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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DWT与背景重构相结合的运动 目标分割方法 

任应军 范九伦 

(西安邮电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 710061) 

摘 要 针对视频处理中数据量大、消耗时间长的缺点，在假定“背景像素总是以较高的频率在图像序列中出现”的前 

提下，提出了一种新的运动目标分割方法。首先将待处理的视频图像序列经过 DWT变换(Discrete Wavelet Trans— 

form)提取其近似分量，然后利用像素点聚类方法，结合双阂值和相似类合并，选择一段时间内频率出现较高的像素值 

来重构背景，最后借鉴图像匹配的评价标准来验证重构背景的准确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提取 出较好的背景， 

从而实现对运动 目标的高效且完整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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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isadvantage of time~consuming and large volumes data 0f video processing，based on the hypothe— 

sis that the background pixel intensity always appears in image sequence with maximum probability，a novel method of 

moving objects segmentation was presented．This approach extracts the approximate componentS of video images se— 

quence on hand firstly using the DWT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and then selects the higher frequency pixel values 

of an interval to reconstruct the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pixels clustering combing dual threshold with similar alas— 

ses merged method，at last verifies background reconstruction accuracy by quot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image mat— 

ches．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xtract better background to achieve efficient and  

integrated nmvmg obiec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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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视频序列中运动 目标的检测与分割被广泛用于安全防范 

和工农业生产等各大领域。在摄像机固定条件下，图像 中背 

景区域固定不动，因此可以利用光流法L1]、帧间差分法[2 和背 

景差分法 ” 来提取运动目标 。 

光流法是通过给视频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赋予一个运动 

矢量，形成一个运动场，根据每个像素点的速度矢量特征对视 

频图像进行动态分析。当视频中有运动物体运动时，运动物 

体所形成的速度矢量与邻域的背景速度矢量不同，据此检测 

运动物体及位置。该方法能够检测独立的运动对象，不需要 

预先知道场景的任何信息，但其运算公式复杂，计算量大，在 

没有特殊硬件支持的条件下很难达到实时要求。帧间差分法 

的基本原理是 ：对视频图像中相邻的两帧(或三帧)作差来获 

得运动目标轮廓。该方法只检测相对运动的物体，受光线变 

化影响小，检测有效稳定，但容易形成空洞，检测出的物体位 

置不精确，加之帧间差分法的分割效果受阈值的影响较大，若 

阈值选取不当，则分割效果不理想 。背景差分法简单有效 ，易 

于实现，是实际应用中的首选，不过作为背景差分法核心的背 

景图像必须准确重构。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人员针对背景图像的重构与更新 

开展 大量的工作 。]，这些工作大体上分为两类 ：第 l类是 

通过概率密度函数建立统计模型，包括非参数模型法[8 J、混合 

高斯模型法[9’ ]、光流场等，这些模型在不含运动目标时才能 

正确地对模型初始化，加之参数靠经验获取，时间复杂度较 

高；第 2类是计算背景像素值的方法，包括典型的时间平均 

法，即通过对一段时间的视频图像序列求和再平均来获得一 

帧近似的背景，此类方法计算简单 ，但对处理设备的内存要求 

较高，此外，提取的背景中常常有“鬼影”出现。 

文献[11]假设背景在图像序列 中总足被经常观察到，提 

出把出现频率最高的亮度值作为背景亮度值。在此基础上， 

文献El2]给出基于在线聚类的背景减法。虽然用以上方法都 

能重构完整的背景，但提取的目标均不是很理想。为此本文 

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像素聚类的背景差分目标分割方法。 

2 视频数据预处理 

通常视频数据中存在冗余，采集卡采集到的数据量庞大 ， 

进行数据预处理将成 为提高 目标提取 速度 的首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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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针对视频处理中数据量大的特点，本文结合 

DWT变换和背景重构提出一种有效的运动 目标分割方法。 

该算法无需对场景中的背景和 目标建立模型，在像素级上结 

合改进的聚类算法并利用双阈值 与类合并，使得类间相似度 

较小且类内相似度较大，从而实现背景重构。我们通过引用 

图像匹配的参数评价重构的背景 ，验证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 

该方法能完成对运动目标的完整分割。但是，当视频序列不 

满足本文算法的假设时，会出现混合现象，如何消除该现象是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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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自动生成 ，即产生式的自动生成，以及图文法在模式识别 

领域的更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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