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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c卡的图像模糊增强算法的研究 
Stud5r 0n Algorithm of Image Fuzzy Enhancement Based on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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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fuzzy algorithm is used tO Enhance the image quality deposited in IC card 

The drawbacks of the algorithm proposed by Pal tO enhaBce the contrast among adjacent regions a an 

alyzed．A Ilew linear fuzzy subjection function is given，which Ca])-maintain the effects of image dealing 

and increase its velocity greatly．In the final result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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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随着社会信息化 的发展 Ic卡作为信息的载体而 

得到广泛的应用 ，它不仅 挠装载文字信息，而且能装载 

图像数据 ，由于 1c卡存储空 问的限制 ．所存图像应 当 

得到大的压缩 ，同时其质量也要高 ．吲此对于质量不高 

的图像应 当进行处理。图像处理是提高图像质量 、视觉 

效果的一种有效手段 ，根据 不同的使用 目的可 以对臣 

像进行不同的处理 ，如图像的压缩、饿复、增强、边界提 

取等等 。实现图像处理的方 法可 分为经典和现 代两大 

类 ，而模糊集理论 由于挠有效 地分析^类系统 的各种 

行为 困而成为一种 现代分析图像的有效工具 横糊理 

论处理图像的基本思想是将一定大小的图像表示为同 

等 大小的模糊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 索为像素灰度的 
一 种分布 ，应用一定的算法求解该分布，然后对该分布 

进行某种变换或反变换实现对图像 的某种处理 叫】。 

Pal等根据模糊理 论提 出一种图像 增强处理的模 

糊算法 ，由于它采用幂 函数形式 的模糊隶属 函数及叠 

代运算 ，运算量大、速度慢 ，严重地影响 了图像 的正常 

处理 [．。 ，为此本文提 出采用线性模糊分布 函数 ，力图 

根本上解决此 问题 。 

二 、算法分析 

1 Pal算法及其缺陷 

大小为 M×N 的灰度图像 ．用 同样大小的模糊矩 

阵表 示 如式(1)： 

x一凸凸 【1] 
tjm ^  

其中： 表示图像像京的灰度相对于最大灰度的某种 

亮度程度⋯P的求解式如(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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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一T(x． )一[1+ ] t (2) 

其中 ：z棚 为图像的最大灰度值 

n 、 为常数可通过 渡越点确定 

确定 后 再用 (3)、(4)式对图像进行增强处理 ： 

。 
一 ，，(户． )一 It(，一 I(户_J))，r一1，2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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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 fIJ进行反变换得到增强后的图像 。 

从 pal算法可知 ，为求解图像的模糊矩 阵，它采用 

(2)式幂 函数形式 的分布 ，这是一个非线性函数 ，该函 

数不仅与 图像的最大灰度 、某点的像素灰度有关 ，而且 

还与幂指数相关 ，在一定的灰度值下幂指数越大 值 

越小 ，但不论参数如何选取有 ≤ 。 ≤1，卢值大小为 ： 

p一 (1+ -  (5) 

Pal算法在进行 图像的处理的反变换过程中低于 

的某些灰度值会受到损失 ，此外 ，对幂函数模糊隶属 

函数利用(3l、(4)式进行叠代变换 ，增 大了运算量 ，困 

而 不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为解决该 问题 本文特 引入 

线性分析方 法。 

2改进的 Pal算法 

PM 算法 中对模糊隶 属函数 pLJ的求解采用的是幂 

指函数的非线性运算，虽然它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它蛤出的不是最佳 的解决方法 ，困为在满足条件的 

情况下可以有很多的分布表达 它们 既有线性的也有 

非线性的 如何从 中选择合适的表达 是解决该 问题 的 

关键 根据实验分析 Pal算法 中可 以采用不同的隶属 

函数 ，它们对结果的影响不大，其中线性的表达结构简 

单，计算不复杂 ，但 其处理速 度有很大的提高 ，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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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计划的执行 

这样经过逐层 向下协商和逐崖向上承诺 ，使得 A 

gent可 以对最 终的目标进行承诺时，组织者则开始启 

动计划的执行 ．同时将协商时建立好的相关数据通道 

传送给承担各十子 目标 的 Agent．此 时就进 ^到了计 

划的执行阶段 。 

在多个 Agent并发执行计 划时．首先必须判断执 

行上下文中的约束是否 已满足 ，从而保证各个子 目标 

之间正确的实现顺序 

由于 在执行开始阶段、各个合作的 Agent都 已拥 

有了关于数据通道 的知识 ．这样 在执行过程 中，Agent 

之间则 可 通过建立好 的通道 ．直接与相应 的 Agent 

进行交互 ．而无需经过上层的组织 Agent 

通过保证各个子 目标正确 的并发秩序 ，并通过建 

立好 的数据通道进行数据交互 ，这样逐层 向上进行结 

果的综台 ，最终 自然地实现 目标 。 

3 3．1 执行 算 法 

Process Performing 

1)判断执 行上下 文是 否满足 { 
2)if暂未端足 
3)then转 1)； 
4Ielse if不可 能满 足 ； 
5) 通知所有 已承诺的 Agent放弃承诺 ． 
6) 向组 织者返 回执行 戋脏 应答 ； 

else}莆足 ； 
f某十子 目标为原于目标； 
使用相应的能力予以实现 ； 
else通知所有执行者宴现所承诺 的子 目标 

等待执行应答； 
Lf某十 Agent执行成功 
if所有的 Agent都执行成功， 
向组 织者 返 回执行 成 功应 答 
else转 11) 

else通知其它 Agen~放弃承诺； 
向组织者返回执行失败应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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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64面 ) 

高图像 的处理效率 ，为此选用如下的模糊分布求 P 

— r+ cs 

其中 ：x 为圈像的最小灰度值 

三 结果讨论 

应用模糊理论 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是 图像的一十新 

的应用方面 ，它将图像像素抽象为某种模糊隶属分布 ． 

再对这 种分布进行有关分 析，从而完成图像的处理工 

作 

■圃固 
(a) (c) 

(a)原始图像 (b)pal法模糊 (c)改进 pa1法模概 

增强后图像 增强后图像 

图1 图像模糊增强示意 图 

本例中 Pal等根据模糊理论提出幽像增强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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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期算法 ，通过 选择幂指形式 的模糊隶属函数 以叠代 

方式实现相关的数字处理 ．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该种算 

法的缺点是模糊隶属函数的范围为 ：B≤p1】≤1．且对于 

≤B时反变换无解 ，导致这 些部分受到切 削，因此它 

削弱了图像的处理效果 ．此外它 的处理速度不是太理 

想 。 

改进的图像增强 处理的 Pal算法使用线性的模期 

隶属函数 ，减少了图像处理的难度 ．保持了图像处理的 

效果 ．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因此改进 的算法比原算 

法更有效 ，从处理的速度上来看它 比原算法提高数十 

倍 图1为基于模糊算法的图像增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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