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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印鉴录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讲述了印鉴录入的过程，重点给出了圆章、椭圆章和方章的精确查找方法， 

在 vC++6．0的平台上实现并证明了该方法的实用性，为银行验印系统的印鉴录入部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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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the seal input part in automatic seal—identifying system．Specially it gives 

a detailed method for finding the circle seal，ellipse seal，square sea1．Such method has got quite good results in practice． 

Also it afford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seal im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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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印鉴识别系统就是利用计算机算法来实现印鉴的 自动识 

别。它的基本流程是：通过扫描仪或摄像机等图像采集设备， 

将预留印鉴图像采集到计算机 内，经过特定图像处理算法形 

成电子标准印鉴。印鉴核验时 ，待测凭证印鉴(现金支票、汇 

帐单、凭证)通过图像采集设备被采集人计算机。经过图像处 

理和模式识别相关算法，计算机自动来判决印鉴的真伪，以此 

来代替传统的手工折角核对方法。预留标准印鉴作为验印的 

标准 ，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验印的通过率和识别率。 

2 图像预处理 

本文均以红色印泥的印鉴为例来对印鉴作处理。首先用 

HSI方法对图像(现金支票、汇帐单、凭证)如图 1所示的印鉴 

卡进行分解 ，取出图片的红色信息 ，再对红色信息图片作 自适 

应二值化处理 ，使印鉴的红色部分为 1，其它部分为 0。 

图 1 用于印鉴录入印鉴卡 

3 印鉴范围查找 

验印系统一般将图片(如现金支票)通过扫描仪或者摄像 

头等硬件把影像转变成数字图片，图片大小一般在 640*480 

以上 ，如果直接对整个图片进行印鉴查找处理，将直接影响图 

片录入运行时间。所以先查找和保存印鉴的范围，再在这个 

范围内精确查找印鉴。查找印鉴范围的方法：I．直接图片分 

割法；2．印鉴骨架轮廓查找法。 

(1)直接图片分割法：图片 S，宽为 W像素，高为 h像素， 

将图片 S以每t(O<￡<硼)像素为单位进行 z和 Y方向的划 

分 ，则z方向为仇=w／t，Y方向为 =hit，设置域值愚(O<愚< 

1)，若 SlJ(O< <仇，O< < )中有大于是的红色像素占有率， 

则 为 1，否则为 0，用相邻检测法(如果一个单位为 1，若它 

相邻的 8个块中为 1，则它们在同一区域)得到多个区域的范 

围。优点：速度快。缺点：对两个距离较近的印鉴难作处理。 

(2)印鉴骨架轮廓查找法：对二值化的图片作细化处理， 

得到图形骨架。用相邻检测法得到多个印鉴区域的范围。优 

点：能较好处理印鉴距离较近问题。缺点：速度较直接图片分 

割法慢。 

(3)查找印鉴范围方法选择 ：对印鉴有规定区域 ，印鉴间 

有较大距离的情况选择直接图片分割法，否则选择印鉴骨架 

轮廓查找法。 

(4)图 1所示的印鉴卡经过印鉴范围查找后，可得到三个 

图章，图 2是其中的一个图。 

图 2 印鉴范围查找所得图之一 

4 印鉴的精确查找 

以常用的印鉴(方章、圆章、椭圆章)为例。预备处理：采 

用 Hilditch算法进行细化处理，对细化印鉴作相对边缘连续 

采集，存储在P[size]的数组中。图3为二值化后的印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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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为细化后的印鉴图。 

图 3 二值化后的印鉴图 图 4 细化后的印鉴 

4．1 方章的精确查找 

4．1I 1 Hough变换找直 线 

如果对整张图片作 Hough变换来探测直线，将消耗大量 

的时间。这里只对 P[size]作 Hough变换，可高速得到方章 

的4条直线。交点分析 ：得到的 4条直线 0相近为一组，分成 

两组，两组间两两相交得到4个交点坐标 Pti[4]。 

(1)得到印鉴矩形框、倾斜角(锐角)、中心坐标：对 Pti[4] 

求得 minX，rainY，max)(，maxY，得到包络印鉴的最 大矩形 

框。对 4条直线的倾斜角 0，如果 >90。， 一180。一0，求得 

min0作为印鉴的倾斜角。中心坐标 Px一 (minX+maxX)／ 

2，Py__ (minY+maxY)／2。 

方向从 minX 以1像素单位递增到maxX，得到 yi— xi* 

tanO[i]-Fbi，设立一个计数器 ，如果坐标(xi，yi)对应的像素 

点的值在二值化图中为 1，则计数器 加 1。设阈值为k，如果 

惫> {n／(max —rain )}，则直线存在，否则直线不存在。 

若0Ei]>4s。，则在Y方向从 min Y以1像素单位递增到 max 

Y，得到xi—yi*tan(90。-0Li>+bi，设立一个计数器 ，如 

果坐标(xi，yi)处在二值化图中为 1，计数器 加 1。人工设 

一 个域值 k，如果 惫>{n／(ma文 —rainY)}，则直线存在，否则 

直线不存在。如果有 3条以上的直线存在(可能方章有一条 

边不清楚)，则找到一个方章，否则没有找到方章。 

(3)旋转 min0为印鉴的倾斜角，(z Y )一 

(z )f co 1，z， 为原始印鉴坐标，旋转min0后 
、——stay cos0'／ 

得到新坐标。 

4．2 圆章的精确查找 

通常的做法是用 Hough变换检测得到圆心，但考虑到 

Hough变换很消耗内存和时间，本文将提出一种新的算法。 

4．2．1 求圆章的中心坐标和半径 r 

圆的一般方程 z +y +dx+ey+，一0中有 3个未知 

(2)验证是否为方章：在 4条支线中，若 [妇<45。，在 z 数，求三元一次方程组，可得到中心坐标、半径 r。 

xl2+ yl2+dxl+eyl+

．

f=O

x2+y2+dx2+ey2+f=O

x3 y3+dx3+ey3+f=o

一>{ < 一> l + l ：( 二 2兰!兰 ：± ：二兰 !二 1 2±! 二 2兰! !± !二=兰 ：二 1 2 (yl—v2)*(x2--x3)+(y3一y2)-R-(xl--x2) 一!兰 二兰 2兰! !± !=兰 != 1 2±(兰 二兰 2兰!=兰 !± !二兰 !二 ：2 。 (xl--x2)*(y2一y3)+(x3--x2)*(yl—y2) ，
= --xl。--yl。一 *z1一 * 1 

奋 麓 均值 A o~)i
一

：PA -}72Bx

—

y 

最远的一个，继续对剩下的r[ ]求方差，直到方差值小于 f。 
，  

⋯ 。 。 。 一 一 ⋯ ⋯  ⋯ 一  ⋯  

量皇 下 ： 平均值，从而得到一个较准确的r。cz，c (i)方程求解，得到中心坐标、短轴 、长轴 和倾斜角 。 的求法 
Lr、 取s点； ， ： ； 

A 9 9 
“  

． 

为圆 
。 ． ． 。 ． 。 ． ， 

2

。

Bxy

⋯

+Cy 2 =1；求 A, B,Co— Azz 2 1写 以
lz方向 一r递 凹 z ：+出 成矩阵的形式：。一。 ～ ‘ “ ’ +

ey4-f=0，求得 yl，y2，设立一个计数器 ，如果坐标(z， 一⋯。～ ⋯  。
、 

LA--C)sin0cos0十Bcos(20) 0，根垢 二佰 角 公式 ，日J知 (A— 

C)sin(20)+2Bcos(20)一0，当 45。时，有 tan(20)一2B／(C-- 

A)，最终得到 一百1 arctan(2B／(C—A))
。 对 D求特征值，根 

据特征值的定义l AE—DI一。其中E=( )，代入已知数 

据j a一--BA A--一Bc J一。，由此可得方程(A—A)(A—c)一Bz一。， 
· 1 n · 

即A 一(A+C)a+AC—B 一o，令 bb=一(A+C)，cc—AC— 

B ，则 A +蝴 +fc：0，若椭圆的长短轴为 ，m，解方程得到 

两个解为 1／ 和 1／m 。 

4．3．2 验证 

以 方向从CX—r递增到CX+r，代入方程n +2虹y+ 

+如 + +，=0，求得 1， 2，设立一个计数器 ，如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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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时间最低，但获得的分类效果最差。本文提出的算法由 

于采用了改进的 PCM算法来计算样本的隶属度值 ，使得部 

分样本(实际上是很少部分样本)可能会被训练多次，导致了 

时间开销上 比最小包围球方法稍大。相对于标准 SVM 而 

言，在数据集 Sonar上，时间开销基本相当，训练时间差不多， 

但在其它几个数据集上，时间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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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训练时间对比图 

结束语 针对 卜类分类问题 中的支持 向量数据描述 

(SVDD)，根据对其特点的相关分析，本文将其成功地应用到 

多类分类问题中。另外，为了更好地处理训练数据 中的噪声 

和异常点，在算法 中引入 了模糊技术，并采用一种改进的 

PCM方法来计算样本的模糊隶属度值，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 

改进 [CM方法的加权支持向量数据描述多类分类算法 。经 

理论证明，该算法所提出的分类决策函数满足贝叶斯优化决 

策理论。最后将该算法与其它的方法进行了实验比较 ，得到 

了较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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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y1)或(z， 2)处在二值化图中为 1，计数器 ”加 1，设一 

个阈值 忌，如果(n／(2r*2))> 忌，则椭圆存在 ，否则椭圆不存 

在。 

4．3．3 旋转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印鉴识别系统中的印鉴录入过程， 

在本文中提到的精确查找圆章、方章、椭圆章的方法在实验中 

效果不错，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的印鉴识别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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