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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割复杂性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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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710049) 

摘 要 基于内容的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其基本前提是确定图像 中包含的内容，即具有语义的内容对象。图像分割 

技术是实现图像内容对象检测的基本方法。对图像分割中的必要性问题进行 了相关研究，针对大部分图像分割算法 

因所分割的图像不具有语义信息而导致图像分割出现无意义情况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复杂性的定义。基于 

该定义，给出了其实现方法。通过系统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新的图像分割复杂性指标可以很好地适应图像目标 

区域大小，是衡量图像分割必要性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且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分割判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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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of image is confirming the content of image， 

namely with semantic content object．The existing image segmentation algorithms make segmentation areas only accor- 

ding to the color，and texture．Therefore it does not have any semantic information．Aiming at this issue，the necessity of 

im age segmentation problem was analyzed，and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image segm entation necessity evaluation index 

was proposed，and also，the judgment procedure and realization method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is index．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image segmentation method，the proposed im age segmentation ne— 

cessity index has very good adaptability to the target area size，and it can be an im portant measure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the necessity of the image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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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针对图像分割算法的相关研究， 

逐渐出现了上千种[1r3_不同类型的算法。就通常情况而言，图 

像分割方法可分为 3类_1]：(1)基于区域的分割算法；(2)全局 

知识阈值化分割算法；(3)基于边缘的分割算法。 

然而，目前大部分图像分割算法都只能针对某一种特定 

情况起作用，而不能对多种图像进行通用性分割。同时，对于 

分割算法选择的标准也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Ⅲ4]。因此， 

对图像分割的评价指标的研究正在成为重要的环节_5]。另一 

方面，算法的性能测度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子课题[6]，因为 

算法在不同分割状态下的性能测度是图像分割环节中的一个 

关键因素。我们需要一种选择器，它能够以算法选择的方式 

适应不同情况下的图像分割；同样，选择不同的算法在分割结 

果的性能进行比较则是比较器所要做的工作，其目的是帮助 

选取适合的算法用以处理对应的待分割图像。分割评价指标 

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改进已有的算法，提高分割图像的质量、 

指导算法研究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能根据需要，从目前众多 

的图像分割算法中选择最优方法。这种图像分割评价指标不 

仅可以达到图像分割算法优化的目的，也可以提高现有算法 

的分割性能，对未来新技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关于图像分割必要性的文献资料到 目前为止仍然较少， 

一 些文献l_3“]，即使涉及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深入地进 

行研究。在文献[3，4]中，作者分别采用 CCI和WMMCI作 

为图像分割测度依据，使用一种预先给定的阈值来表达图像 

分割的必要性条件。然而，这些阈值的确定方法是这两篇参 

考文献尚未提供的，因此，图像分割的必要性研究仍有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 

2 图像分割的复杂性 

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几种较为精确的图像分割算法，即 

Normalized Cuts(NC)方法[ 、Mean shift clustering算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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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图像的分割复杂性和潜在图像区域的大小，提出了一 

种新的能反映语义对象区域基本特征的有意义区域的概念， 

即分割必要性指标 SCM，并给出了该指标的判断方法和使用 

流程。该SCM可以避免目前图像分割算法中所出现的分割 

无语义问题，可有效地反映图像可分割区域的大小和图像分 

割复杂性，并能较精确地反映出图像的分割必要性。通过实 

验验证表明，该图像分割必要性指标 SCM对 目标区域大小具 

有很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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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取方法。该方法采用扩展特征树的表征结构表征三维 

CAJ)模型，准确有效地刻画了设计模型中不同粒度、不同形 

式的特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效地体现了模型中包含的设 

计语义；分析局部 区域可重用特性，提出可重用区域判断原 

则，并以此为基础，以扩展特征树的表征结构为输入，依据局 

部区域的可重用性自动提取三维 CAD模型中包含的候选可 

重用区域，确保了其可重用性；综合分析模型局部区域的复杂 

度、重用率等特性，进一步提出了局部区域的可重用度评价函 

数，通过子树匹配、可重用度计算的方式综合评价候选可重用 

区域，确定最终可重用区域，确保了可重用区域的合理性；此 

外，依据本文算法提取的可重用区域具备唯一性及稳定性，保 

证了以其为基础的局部检索重用的有效性。 

为进一步加强可重用区域自动提取的质量，下一步的工 

作将考虑在可重用区域的最终确定过程中引入用户反馈及机 

器学习机制，以有效利用用户局部检索及重用的相关信息来 

捕捉用户高层需求，提供更加符合用户产品设计重用需求的 

局部可重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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