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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语义特征的彩色图像检索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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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语义内容的图像检索已成为解决图像低层特征与人类高级语义之间“语义鸿沟”的关键。以性能优越的 

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VR)理论为基础，结合重要的图像边缘信息及人眼视觉特性，提 出了一种基于多语义特征的彩色 

图像检索新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 Canny检测算子提取原始图像的边缘信息，并得到低层纹理特征，同时利用 SVR 

将低层特征映射到高级语义，以获得图像的高级纹理语义。然后结合人眼视觉系统感知特性，给出基于重要 区域主要 

颜色的高级颜色语义。最后根据上述高级语义特征(纹理语义和颜色语义)进行 图像检索。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 

够有效地对图像高级语义进行刻画，不仅图像匹配检索效果 良好，而且具有稳定的检索性能，其对于缩小低层视觉特 

征与高级语义概念之 间的“语义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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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CBIR)systems is largely limited by the gap between the 

low-leveI feature and high-level semantic concept．A new content-based color image retrieval method using multi-seman— 

tics was proposed。which not onl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mportant image edge information and human visual sys— 

tem，but also utilizes the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theory．Firstly，the important image edge was extracted by U— 

sing canny detection operator and the low-level texture feature was computed．Then，the high-level texture semantic was 

determined by mapping the low-level feature Using SVR．Secondly，the high-level color semantic could be obtained by U— 

sing the main color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Finally，image retrieval was implemented by using both texture seman— 

tic and color semantic．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image retrieval is effective in characterizing  ima ge 

high—level sema ntic and can provide sound and robust image retrieval perform ance，which has strong significance for re— 

ducing the“semantic gap”between the visual feature and semantic concept． 

Keywords Image retrieval，High-level semantic，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Human visual system 

1 引言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与 Internet技术的 日益普 

及，数字图像的来源正在不断扩大，图像数据的种类和数量也 

在与 日俱增。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设备，每天都会产生容量 

相当于数千兆字节的图像，这些数字图像包含了大量有用信 

息。为了能够从浩瀚的图像数据库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用户 

所需内容，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Content Based Image Re— 

trieval，CBIR)技术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 

究的一个热点_】]。近年来，人们围绕图像内容的分析与处理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内容的 

图像检索系统，如 IBM公司的QBIC系统、麻省理工学院的 

Photobook系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Blobworld系统、宾 

州州立大学的 SIMPLicity系统、哥伦比亚大学的 VisualSeek 

系统、德国不来梅大学的IRIS系统等等_1]。 

总体说来，可以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划分为两大 

类，即基于低层视觉特征的图像检索和基于高级语义特征的 

图像检索_1]。其中，基于低层视觉特征的图像检索系统阶]通 

常由用户指定示例图像，然后比较示例图像与数据库图像的 

低层视觉特征(颜色、纹理、形状等)，最后将满足一定相似性 

的一组候选结果(相近图像)按相似度大小排列并返回给用 

户。由于这类图像检索系统一般是通用查询系统，故其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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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领域没有限制。然而，具有相同或相似低层视觉特征的图 

像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信息。也就是说，在图像的低层 

视觉特征和高级概念之间存在着语义间隔(Semantic Gap)， 

而且图像领域越宽泛，其语义间隔就越大。因此，基于低层视 

觉特征的图像检索系统普遍存在检索精度不高、查询时间开 

销较大等不足l1]。而高级语义图像检索系统在[7]分析图像内 

容并提取特征(低层视觉特征)之后 ，并不进行低层视觉特征 

比较，而是直接给出相应的语义解释 ，从而使用户可以进行概 

念化(文字)查询。目前，高级语义特征一般用文字描述，传统 

方法一般用半 自动或手动输入方式提取语义特征[8 ]。图像 

的高级语义特征需要人为理解，而且每个用户对图像语义的 

主观理解又不尽相同，这大大增加了图像检索中高级语义特 

征提取的难度。研究者普遍认为[1 ]，限制图像领域 ，缩小低 

层视觉特征与高级概念之间存在的语义间隔，合理引入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是解决基于内容图像检索领域所存问 

题的有效途径。 

我们知道，边缘是图像局部变化最显著的部分 ，也是人类 

理解图像内容的重要线索，其在图像分析和理解中有重要价 

值。尽管边缘通常处于图像内容 中有“意义”的变化位置 ，能 

够很好表征图像的内容特征，却很少在图像检索领域得到应 

用。本文以性能优越的回归型支持 向量机 (SVR)理论为基 

础 ，结合重要的图像边缘信息及人眼视觉特性，提出了一种基 

于多语义特征的彩色图像检索新算法 ，其基本工作步骤为 ：(1) 

首先利用 Canny检测算子提取原始图像的边缘信息 ，并得到 

低层纹理特征 ，然后利用 SVR将低层特征映射到高级语义 ， 

进而获得图像的高级纹理语义；(2)结合人眼视觉系统感知特 

性，给出基于重要区域主要颜色的高级颜色语义；(3)根据上述 

高级语义特征(纹理语义和颜色语义)进行图像检索。仿真实 

验表明，该算法不仅能够得到出众的检索效率，而且与人类视 

觉感知系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其对于缩小低层视觉特征与 

高级语义概念之问的“语义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第 2节描述图像的低层纹理特征抽取方法；第 3节 

介绍基于 SVR的高级纹理语义映射步骤；第 4节讨论基于重 

要区域主要颜色的高级颜色语义特征抽取过程 ；第 5节给出 

仿真实验结果及结论。 

2 低层纹理特征抽取 

2．1 图像边缘的提取 

图像边缘对人类视觉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人类判别 

物体的重要依据，也是图像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图像边缘信 

息可广泛应用于模式识别、机器视觉、图像分割、特征提取、图 

像压缩等诸多领域。常用的边缘检测方法包括 Kirsch，So— 

bel，Laplacian-Gaussian，Canny算子等。本文将采用性能优 

良的滤波后 Canny算子提取边缘信息，其能够较好地勾画出 

原始图像的连续边缘。 

Canny边缘检测算子是高斯函数的一阶导数，它能够在 

噪声抑制与边缘检测之间取得良好平衡。Canny边缘检测算 

子的基本工作步骤如下： 

(1)用高斯滤波器平滑图像。利用一维高斯函数 G( )分 

别按行和列对原始图像 f(z， )进行平滑去噪，以得到平滑图 

像 I(x， )。 

G(z)一(1／2n~)exp(一 ／2 ) 

I(x，．)，)一[G(z)G( )]*f(x， ) 

其中，*是卷积运算符 。事实上，这是一个低通滤波过程，主 

要用于消除空间尺度小于高斯空间系数 的图像灰度变化。 

(2)用一阶偏导的有限差分来计算梯度的幅值和方向。 

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 I(x， )，利用图 1所示的 2*2模板作 

为对 z和Y方向偏微分的一阶近似 ，来计算其梯度的幅值 M 

( ， )和方向 0( )。 

M(x， )一sqrt(gx(i， ) gx(i， )+gy(i， ) gy(i， )) 

O(i， )一arctan(gy(i，j)／gx(i， )) 

匿 盛  
图 1 2*2模板 

(3)对梯度幅值应用非极大值抑制。像素 I(x， )的梯度 

方向O(x， )可定义为如图 2所示的 4个区域之一，各区域有 

其相应的比较方 向，利用不同相邻像素进行 比较可以确定出 

梯度局部极大值。例如，如果中心像素 I(x， )的梯度方向属 

于第 2区，则将其梯度幅值 M(x， )与它左上和右下相邻像 

素的梯度值进行比较，若非局部极大值，则把像素 ICx， )的 

梯度幅值 M(x， )设为 0。 

图2 4个区域与相应的比较方向 

(4)选取双阈值检测和连接图像边缘。本文选取高阈值 

Tl为 0．7E ]，而将低阈值 丁2选取为高阈值 T1的一定 比例因 

子，即 丁2一T1*口。一般选取为 一0．4。 

图 3给出了原始图像“花”及其边缘信息。 

图 3 原始图像及其边缘信息 

2．2 低层纹理特征提取 

考虑到边缘像素点的径向与角向分布特性 ，本文将整个 

图像边缘划分成局部 网格区域，然后提取每个网格区域所包 

含的边缘像素点数目作为纹理特征。 

设 I是具 有一定 性质 的点组合 的区域 (即边缘 )，P一 

{( ， )l(z， )∈J)为属于区域 I的点的集合，设区域 J的几 

何中心坐标为P (五，Yc)，则得到集合 P中任意点(z， )的 

“极坐标”表示(r， )。相应的变换公式如下： 

r一[(z一五) +(y--y~) ] ，6=arctan 
山  山 c 

其中，r为任意点(z， )到几何中心(五，Yc)的距离 ，它描述了 

各点对几何中心点的径向分布 ，表示区域 J对其几何中心的 

展开程度； 描述了该区域的角向分布，表示其在某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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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设集合 P中距 离中心点 P (五，Y )最远 的点为 P 

(z一 ，蛳 )，其与 的距离为 

?'rmx=[(五一五一)。+(yc--yr~ ) ] 

我们将径向均分成 M(M 为正整数)等份，将角向均分成 

N(N为正整数)等份，则径向与角向的间隔分别为： 

rd—r'max／M， 一2Ⅱ／N 

于是，区域 (即图像边缘)被划分成一系列网格区域(共 

M *N个)，而网格 s(ri，Oj)可以表示为(如图 4所示)： 

s( ， )一{(r， )l rE[ ，T"i+ )，OE[ ，Oj+ )} 

其中，i，J分别控制径向与角向， ， 分别表示径向与角向的 

变化幅度。 

纹理通常定义为图像的某种局部性质，是相邻像素的灰 

度(颜色)空间相关性或灰度(颜色)空间位置变化的视觉表 

现，其具有不依赖于颜色或亮度即可反映图像中同质现象的 

特点。利用纹理特征进行图像检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本文选取网格区域 s(ri，Oj)所包含的边缘像素点数目作为其 

纹理特征 F丁(t， )，即 

FT(rf，Oj) count 

或者 F丁(̂ ，Oj)一{(r， )l rE[ ， + )，OE EOj， +以)} 

／  、＼ 

＼  ／  

图4 局部网格区域划分示意图 

3 高级纹理语义特征映射 

3．1 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VR)简介 

支持向量机(SVM)是 Vapnik等_1 于 2O世纪 90年代中 

期提出的一种创新性机器学习方法，其理论基础是统计学习 

理论。支持向量机的基本思想可用图 5的两维情况说明。图 

中，圆点(●)和方块点(●)代表两类样本。H为分类线，H ， 

H2分别为过各类中离分类线最近的样本且平行于分类线的 

直线，它们之间的距离叫做分类间隔(Margin)。所谓最优分 

类线，就是要求分类线不仅能将两类样本正确分开(iJII练错误 

率为 O)，而且使分类间隔最大。这样，最优分类面的问题就 

转化成了一个约束优化问题。 

● 

● ● 

图 5 支持向量机的基本思想 

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VR)是支持 向量机(SVM)在回归 

学习中的应用，其基本思想是：对于给定的训练样本点 {(∞， 

y1)，(x2，y2)，⋯，(z ， )} x×R(其中，X表示输入样本空 

间，R表示实数域)，通过 SVR训练回归出一个函数 厂(z)，使 

由该函数求出的每个输入样本的输出值和输入样本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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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相差不超过误差 e，同时使回归出的函数尽量平滑。 

对于线性情况，假设函数形式为：，(z)~---O3· +6， ∈z， 

bER。要使回归函数 _厂(z)尽量光滑就要求一个尽量小的 ∞， 

于是可以将上述问题描述成一个优化问题： 

rain÷ ll∞ ， 

． ． fyS t t— t 1'2，⋯， ．．1 z—l，Z，⋯， 【 
·z —}_6一 ≤￡ 

考虑到允许拟合误差 的情况，引入松弛因子 8≥o和 

≥O，则上述公式通常写成如下形式 ： 

rain÷ ll J}。+c∑(8+ )， 

fyi一(cJ·2Ci一6≤e+8 ． 

I · +6一 ≤e+8 

采用同样的优化方法可以得到其对偶问题： 

max∞( ，a )一 一e∑ (∞ + ∞)+ ∑yl(∞ 一af)一 

专 ∑．(啦 一啦)(∞ 一嘶)(xi一 ) 

S．t． ∑ (口 —— )一 0，O≤ ，af ≤≤c 

其中， 一1，2，⋯， m ，∞ 是 Lagrange因子。而得到的回归 

函数为： 

厂(z)一 (叫 ·z)+ b一 ∑ (a 一af)(xi--x)+ b 

这里 ，嘶 将只有小部分不为0，它们所对应的样本即为支 

持向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对偶问题寻找最优函数时仅仅 

涉及训练样本间的内积运算，故对于本文讨论的非线性数据 ， 

只需用核函数K(Jc ， )替代上文中的内积运算即可实现非 

线性函数拟合。 

3．2 基于 SVR的高级纹理语义特征获取 

从本质上讲，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VR)是针对二分类问 

题提出的，因此存在如何将其推广到多分类上的问题。本文 

采用了性能良好的标准 SVR算法，其基本思想是把某一类样 

本当作一个类别，剩余其他样本当作另一个类别，从而将多分 

类问题转换为二分类问题。假设图像库中共包含有 K类图 

像数据L一{A ，A。，⋯，Ax}，Ni为语义类A 中的图像个数， 

将 K分类问题转化为二分类问题的工作方法可描述为：对于 

任何一个图像数据类 Al，其训练正例是该类所包含的全部图 

像，而反例则是在训练集中不属于该类的所有其他类图像，即 

A 语义类的正例总数为N ，反例总数为 

K 

∑ N， 
|一1．|≠ l 

对给定的语义类A∈L，其二分类问题的训练集为E= 

{(z1，y )，( z，yz)，⋯，(xl，yz)}。(五，y )表示事先给定且已 

经过语义标注的一组样本图像，其中 Xi∈R 为一个 图像特 

征向量(低层特征向量)，表示图像的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 

Y ∈{+1，一1)，若 Y 一+1，表示 蕊∈AJ，即向量 五表示的图 

像属于语义类A ；若yi一～1，表示．TCi ，即向量墨表示的 

图像不属于语义类A 

结合第 2节所提取出的低层纹理特征向量，使用 SvR训 

练样本图像，可以获得图像语义分类器，并进一步得到每幅图 



像的高级纹理语义特征。 

4 高级颜色语义特征抽取 

颜色是图像最直观的特征 ，也是图像视觉重要的感知特 

性之一，其不仅与图像中的物体和场景密切相关，而且对图像 

本身尺寸、方向、视角的依赖性较小，因此基于颜色的图像查 

询是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中最基本和重要的方法。 

本文将结合人眼视觉特性 ，给出基于重要区域主要颜色 

的高级颜色语义特征抽取方案，其基本工作步骤如下： 

(1)区域划分。以图像 J的几何中心坐标(Xc，yc)为基准 

点，由内而外，将原始图像划分成 2个子区域 R0(z， )，R (z， 

)，分别为一个中心矩形和一个同心矩形环 ，如图 6所示，其 

中 

)一{( ) < l z—Xc l≤( )× w
， 

04 I y--yc l≤ ( + 1)× H)U (o≤ 

l X--Xc I≤ × ， × H< I y--y
c I≤(汁 1) 

×旱)，( )∈j} 

这里，W 和 H 分别为图像 j的宽度和高度， —o，1。 

图 6 图像的区域划分 

由人眼视觉系统的感知特性可知：对于一般图像来说，人 

眼对图像中央或靠近中央的部分区域更敏感，也更感兴趣。 

为此，本文将从视觉重要的中心矩形区域(即重要区域)抽取 

反映图像颜色内容的高层颜色语义特征 。 

(2)重要区域的量化处理。从理论上讲，直接利用真彩色 

图像进行特征抽取和图像检索将产生最小的误差，但却会导 

致计算时间及存储空间的迅速膨胀，因此采用真彩色进行图 

像检索不利于实际应用。事实上 ，一幅图像内所包含的实际 

颜色数只是全部颜色数的一个很小的子集 ，而且进一步观察 

也表明，图像内的实际颜色中若干主要色彩覆盖了其中的绝 

大多数像素。如果以这些主要色彩来表示 图像 ，尽管图像质 

量会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图像内容的正确理解。近 

年来，人们陆续提出了诸如向量量化 、聚类 、神经网络等一系 

列颜色量化方法 ，有效地减少了图像中的颜色信息。 

为了取得检索效果与检索时间的良好平衡，本文采纳了 

简单快捷的查色表(Color-Lookup Table)颜色量化技术。同 

时，结合 MPEG-7的视觉内容描述标准，我们从标准 RGB彩 

色调色板中选取了 8种视觉颜色构成查色表，如表 1所列，并 

利用标准欧拉距离进行非均匀的颜色量化。设待量化颜色 P 

的 3个彩色分量(即 R，G，B分量)为 P ，PG和 Pe，而查色表 

中颜色 G 所对应的R，G，B彩色分量值为 C ，C c和C e，则颜 

色 P的量化过程为： 

首先 ，利用欧拉距离公式计算出待量化颜色 P与查色表 

中颜色 c ( —O，1，⋯，7)之问的距离 G 

Cid一 ~／( R—PR) + ( G一加) + ( B—PB) 

( 一0，1，⋯ ，7) 

然后 ，将待量化颜色 P量化为查色表中具有最小欧拉距 

离Cd— min(Gd)( 一0，1，⋯，7)的颜色。 

显然，根据以上颜色量化方法对原始的真彩色重要区域 

进行量化处理后 ，将得到一幅量化后重要区域。 

表 1 8种主要颜色 

(3)高级颜色语义特征的提取。针对量化后的重要区域， 

统计颜色直方图，并提取其直方图中像素点数 目最多的那种 

颜色作为重要区域的主色(即原始彩色图像的关键颜色)，同 

时得到原始彩色图像的高级颜色语义特征。 

5 仿真实验与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多语义彩色图像检索系统结构如图 7所 

示 ，其基本工作步骤为： 

(1)首先利用 Canny检测算 子提取原始 图像 的边缘信 

息，并得到低层纹理特征 ，然后利用 SVR将低层特征映射到 

高级语义，进而获得图像的高级纹理语义； 

(2)对原始图像进行区域划分，并结合人眼视觉系统感知 

特性选取重要区域 ，同时对重要区域进行量化处理并获取高 

级颜色语义； 

(3)根据上述高级语义特征(纹理语义和颜色语义)进行 

图像检索。 

，原始图像、 

! 竺兰卜、 
怄 域划分 

图7 基于多语义特征的彩色图像检索系统框图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工作性能，以下给出了基于语义概 

念的图像检索实验结果，并与文献[13]进行了对比。实验中， 

选用 了 SIMPLicity系统使用 的测试 集 (http：／／wang．ist． 

psu．edu／docs／related)作为图像库，该测试集是从 Corel图像 

库中选取的，共包含有 l0个语义类(包括 Bus，Flower，Horse 

等)，如表 2所示。其中，每个语义类包含有 100幅图像，共计 

1000幅图像。 

抽取低层纹理特征时，参数选取为 M一4，N一72。对于 

每类图像(每类包含有 100幅图像)，我们选取其中的60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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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测试图像库包含的图像语义类 

Class NQ 1 2 3 4 5 6 8 9 10 

Beach Dino~iur Dish 

像作为训练样本，另外 4O幅图像作为测试集。同时，不同类 

别的图像互相作为反例加入训练集中。进行训练时，采用了 

高斯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 

图 8给出了本文算法与文献[13]的检索结果。以 

“Yellow Flower”检索为例，分别给出了前 14幅检索结果。 

不难看出，文献E13]方法(图 8a)的查询结果 中，正确的图像 

有 5幅，而在本文算法(图 8b)的查询结果中，正确的图像有 

12幅。 

(a)文献【1 3]的检索结果 

(b)本文算法的检索结果 

图8 本文算法与文献[13]的检索结果对比 

另外，为评价图像检索算法的效果 ，同时考虑到检索系统 

返回的相似图像数 目(不是所有)不适宜采用常规的查准率 

(Precision)和 查全 率 (Recal1)评 价 指标 ，故 本 文采 用 了 

TanKian-Lee等提出的“标准查准率(Normal Precision)”和 

“标准查全率(Normal Recal1)”作为相似检索的评价准则。标 

准查准率 P ～ 和标准查全率R ～ 的具体定义为： 
f， 

∑(1ogr~一log／) 

P f一 1一 ——— 

g 

L 

∑( 一 ) 
R～  — l— i =1 

其中，N为检索系统返回的图像数目，L是检索结果中与示例 

图像相关的图像数 目， 是第 i幅相关图像的排序。 

我们从测试图像库 中，每类随机给出 5个语义概念(如 

Yellow Flower等)，共构成 2O次查询，每次查询选取前 14幅 

最相似的图像作为检索结果。对于每类图像而言，计算其 5 

次查询结果的标准查准率平均值和标准查全率平均值，并将 

其作为该类图像的平均标准查准率和平均标准查全率。表3 

给出了本文方法及文献E133的平均标准查准率、平均标准查 

全率对比结果。 

表 3 两种语义检索方法的性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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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低层特征图像检索系统普遍存在检索精度不高、查 

询时间开销较大等不足。本文以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VR)理 

论为基础，结合重要的图像边缘信息及人眼视觉特性，提出了 
一 种基于多语义特征的彩色图像检索新算法。仿真实验结果 

表明，该算法能够有效对图像高级语义进行刻画，不仅图像匹 

配检索效果良好，而且具有稳定的检索性能，其对于缩小低层 

视觉特征与高级语义概念之间的“语义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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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DeepFirTraverse(st，node o)／／从一个顶层节点 node开始 

一 个深度优先遍历 

11 st．push(o)： 

12 If O is leaf in later two layer Then 

13 set each 0in st asnon-twig node； 

14 Else If(0 is nul1)Return 

15 For each child of node IX) 

16 deepFirTraverse(st．child) 

l7 st．pop()； 

5 实验 

我们用JAVA实现了上述算法。实验在P4 2．6G CPU， 

512M 内存，Windows XP计算机上进行。从互联网搜集了 18 

天(2007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11日)关于嫦娥一号发射的共 

1840篇相关事件报道网页组成数据集 D1。 

实验在两个数据集上产生事件进化图。首先在 ‘嫦娥一 

号’数据集上产生事件进展图，如图 4所示。图 4中每个节点 

使用属于该节点的某个文档的标题作为事件描述，事件表如 

表 2所列。当进行 EEG的整理操作时，对等价节点进行了合 

并。合并后节点的事件描述为合并前多个节点事件描述的并 

集，如节点 9，17等是合并后节点。为了便于观看进展图，删 

除了部分枝节。层跨度参数设为 z一1。 

10．24：10．25：10．26：10．27：l0．28：10．29：10．30I10．3l：11 O1：l1．02： 

图4 数据集 D1的事件进展图 

从事件进展图中可以观察到，嫦娥一号发射的主事件进 

展在图中做了详细的描述，而相对不重要的事件，则被忽略掉 

了。 

表 2 事件表 

人椹嫦娥一号 葛 羹 成功发射升空 署 
。 

2 嫦娥一号卫星首次变轨成功 

嫦娥一号直飞月球捕获点。胡锦 

18 涛温家宝致电祝贺嫦娥一号卫星 

近月制动圆满成功 

娥 兰善譬 1 9胡锦涛温家宝致电祝贺嫦娥一号 。 ： 鉴 次变轨成功，l9 量 苜 翥 嘉 
推进系统工作正常。 一⋯  ⋯⋯ “⋯  

． 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运行正常 

各系统状态良好 

嫦娥一号卫星 10月 29日将实施 

第二次近地点变轨。 

嫦娥一号状态良好 深空测控网 

全面启动 

嫦娥一号将实施首次近月制动 
～ 将成为月球卫星 

胡锦涛温家宝贺嫦娥一号首次近 
一 月制动成功 

嫦娥一号最快可于 7日宣布“奔 

～ 月”成功喜讯 

北京时间29日18时01分 嫦娥 

7 一号第三次变轨成功。嫦娥一号 

卫星今起给地月照相 

嫦娥一号卫星第三次变轨成功 

未来十天有四大看点 

嫦娥一号有关数据将在一年后国 

9 际共享。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成为 

我国飞行最远的航天器 

“嫦娥一号”今 日11时左右进行 

～ 第二次近月制动 

24 
娥一号卫星完成第三次近月制 

功  

国家航天局发言人宣布嫦娥一号 

～ 卫星成功绕月 

。 

⋯  zs ~-~

⋯

11 71 T 

嫦娥一号卫星飞离地面高度 ll 

l1月 1日将再创新高。已达远地点 
12万公里嫦娥一号今奔月。 

为什么说嫦娥一号发射环节取得 

～ 圆满成功 

， 嫦娥一号卫星正式脱离地球怀抱 

～ 开始奔月旅程 

．
嫦娥一号预计 11月 5日 11时 

一 25分进入月球捕获轨道 

嫦娥一号卫星测控首次实现国际 

15 联网。嫦娥一号预计 l1月 5日 

1l时25分进入月球轨道 

16 嫦娥一号首次轨道修正取消 

嫦娥一号测拉开展国际合作 卫 

星运行面临四风险 

28
专家称日凌现象可能干扰嫦娥一 

号通信 

90
图文：嫦娥一号探月卫星进入近 

一 月工作轨道 

嫦娥一号升空 VIEWGOOD应用 

～ 进入新领域 

． ． 嫦娥一号全面体检 首次面对 日 31

凌考验 

32 嫦娥一号成功经受“日凌”挑战 

结束语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第四媒体的今天，互联网用 

户有这样的需求：将互联网上的新闻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和事 

件依赖关系组织起来呈现给用户，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对新 

闻事件演进过程进行 了解。从这一需求出发 ，我们定义 了 

IEA任务。并通过定义 EGG数据结构，以及实现 EGG的构 

建和整理来完成 IEA任务。和其他类似任务相比我们的方 

法可以在低事件粒度上增量完成对事件发展的描述。实验证 

明了我们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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