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瓶 
计算机利学1999Vo 

范 链 

徐汀荣 1 S 
苏州大学计算 ： 苏州2]5006) 

is Svsten 

Abstract The paper indll d the*echnology ot the de signing and realizing of cotor image special district 

algorithem 

Keywords Color image．Compute r color district．Special dist rict．Algorithem 

]．引言 

现代 EIJ染业发 展非常迅速 ，人们对Ep染品的质 量 

和效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当前彩色Ep染方式为 专 

色印染。专色印染是 在一块 I色的布匹 上每狄印染 

种特定的颜色．经过若干次EIJ染之后 ．生成 完整的曰-染 

品 套色印染是将三种基本颜色(如 ：品红 、青 、黄)进行 

叠加印染生成 备种颜色。无论是专色印染还是套色印 

染 ，都需要进行分色处理 ．传统方法是用手工进行分色 

处理 ．制约了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采用 电脑分色系统是降低成本、增强功能 的有数 

方法。其原理是首先由彩色扫描仪将 要印染的样 图扫 

描成数字信息 写入磁盘文件，然后电脑分 色系统按照 

用户的要求进行分色处理 ，生成分色图像 ．再根据分色 

图像进行制板 ，这样就能够得到印染所需的影印板底 

板(如：印染机上的铜板 ) 采用电脑分 色系统之后 ，能 

够有效地提高分色处理 的效率和质 量．从而缩短印染 

周期．节省人力 ．提高质量。因此 ．电脑分色系统的应用 

对印染行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专色分色适用仅有几种觑色掏成的膨色图像的印 

染，专 色分色算法是将该彩色图像信 息分解成若干种 

颜色并写入各 自的单色图像文件 在实际操作 中，彩色 

图像经过光电扫描仪输入后的颜色可能达 数百种 ，即 

原来的一种颤色变为相近的几 卜种颜色 ．而实际印染 

不可能按这每种颜色印染 _一次 ，固此专色分色处理首 

先确定需要将原始 图像分成几种颜色 ，其次要确定选 

取哪些颜色 ，最后根据选定的颜色生成分色图像。 

2．确定分色数的算法设计 

确 定分色数可 有 两种方法 ，一是 由用户直接指 

定分色数 ，二是 由计算机根据用户给 出的条件通过某 

种算法间接地给出分色数 

由用 户来指定最 后应分成几种颜 色．这种方法适 

合于觑色较为集中、色块较为分明的图像 

由计算机确定分色数 ，一般根据用户给出的条件 ， 

例如归并中最大 的色差 ，然后依照一定的算法确 定分 

色数 这 种方法适合于色彩较为丰富、颜色过攘较为细 

腻 的图像 在这里我们定义 

色 差 一 (R1--R2)。_一(G1--G2) + (B1一B2)。 

其 中{R1．G1．B1}和{R2．G2，B2)分别表示两种颜色 

由于在计算机中，R、G、B的值为0～255，所 最大色 

差 =255 *3 由此 ，可以引进参数“归并色差 ”来控制 

颜色归并过程中 的色差范 围．且归并色差 一最大允许 

色差，最 大色差 ．则归并色差的取值范围是o～1．这样 

当 户输入归并色差 后，由归并色差就可 以得到最大 

允许色差 ．从而实现对颜色归并过程的色差范围控制 

因此．在 由计算机确定分色数时．用户输 凡归并色差 = 

但是 ，当用户喻凡归并色差之后 ．分色数并没有随之确 

定 ，而必颓 由计算机在允许 的色差范 围内对 颜色进行 

归井 ．当计算机再也无法归并时 ．剩余的颜色数即为分 

色数．而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对颤色 的选择 ，因此确 

定分色数 的过程与选择颜色的过程是合一的 ，所以 ，确 

定分 色数 的算法 包含于下面所介绍 的选择颜 色的算 

法 

5．专色分色选择颜色的算法设计 

选 择颜色的算法有很 多。例如首先可以对彩色图 

像 中的每一种颜色隧 权值(某颜 色的权值即为图像 

中该颜 色的点的散 目)，然后依权值 的大小 ，选择权值 

高的颜 色。依照这种算法 ，可 使图像中较多出现的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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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蘸进中，从 较 多地保留原 的特怔，但是实际 这 

种算法效果并不理想．窘丢失大量 像的细节 ．造成比 

较严重的失真。究韩原 ．是由于l 多图像细节的颤色 

的权值较小 ．园此在归行丑程中靛归并掉了．而用 替 

代的被选 中的颜色叉都 与2相去甚远 ．从而造成图像 

失真 

目此 ．我们 识到 见有用尽可能 日近 的颤色去替 

代 种颜色 ．才可能尽量碱少图像失真。所 ．本算法 

的任 务就是把许多种颜 色变换为|若干种 颤色r并使变 

换后的图像具有 最小的色差 我们可以采用递 曰尊法 

米 解决这 个 问题 

‘1)首先考虑如何喊少一种颜色 依据月尽可能相 

近的颜色替换的愿 ．可 从当前 像的许 多种颤色 

中选取色差蛀小的两种酾色．将这两种颜 色归并墟 

种 ．归并算法如下 

R：一 (R *M 1一 R *M 2)，(M + M 2) 

G 一 fGl*M l+ G±*M 2)儿 M
．

+M z) 

B。= (Bl*M l *M 2)／(M +M 2) 

M0=M +M z 

其中．{R ．G，，B }和{R 、G ．B2}分别表 示两种颜 色． 

M 和 M z分别表 示这两种颜色的权值，{R ，G⋯B)表 

示合成 后的颜 色．M 表示合成后 的颜 色的权值 。由于 

台成后的颜色将介于原 来的两种颜 色之 间，相 对用一 

种颜色完全替代另一种 颜色造成的失真要小 这 样就 

把两种颜色归并成 r一种颜色．使得总的颜色数晡1。 

(2)不断进行 (11的操作 ，直至剩余颜 色的 数量符 

台要求为止。如果是 由用户确定分色数的 ，则以剩余颜 

色数是否小于或等于指定颜 色数为终止条件 ；如果是 

由计算机确定分色数的 ，则要判别剩余颜 色中任意两 

种颜色的最小色差是否尢于最大允许色差 ．若成立则 

结束颜色选择 ．此时的颤色数即为分色数 

4．图像分色处理算法 

当颜 色按要求选 定之后，就进行分色处理。比较简 

单的算法是将图像中菜种颜色的点全部置换成被选定 

的颜色中与之色差最小的颜 色，记这种算法为无抖 动 

算法 =用这种算法进行分色处理 ．能保留图像的主要特 

征 ．对一些图像处理的牧果 已经可以满意 ．但是 图像的 

细节仍然容易丢失．特别是色彩丰富、颜色过渡细腻 的 

图像经该算法处理后 ，图像失真较为明显 。而如果引进 

抖动处理 ．即进行色差分散 ，则效果会好得多，称这种 

算法为有抖动算法 。用这种算法进行分色处理 对太多 

数图像的处理效果会有较为明显的改观 。 

4 1 无抖动图像持色处理算法 

无抖动图像分色处理算法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张颜 

色对应表 ，即原图像的颜色和被选中的颤色的对应表 。 

建互 了颜 色对应 袁之后 ．可以用替换的方法 进行姓理 。 

建豆颜色对应表的算法描述如下 

(1j读八图像文件的颜色袁和被选中的颜色表 ．并 

幸玎始化颜 色对应表 

(2)从图像文件的颜色表中读取 种颜 色，然后从 

选 中的颜色袁中选取 与之色差最小的 一种颜 色 ，并将 

原颜色值与对应 的觑色值共 同填人颜 色对应 表， 

(3)重复进行(2)的处理 ．直 至将图像文件的颜 色 

表中所有颜色都处理完成 ： 

建立 了颤色对应表后 ．分色处理则相对简单，其算 

法描述 如 下 ： 

(4)读凡原图像中一点的颜色。根据该点的颜 色所 

对应的颜色．在其相应的分色图像的对应位置中置该 

颜 色的标志 ．在其它的分色图像的对应位 置 中置空 白 

(背景)色。 

(j 重复进行<1 的处理 ．直至原 图像 中所有的点 

均被处理 

4 2 有抖动图像分色处理算法 

抖动处理技 术是图像处理中的 项重要技 术t主 

要用于分散 色差，减少失真 在分色处理 中 ．点的颜 色 

经过分色处理之后 ，往往和原来的不一样 ，存在着 由于 

分色处理带来的色差 ．如果能够对该色差进行补偿 ，则 

能够显著地提高改善分色质量。抖动算法 的原理 是将 

某点的色差 分散到周 围的． 上 ，即对周围 的点的颜色 

进行调整 ．使得这个局部周围点总的看来，与原图像相 

当 接近 

最通用的抖 动算法是 由R w Floyd和 L Stein- 

berg在l 975年提 出的。下 面给 出抖 动 算法 的 模 式 

图 ： - 
X 7 

3 5 1 

在这个模式中，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为16 假设 已知 

某像素与处理后的像索的色差为 X，那么7／16*X将 

加到该像索的右边的像素上，3／16*X将加到 该像索 

的左下方的像索上 ．5／16*X将加到该像 素的正下方 

的像素 上．而剩下 的1／16*x将被加到该像 索的右下 

方的像素上 当该像索被处理完之后，将重复这个过程 

处理原图像的下一个 像索 该算法经反复试 用，效果相 

当不错 ，但是还 可以对该 算法进行改进，使 之能与更多 

的像素进行“通讯”．将色差分散给更多的． 这样最终 

得到的图像的分色处理效果将太有改观 除了模式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抖动模式 ，如： 
X 8 4 

2 4 8 4 2 

1 2 4 2 1 

或者 ： X 8 4 

(下 转 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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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仅出现 一敞 的蚓路 ．逭恰 好 叉是我们算迭 H2的特 

例 ．也就是说．如果 G 中有 H 回路 的话 ，在我们的 Ha 

算法中已经求 来 r。我们可 从 H2算法的推导中轻 

松 地得到求 H 路刍勺算法 完全同理 ．下面我们仅给 

出求 H吲路算法的说叫和修正部分 ，然后直接给出求 

H 回路 的 算 法 。 

18)Hcyclc< = = {P P∈ cycle2^1)(P)= V } 

类似地 ，path2将变成 ： 

19)path4(n，n ，N，K)< PIP= ‘TIl【】-，⋯ ， 

n． ^V i 1≤ L<i }．∈“n．．E)̂ nl∈ N^D(P)一K 

^n’∈“n．，E)^sample2tP)， 

单点情况变化如下 ： 

20)Dath n ，{v ．K)< = PIP= (it)一 <v． 

1】1 ，⋯ ，mk>̂ V i 1≤ 1<k H1 ∈fc~t1．．E)A~tlk—n．̂ 

m
．

∈g(v，k一 1I j)^n‘∈ (n．tE)^D(P)= K ^sam— 

ple2(P)} 实例化方程19并根据 RS4和 NO3 

注意到此时若 n’∈fcv．E)．且 K一{n}一{v ．则 
一 条符合条件的路 已经求出，并且从 v}日发不可能再 

走 下去 ．由此上面方程可继续推导为 ： 

< 一 一{PIP一 (n，v 

若 n’∈ (v，E)and K一 {n = (v} 

< 一 一 {PI P∈{n)一P1̂ Pl-二path4(v，n ，g(v，K一 

{it})，K一 it}) 其 它 

最后有求解 H回路的算法 H4如下： 

H4 L Hcycle< 一 path4(it⋯ it ，g(n0，V)，V )+ 

(it0) 

H4 path,t(it．n。 

n。 N1．K)Upath,l(n，it 

H4 path4(n，it’ 

若 n。∈f(V，E)and K一 {it = (v 

< = {PIP∈<it)+ Pl̂ Pl—path4(v，n’．g(v．K一 

{n；)，K一·n}) 其它 

H4 path4(n，n。 ，K)< = 一 

H path4fI t ， )< = 一 

结柬语 算法综合是提高软件可靠性 t可 维护性 ， 

可重用性 ，最终实现软件 自动生成 的重要手段 之 一，车 

文旨在利用演绎和重用技术寻求一条高教的形式化开 

发 同类问题 串型算法族的有效途径 ，将算法综合转 向 

并行化和部件化． 更女提高算 法软件的开发效率 和 

执行效率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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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8 4 

或者 ： X 5 

2 4 5 4 

Z 3 

有抖动算法不能够建立颜 色对应表 ，因为在原图 

像 中同一种颜色的点经过分色处理后的颜色未必一样 

(因为抖动处理时 ，被分散的色差将改变点的颜色 )．所 

以 只能够动态地生成对 应颜色。其分色算法描述如下： 

(1)读入原图像的一点的颜色 ，在被选中的颜 色表 

中选择与之色差最小的颜色 ，在其相应的丹色图像 中 

置该颜色的标志 ，在其它 的分色图像中置空白(背景 ) 

色 

(2)求得处理之后该点的颜 色与原始图像 中该点 

的色差 ，然后根据抖动算法将色差分散 ，改写相应点的 

颜色(原始图像中该点的颜色并不能改变)。 

(3)重复进行(1)、(2)的处理 ，直至原图像 中所有 

的点均最处理 

以上介绍了两种专色分色处理的算法 

5．分色的色点省略 

在图像 中往往有一些颜色的权 值很小，但其颜色 

却很特别 ．即与其它颜色的色差很 大，这些颜色在确定 

分 色数的归并中就很可能被保 留，并致使其它权值 大 

的颜色被归并掉 ，使得处理后得到的图像失真严重 ；或 

者在确定归并色差的归并 中，使分色数过大 为了解决 

这 个问题 ，可 以将一定权值以下的颜 色先 归并成相近 

的颜色 ，再进 行专 色分色处理 。为此要 引进“色点 省略 

比率”这个系数 ，该系数定义如下 ： 

色点省略 比率 一要省略颜色的最大权值／总权 值 

用户定义了色点省略比率之后 ，即可得到被 省略 

颜色的最大权值 (因为总权值 即为图像总点数 )，小 于 

该权值的颜色被归并为与之最为接近 的颜色 ，归并 算 

法同3 1．2中介绍的算法 通过省略权值 过小的颜 色 ， 

能够有效保留主要颜色，使专色分色处理获得较好 的 

结 果 。 

· 69 · 

n ． “  ̈

|_ 

K — 
‘ 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