(a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O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0 23 0 3 10 0 0 

i 5 0 0 0 0 0 0 0 0 O 0 

6 0 0 0 0 7 0 10 0 0 0 

7 0 0 0 0 5 0 0 14 0 0 

8 O 0 0 0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0 0 0 0 

围 4(b) 

可 定义 ： 

均 匀度 日 ， )一三r 2一s；．一(“J)。 
l j 

对比度C(d， 一∑ ∑(i--，) ( ， 。 

对比度表明了纹理的灰度级变化范围。例如。若 

所有灰度级都相等，则只有当 i一 时 s̈ ( ， )≠0， 

由此可得对比度 C(d， )为 0 

· 草图(sketch)。草图特征使图象数据库可以基 

于用户手画进界草图进行查询。草图特征由原始图 

象实体边界映射组成。草图特征的生成算法抽 可大 

致描述如下 ： 

STEP1：把 图象转换成为灰度图象。 

STEP2 边界提取 

STEP3 把边 界图象缩小到 64*64象索大 小。 

设原边界图象的高度为 h。宽度 W，把图象分成 64* 

64块，每块大 小为 h／64*w／64。块中只要有一个象 

素点是边界点，该块就是边界点。由此可得 64*64 

象索大小的草图。 

2)空同对象及其关系 自身不包 含语义信息 ，而 

文字数据则柜反 ，在实体和关 系的 名称 中就包含了 

语义信息 例如有如 图 5所示的 E—R图，表示两个 

实体 学 生 和 课 程 ，以及 它 们之 间的 关 系 选 

课 ， 

囤 5 

直接把语义信息与空间对象及其关系相联系将 

严重限制图象信息的使用 ，这 是因为 首先 。同一图 

象可以有 多种解释；其次 ，同一图象在不同时期使用 

方式不同}最后，图象只是近似地被解释，这种解释 

将随着 图象识别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一个可行的方 

法是 ：利用 图象实体及特征对空间对象及 其关系建 

模，把浯义信 息建筑在图象特征 之上 。构成浯义特 

征。实现语义特征和图象特征之间的映射还存在许 

多问题。由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尚未成熟 ，这种映射还 

不能自动完成，必须在数据模型中完成 。为便于数据 

库设计者使用 ，图象数据模型应提供一种映射算子 ， 

并且支持映射算子的改进 。 

3)图象数据库支持 图象 查询和空间推理 ，而图 

象本身具有 多个或不确定的解释 ．因此 ，系统应提供 

特定的领域知识 ，以便用户遥步精炼其要求 ，最终形 

成一个简单查询语句或由简单查询语句复合而成的 

复杂查询语句。可行的方法是：提供～个基于知|只的 

导航模块指导用户。 

近年米，已经出现了一些图象数据模型 图象处 

理领域的研究者使用广义图模型 (generalized graph 

models)。例如 。GRIM DBMS使用辑性关系图作为 

数据横型Ⅲl 。而数据库领域的研究者使用扩充关系 

模 型“ 。此外，还有基于面 向对 象方法的模型。如 

VIMSYS[ 等。 

四、索引技术 

索 弓『技 术包括 三方 面 索 引的表达 、索 引的组 

织、索 引的提取。在传统的数据库中 ，索 引是基于关 

键字 的。而在 图象数据库 中。作为索弓『的是 图象特 

征 ，即图象 实体的形状 、纹理和 空间关系，它们无法 

用 关键字表达 。图象索 弓I的表达有一些特别的性 

质 ；(1)图象索引只能近似地表达 。(2)图象索 引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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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如果 a，btc是图象的三个索引值，且有 a<b< 

c 这并不意嗥着图象 b与图象 -的相似度比图象 c 

与图象 a的相似度要来得高 ．(3)图象属性描述可能 

具有 相互联蒹的多重 属性 ，即如果 a1，a2是 一十索 

引的 两 个 值 ，result(al，̂2)≠result(a1)N result 

(日2)。 

正因为这些特性，传统数据库的许多索引结构， 

如B村．hashing等都无法用来描述图象的索引组 

蒡1．有人提出可视结街[” (咄 I1a1 structure)。S．K 

Chang把图象家弓f描述为一十三维空何叫，如图 6 

所示 ．任何一个图象数据库系统对应三维空间中的 
一 个空问区域． 

索引构造 

自动 

半自动 

图象数据结构 

图 6 

五、访问级别和查询语言 

一 般而言，对图象的访同存在三级，第一级 标 

识(identification)访问．第二级 条件语句或／和复合 

蜒的组合来访同．第三级t裙似查询。其中以第三级 

为最高，相似查询建立在特征分析和模式识别的理 

论基础上 ，j步厦的主要问题是对数据模式 的描述 和 

判别．查询过程是根据绐定的模式，对输入的模式进 

行匹配．判断关键是相似度．当相似度由特征值的数 

字和／或逻辑值来表示时．相似查调退化为条件 

查询。相似查询是图象数据库系坑区别于传统的数 

据库 系统的基 本特征 之一，也 是其最 吸引 人的 功 

能。 

针对上述三种不同的访 问级别，已经发展 了一 

些查询语言，其中较为成功的有， 

(1)PSQLt ”，一种类似于传坑的觳据库系统的 

SQL语盲．它的基本查询语句形如t 

SELEC丁 sI-tt 

FROM ~tatcs 

W HERE ．e．(sf̂fe—reglon)> 30t000 

·l2· 

(Z)GRIM—DBMS_] 中支持 含有摸糊度量的查 

询语言 铡如 

Retr[eve Images(hospital—building／o．9) 

Containing 

((doable—bedrOOIlfm／1．O)AND(number一0f—door≥ 2)) 

上述查询语言都是基于图象的辅助信息和图象 

实体 的语义信息，而不是直接捕获图象实体 的底层 

信息。这将导致一些同题 ；(1)如果在图象数据库 中， 

某一图象的辅助信息投有初始输入，那么查询将失 

败 。(2)表示图象实体语义的词汇不统一．如 车轮 

就 无 法与 轮子 扭匹配。(3)实体的形状、纹理 、颜 

色、空间关系等根难用文字确切表达 针对这些 同 

题 ，产生 了基于 图象 内窖的查 询 (Query砷 Image 

Content) QBIC可 定义为根据草 图、用户指定的 

图象、颜色和纹理模板 、空间关系描述 和图形等．并 

加以文字信息，对图象数据库进行查询。 

QBIC是基于相似度的．并非精确匹配。因此 ．我 

们要为特征定义一些相似函数 ．相似函数的返回值 

通常在 0和 1之间，0表示完全不 相似，1表示完全 

相 似．最筒单的相似函数是距 离．包括欧几里德距 

离、市区距离、棋盘距离 等 ，而距离越大就越不相 

似 ．下面举倒说 明不同图象特征 的匹配方法和相似 

函数． 

(1)颜色．若查询的目标是要求检索出图象数据 

库中那些包古有平均颜色与样品实体相接近的实体 

的图象，那么数据库中待检 图象和样 品图象之 间的 

距离用加权欧几里德距离表示。 

采用基于颜色分布的匹配将获得视觉效果上更 

接近伴品实体的查询结果嘲 例如 一十逐渐从红到 

蓝的实体(平均鳜色是紫色)与另一个颜色从红到蓝 

的实体 ，比它和紫色的实体，在视觉上更为接进。这 

种匹配可 以用颜色直方图来 实现 ，定义 是图象实 

体的颜色直方图向量．y是数据库中图象实体的颜色 

直方 图向量 ， —y—X，则 相似度 一 AZ，其中 ， 

一 I--d(c|tc ) ～ ．G，c 是直方 图中第 i， 中颜色 

d(C．，C )是 它们之 间的 MTM(Mathematical Trans一 

|orm tO Munsel1)颜色距离 ． 一 是直方 图中任两种 

颜色之间的最大距离。矩阵 A代表了不同颜色对之 

间的感觉上的距离。 

(2)纹理 ．由纹理的均 匀度、对 比度和方向组成 

了三维纹理空间。任何 一种纹理都对应空间中的一 

点。纹理之问的距离可 以用空问中的加权欧几里德 

距 离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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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状 基于 形状的匹配是 QBIC最具挑 战 

性 ，也是极具生命力的领域 ，至今还处于发展阶段 。 

一 种方法是用形状属性集的加权欧几里德距离定义 

形状之间的距离。可以选择形状特征集合的任何一 

个 子集 ，通常选择大 小和方 向。QBIC还包括 草 图 

查询 ：由用户手画一些大致边界，查询出图象数据库 

中具有相似边界的图象．大致算法 可“描述如 

下 j 

STEP1；把用户手画草图缩小到 64*64象索大 

小。 

STEP2：把草图分成 8*8块，每块 8*8象索大 

小。 

STEP3；查询图象 数据库 ，对每幅 图象 ，分别计 

算草 图中的每十块与该 图象草 图特征中 16*16大 

小的相应区域的相关系数 。 

STEP4：求 图象库中的 图象每个 区域的相关 系 

数的和，作为该图象和草图的相关 系数，判断是 否匹 

配 。 

六 、下一代图象数据库 

下一代的图象数据库将是主动型的图象数据 

库 ，图象带有相应的知识结筒。图象入库时能够 自动 

进行数据的初始化，并且能移对用户的探{剜、存取等 

操作作出响应 ，例如 ，图象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 

选择不 同的显示分辨率． 

主动图象数据库需要主动的索引作为支持。一 

十带主动索引的图象数据库如图 7所示 。 

～  

r 

图 7 

R1是图象7的一十实体的索引，R2是图象 2、3 

的实体的索引，R3是图象 1的实体的索引。这些都 

是主动索引，图象的实体特征作为索引的输入t从而 

激活 了上述索引 ；这些索引中的任意一十被激 活就 

会激活 R4， 而激活 R5⋯。用这种方 法可 以在图象 

上定义一些实体为热点，由热点莲级激活索引，最终 

产生响应。 

主动图象数据库的关健是如何 自动或芈 自动地 

构造基于实体的主动索 引，尚有许 多技术同题需要 

研究。 

七、图象数据库举例 

(1)智能图象数据库(Intelligent Image Databse 

System) ”。由匹兹堡大学的张系国(s．K．CHANG) 

等开发。该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图象实体之间空 

间关系的表示和查询．其理论基础是用正交关系表 

示 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用二维字符 

串表示。这 样所有的空间关系操作都可以转化为二 

维字符串操作，还可以根据二维字符串进行图象可 

视化。举一个简单的倒子说明二维字符串的椅成原 

理 ，如图 8所示 。 

雷 8 

实体 A作为视点实体 ，从东、南、西、北四十方向 

寻找最先 看 到的实体．这些实体，蜘如C，至少一 

部分 ．至多四部分技视点实体看剜 ．把看剜的那些部 

分加入正变关系集合 ReI(X)．图象中的所有实悻依 

次作为视点实体进行上述操作，完成之后进行再对 

每个实体进行分割，正交关熏集合中的每个元紊都 

构成一十实体，取代了原来的实体．若集合为空，皿j 

实体保持不变．上倒中以 A为视点 ，把 c1、c2、c3加 

入 到 Re1(x)中 ．再以 B为税点 ，把 c2加到 Rel(x) 

中。C被分身c】 C2．C3 C4四十实体．最后，报据实 

体的形心位置得到一十二壤字符串：(C1<C2 A<B 

C4<C3．B <C2<C4<CI A C3)．其中第一项表明 

水平方向的位置关系，c1在最左面，c2和A水平方 

向位置相同，且都在 cl的右 面，再向右是 B和 c4， 

最右面是 C3f第二项表明垂直方向的位置关系 B 

在最下面 ，向上是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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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DS中图象处理的过程如图 9 

所示 ： ．．．． 

茹宇也图象 q1 产 

圈象分割 。。 一 

骨科后的画采 一 ～ 
正交关系 孵 扦 措 

荷号化的亩象 ’ 
二雏宇荷串算法 ’ 一  

二维字符串圈标荤引 i 、 

J空问推理 r基豫i上谭 枯⋯一目复垂建采 ． 0 iv解释器 
目 记 一 一  

嘲  
图 争 砰 蚌 糸 莲 

。 一 

数据 管理 最坑 

lIDS的系统结构如图 10所示 ． ’—— —lf～——一 

liD的用户界面是一十奠单驱 显示设备 。 

动的集成环境．可以进行数据库操 ， 一一 一 

作、圈象查询、图象可视 他、通讯和 。 

帮助 ，其查询功能强大，可以完成基 一 - 帛 敬 据 库 。 

于图象名称的查询、基于图象关键 溷争存皓 ： 

字的查询 、基于空问关 系的例子查 。 —二_—_：二一 

询等。它的优点是：当图象插入数据 亩豪址瑶 教捂厍管理采绩 

库时 自动完成图象处理 的过 程，形 一 

成二维字符 串，支持关于空问关系 ⋯  
的操作。不足之处在于二维字符串仅表示实体之甸 b IN‘ preter)o该系统 由伊利诺斯大学于 1 977年 

的空间关系，无法表示实体的其他特征，并且系统缺 开发成功 。它 的主要贡献是引入 了逻辑 图(L。gical 

乏实俸的语义信息，图象的名称和关键字是 由用户 picture),~-p将整幅图象分成若干有意义的部件t掏 

预先输入的．表选能力有限。 成 m k ，具体分成三张表 ：图象对象表 P。T、图象 

(2)GRAIN(Graph8-or；ent甜 Rel t 。哪l Alge- 轮 廓 表 PCT 和 田象 页表 PP，r·原 图称 为物理 图 

(Physical Picture)。 

— — 一  — — 一  墼 

； 、 } 
I i io, I 
!里 一 L壅一 

! 

· l4 · 

⋯  用 P接 口 一  

用户 

图 10 

(3)RED1(RElatlonal Databas 

system fnr Images)。该系统由Purdue 

大学开发 ．用于地面卫星图象。系统结 

构如图 I1所示 。系统中道路、河流、城 

市和河流均 被标识 出．并 以关 系的形 

式存储 ，例如：道路 和河流 以线段表 

示 查询的形式是 “请我出我刚才指 

向的河流的名称”或 请拽出与这个城 

市有相同道路样式的城市的照 片 ，以 

表格的形式输入。由于事先已有许 多 

信 息包古在 图象属性，例如：路 名、市 

名 、坐标之中 ，使查询语 句的解释很容 

易。RE Dl中使用的查询语言是 QPE 

(Query Picture Example)，它 是 

QBE(Query By Example)功 能 的 扩 

展．具体 功能有 图象处理操 作算 子 

(处理集)、支持图象特征关系的转换、 

支持简单的相似查询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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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ketch Database 该系统 由 Nogoya大学开 

发。它从心畦 x射线得到的图象库中提取出抽象的 

部分 ，称之 为草 图(Sketch)，一方面 使数 据减 少 ，另 
一 方面使这样的使用成为可能： Sketch作为一种 

图象 键 (Pictorml Key)，从 数据库 中取 得期 望 的图 

象 ．总体来说，这样一十 Sketch描 述是实现相似查 

询所跨 出的第一步。两幅图象的相似度用它们的草 

图(Sketch)的相似度来衡量． 

总之 ，图象数据库的研究方兴未艾 以上只是一 

些报道的系统，相信随着图象处理技术的进 展，图象 

数据库的研究必将走向深入和真正的应用 

参考文献 

[13唐荣锡等，计算机图形学教程，稃学出版社 

[2][美]张系国，圈象信息系统设计原理，科学出板 

杜 

[33萨师煊 、王珊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二I短)，高等教 

育 出版社 

[胡s．K．Chang and A．Hsu，Image Information 

System s 1 W here Do W e G o From He ?，1EEE 

Trans．Know1．Data Eng．，Vo1．4tNo．5，1992 

[5]D．M MeKeown Jr，，and n J，Reddy，A Hi— 

erarchlcal Symbolic ReDresentat；on for Image 

Datahase—Proc．IEEE Workshop Picture Data 

Description and Management t 1977 

[6]s．K．Chang and T．Kunii，Pictorial database 

systems，Computer，Vo1．14tNo．11，1981 

[7]S．K Chang et a1．，A Generalized Zooming 

Teehnlque fnr Pictorial Databse Systems． 

AF1PS Conf．Proc．V o1． 48．1977 NCC 

[8]w．Niblack et a1．t The QBIC Project：Querying 

Images By Content Using Color，Texturet and 

Shape。in SP1E IS~-T Storage and Ret rieval for 

Image and Video Databases Vol 1908t Feb．， 

1993 

[9]A．Low，Introductory Computer Vision and Im— 

age Processing chap．16一McGRAW —HILL Book 

Com pany，1991 

[IO]F．Rabitti and P．Stancher，GRIM—DBMS1 A 

GRaphical IM age DataBase management sys- 

tern ，in Visual Da tabase Systems．Amsterd~lr[t， 

The Netherlands：North—Hol】and，1989 

[11]L．G．Shapiro and R．M．Haralek，Organi2a— 

tion of relational m odels for scene analysis， 

IEEE Trans．Patt．Atta1．Mach．1ntelI．．V01． 

PAM 1—4，1982 

[123A．Gupla T．Wevmouth and R．Jam，Semantic 

queries with pictures：The V1MSYS mode，in 

Proc· VLDB’91 Spain一，1991 

[132A．Kilnger and A．Pizano，Visual structures 

anti data bases，Same to i1O] 

[143N．Rossopoulos，et a1．，An efficient pictorial 

database system for PSQL，IEEE Trans．Soft— 

ware Eng．，Vol·14，M ayt1988 

[I52A．Rosenfeld and A．C．Kak Digital Picture 

Processing，Academic press，New York，1982 

[i63s．K．Chang et a1．，An intelligent database 

system，Same,o[143 

(上接 第 19页) 

参考文献 

DJJ．D．UIIman，Principles of database and knowl— 

edge base sys tem ， Computter， Science Press 

1989 

[2]袁军，演绎数据库优化技术，东南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1995．6 

1-83陈栋，演绎数据库语言及系统实现技术的研 究，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5．8 

[4]袁军，陈拣 王能斌，广义左右线性递归规则组的 

改写 ．《计算机学报 》，(将刊于 1996年第 1期) 

[5]袁军 、陈栋、王能斌 ．数据逻辑语言中的集合t《计 

算机研究与发展》．Vo1．32．No．4，1995 

[6]袁军、陈拣、王能斌t线性递归规则的并行计算方 

法．《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已录用) 

[73袁军、陈 栋、王能斌 ，演绎数据 库的语义查询优 

化 ．{东南大学学报 》，Vo1．25 No．1，1995 

·l5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