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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低质图像降质问题中,亮度偏离(如图像偏亮及偏暗)是较为常见的图像降质现象.基于全监督学习的图像增强方

法面临训练数据难以获取或获取成本过高、训练数据和应用场景不一致的困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克服数据依赖

和亮度自适应的无监督图像增强方法.方法的具体细节为:针对图像去雾与低光增强任务,设计了一个基于通道与像素注意力

的深度卷积网络,对增强图像与输入图像进行比较,采用亮度饱和度、空间一致性、照明平滑度、伪标签监督损失等多种无监督

损失函数,在保证增强图像与输入图像一致性的同时,调节图像的亮度偏离程度,有效提高图像质量.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

在客观指标及视觉效果上不仅优于传统方法和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方法,甚至优于近年来的全监督图像增强方法.将所提方法

与５种图像去雾方法及４种低光增强方法分别进行对比,相比性能次优的方法,其在图像去雾任务的 Reside数据集上,PSNR
和SSIM 值分别提高了２．８dB和０．０１;在低光增强任务的SICE数据集上,PSNR和SSIM 分别提高了０．５６dB和０．０１.结果表

明,所提无监督图像去雾与低光增强算法能够有效调节图像的亮度偏离程度,重建了亮度正常、细节清晰、对比度较好的增强复

原图像,较为有效地克服了当前底层视觉任务数据难以获取、训练数据与应用数据不一致、存在域迁移的难题,提升了算法在应

用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无监督学习;亮度调节;图像去雾;低光增强;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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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thedegradationsoflowＧqualityimages,luminancedeviationssuchasbrighterordarkerimagesareverycomＧ

monimagedegradationphenomena．Theimageenhancementmethodbasedonfullysupervisedlearningfacesthedilemmathatthe

trainingdataisdifficulttoobtainortheacquisitioncostistoohigh,andthetrainingdataisinconsistentwiththeapplication

scene．Tohandletheseproblems,anunsupervisedimagedehazingandlowＧlightenhancementalgorithmbasedonluminanceadＧ

justmentisproposedinthispaper．Adeeparchitecturewithchannelattentionandpixelattentionmechanismaredesignedto

measurethedifferencesbetweenenhancedimagesandinputlowＧqualityimages．Avariablequadraticfunctionhasbeenappliedto

adjustthepixelluminanceoftheimage．Multipleunsupervisedlossesi．e．,brightnesssaturationloss,spatialconsistencyloss,illuＧ

minationsmoothnesslossandpseudoＧlabelsupervisionlossareutilizedtoalleviatetheilluminationdeviationsbuttoensurethe

identitybetweentheenhancedimagesandtheinputlowＧqualityimages,whichefficientlyimprovethequalityoftheimages．EmＧ

pirically,anintensitycompressionstrategyisappliedforthehazyimagestodarkenthehazyimagestohaveasimilarintensity
rangewithlowＧlightimages．Thus,thehazyimagescanbetreatedequallywithlowＧlightimageswithourdeepnetworktoadjust

theluminanceoftheimage．Forthedehazingtask,comparedwiththesecondＧbestmethod,ourmethodimprovesthePSNRvalue



for２．８dBandSSIMvaluefor０．０１inRESIDEdehazingdataset．ForthelowＧlightenhancementtask,ourmethodoutperformsthe

secondＧbestmethodfor０．５６dBand０．０１separatelymeasuredbyPSNRandSSIMintheSICEdataset．TheproposedimagedeＧ

hazingandlowＧlightenhancementalgorithmscanrestorehighＧqualityimagesfromhazyimagesandlowＧlightimages．Iteffectively
overcomesthedifficultyofacquiringthetargetedenhanceddataoralleviatestheproblemofdomaingapbetweentrainingdataand

applicationdatainthelowＧlevelvisiontasks,whichimprovesitsadaptivityinrealapplications．

Keywords　Unsupervisedlearning,Luminanceadjustment,Imagedehazing,LowＧlightenhancement,DeepLearning
　

１　引言

成像设备常因为不良成像条件或设备成像技术的限制而

采集到大量的低质图像,如存在雨、雾、霾、沙尘或亮度过暗的

图像.这些低质图像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观感,也严重降低

了目标检测、图像分类等上游任务的算法精度.

在低质图像的降质问题中,亮度偏离是较为常见的图像

降质现象.低光图像亮度偏暗,有雾图像则由于光线的大气

散射效应,图像发白,亮度偏亮.低质图像亮度偏移往往伴随

着细节信息模糊与清晰度差等图像退化情况.为了解决低质

图像亮度偏离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的解决策略,这些

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传统方法与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传统方法往往基于图像的像素统计分布或先验信息,进行图

像增强,如基于直方图的低光图像增强方法[１]、暗通道先验去

雾方法[２]以及基于 Retinex的图像增强方法[３];基于深度学

习的图像增强方法[４Ｇ６]往往从海量数据集中学习低质图像到

目标增强图像间的映射关系,其借助深度模型强大的特征提

取能力,能够生成更高质量的复原增强图像.基于深度学习

的低质图像增强方法已成为图像增强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

然而,现有的基于深度学习的低质图像增强方法主要采

用监督学习方法,其性能极大地依赖于使用的训练数据集与

实际应用场景的一致性.低质图像增强数据集的构建需要收

集低质图像和对应的目标增强复原图像,而真实场景中往往

难以获取低质图像对应的目标增强复原图像,或获取目标图

像的成本较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图像去雾任务中往

往采用大气光散射模型,将清晰图像退化模拟生成不同浓度

的有雾图像,从而构建数据集.真实场景有雾图像的成像与

数据集合成图像的成像过程往往存在不一致性,造成了去雾

算法在真实场景中的性能退化.在低光增强任务中,构建真

实场景的低照度图像和清晰图像数据需要严格的成像条件控

制,现有低光增强数据集图像无法全面涵盖真实的应用场景,

训练集与应用场景的域迁移问题阻碍了基于深度学习的低光

增强算法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无监督学习算法为克服目标增强监督图像缺失及模型训

练与应用时的领域差异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基于无监督学

习的图像增强算法仅仅依赖输入的低质图像本身,其根据低

质图像本身的特性,学习数据的内在分布,提取较有判别力的

特征进行图像增强,有效地避免了目标增强图像的数据缺失

或应用场景与训练数据存在域迁移的难题.另一方面,深度

网络的注意力机制借鉴人类视觉,将深度模型的计算资源聚

焦于计算输入或特征图的难点部分,能够有效提升模型面对

低质图像进行增强过程的建模与特征提取能力.

有雾图像与低光图像分别存在亮度偏亮、偏暗的亮度偏

差.对于低光增强问题,本文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无监督学

习方法,采用注意力机制与精心设计的损失函数,来提取更有

判别力的特征,自适应地调整较暗的图像亮度,从而重建亮度

正常、细节清晰、对比度较好的增强复原图像.对于有雾图

像,本文引入亮度收缩过程,将图像亮度映射到较暗的亮度空

间,进而采用同样的无监督学习过程,通过亮度自适应调整,

最终达到图像去雾增强的目的.实验表明,本文建立了一种

亮度自适应的无监督图像增强方法,能够有效进行低光增强

与图像去雾,在相关数据集上,本文算法的性能超越了现有的

性能最优的无监督低光增强与图像去雾方法,并能够和有监

督学习的图像增强方法相媲美.其重建了亮度正常、细节清

晰、对比度较好的增强复原图像,有效避免了监督学习模型在

存在域迁移的应用场景下性能退化的问题.

２　相关工作

研究者对低光增强、图像去雾等低质图像增强任务进行

了大量探索,而无监督学习为解决低质图像增强领域训练数

据获取困难等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日益成为研究热点.本

节将分别从低光增强、图像去雾与无监督方法３个方面对相

关研究进行回顾.

２．１　低光图像增强

传统的低光增强方法主要通过图像处理方法来调节图像

亮度,例如通过直方图均衡化[３,７]来调节图像动态范围,以及

利用基于 Retinex的方法及其衍生方法[８Ｇ９]来提高图像亮度.

但直方图均衡化与基于 Retinex的方法无法根据输入图像的

内容进行调节,且增强图像有时会产生不理想的照明效果或

有噪声.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相比传统低光增强方

法在性能上有了巨大的提升.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设计网络

架构,使用海量数据进行长时间的训练,能够在指定数据集上

生成质量极高的复原增强图像.研究者设计了不同网络架构

的众多低光增强模型[１０Ｇ１２],其中文献[１２]提出的 LLNet利用

深度自编码器在合成数据上进行图像低光增强,能够在提升

图像较暗部分的亮度的同时,避免图像较亮部分出现过饱和

现象.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是基于数据的方法,与传统的方

法相比,其图像修复的质量更高,噪声更少;但基于全监督的

深度学习低光增强方法的训练集或采用合成数据,或无法涵

盖应用场景,存在域迁移的难题.

为了克服对监督数据的依赖,文献[１３]提出了基于半监

督学习的低光修复网络.该网络结合了全监督与无监督学习

的优势,取得了高质量的修复效果,但其并未真正摆脱对真实

标签的依赖.文献[１４]提出了基于对抗学习的无监督网络

４２１ ComputerScience 计算机科学 Vol．５０,No．１,Jan．２０２３



EnlightenGAN,其不需要使用配对的训练图像数据即可完成

低光增强任务.但由于对抗网络的不稳定性,该方法仍需要

挑选恰当且有效的非配对数据对网络进行监督,且其生成的

图像中有时存在较为明显的伪影.本文方法采用无监督学习

思想,但不依赖对抗网络,算法较为稳定,可以取得较好的恢

复效果;且模型能够进行亮度的自适应调整,通过使用精心设

计的损失函数对生成结果进行约束,最终达到了观感良好的

恢复效果.

２．２　图像去雾

传统的图像去雾方法往往采用某种先验假设进行图像处

理,能够在某些数据上实现较好的去雾效果,代表性的算法有

暗通道先验[２]与非局部图像去雾方法[１５].对于先验假设不

满足的图像,传统方法通常存在严重色偏,图像恢复效果较

差.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大量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使

用大规模合成数据集,取得了远超传统算法的去雾表现,并成

为图像去雾算法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文献[５]提出了

FFAＧNet,该算法使用通道注意力与像素注意力以及全监督

的学习策略,在SOT测试集上取得了当时最优的图像去雾结

果.该方法证明了注意力机制对特征提取的有效性.本文提

出的方法同样采用了注意力机制来提取特征并对图像的亮度

进行调节,取得了高质量的去雾结果.文献[１６]根据大气光

散射模型,设计了同时估计光传播率与大气光值的深度网络

DCPDN算法.该算法充分体现了深度学习模型强大的特征

提取能力,但它极大地依赖于合成数据中光的传播率,无雾图

像的数据监督约束,制约了该方法在真实数据的表现.

图像去雾的研究者同样在探索使用半监督或无监督的学

习算法克服目标增强图像的数据缺失以及应用场景与训练数

据存在域迁移的难题.文献[１７]提出了一个半监督的去雾网

络,该网络采用两阶段的训练策略,期望将有标签数据的先验

信息迁移到无标签数据的修复上,但该策略使得模型学到的

先验偏向于建模有标签数据的数据分布,限制了其在不同真

实场景的去雾表现.文献[１８]提出的无监督图像增强网络

DDIP将３个随机噪声作为输入,并将其输入３个生成网络

中,通过早期停止的策略来生成去雾图.然而,早期停止的策

略造成了修复结果的不稳定性,需要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经

验.本文方法通过亮度自适应调整,能够更好地调整真实场

景中有雾图像的亮度信息,提升图像的对比度,恢复较为清晰

的图像细节.本文方法不需要光传播率图或清晰无雾图像进

行监督,同时无监督的学习策略使得当前方法不会受到应用

时数据域迁移的难题的影响,能够在不同的合成数据集与真

实数据集上取得高质量的去雾效果.

２．３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监督图像处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监督图像增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

务,研究者们也进行了大量探索.文献[１９Ｇ２０]利用对抗学习

零和博弈的训练策略结合高质量的非配对数据进行图像增

强.文献[２１]通过重新设定对抗博弈的训练范式来优化低质

图像的修复效果,但对抗学习的训练难度较大,过程有时不太

稳定,应用中生成图像的质量参差不齐,且生成的部分图像中

存在伪影.文献[２２]从构造无监督学习的监督信息出发,采用

双目图像视差估计任务辅助单目深度估计任务的学习,利用

图像视差与深度内在几何关系监督网络的输出.该策略需要

引入额外数据,实际应用时对单幅图深度估计任务构造视差

估计的过程会引入额外误差,进而影响算法性能.文献[２３]

提出采用相同噪声分布的含噪图像来训练神经网络,避免了

含噪图像对应的清晰图像无法获取的难题,但该方法相比采

用清晰图像的全监督学习过程,仍存在一定的性能损失,对于

存在某种统一模式的噪声,性能不佳.文献[２４]提出的零参

考低光图像增强方法ZeroＧDCE通过对亮度曲线进行迭代式

的高阶调整,克服了需要使用清晰参考图像训练低光图像增

强模型的局限性,取得了较好的低光增强效果.

本文同样采用了亮度调整的思想,但与 ZeroＧDCE[２４]不

同的是,本文舍弃了迭代式的亮度高阶逼近方法,而是设计了

无监督深度网络,直接进行亮度调整,减少了迭代的计算量及

迭代阶数的选取.本文方法未使用对抗学习的方式,不需要

配对或者非配对数据来训练网络,只需要低质量输入图像本

身,极大地降低了训练难度.本文提出的方法通过采用注意

力机制与图像特性度量损失函数(亮度饱和度损失、空间一致

性损失、照明平滑度损失)对输出进行约束,能够保留增强图

像与输入图像的同一性并实现亮度调节,从而完成较高质量

的图像增强.

３　本文方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亮度自调节、采用注意力机制的无监督

图像增强模型是一个端到端的深度卷积网络模型,输入低光

或有雾图像,能够得到低光增强图像或去雾图像.如图１所

示,整个无监督图像增强模型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基于注

意力机制的特征提取层(FA组件)与重建高质量图像的图像

重建层.

图１　基于亮度自调节的无监督图像去雾与低光增强网络

Fig．１　UnsupervisedimagedehazingandlowＧlightenhancement

networkbasedonluminanceadjustment

该模型首先通过基于像素与通道双重注意力机制的特征

提取层对低质输入图像进行特征抽取,特征提取层包含３个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 FA 组件,每个 FA 组件由通道注意力模

块与像素注意力模块级联而成,网络层与卷积之间均使用

Relu层作为激活函数,特征抽取层的特征维度即通道数保持

在３２.模型的图像重建层根据亮度自适应可变二次函数来

完成图像的增强映射,其能够有效学习该函数的亮度调节参

数B,达到亮度自适应调节的效果.图像重建层通过１个FA
组件对特征提取层提取的特征进行降维,并根据注意力机制

进行特征加权,特征维度会由３２降低到２４,随后,特征经过２
个卷积映射到亮度自适应可变二次函数的亮度调节参数B.

模型通过应用恰当的损失函数对输出与低质输入图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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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在调节图像亮度的同时保证增强图像与低质输入图像

的同一性,最终得到高质量的增强图像.下面将分别介绍算

法细节与各个网络模型组件.

３．１　数据预处理

低光图像和有雾图像均存在亮度偏离,且伴随着图像对

比度低、细节信息模糊、清晰度差等图像退化情况.其中低光

图像亮度偏暗,有雾图像由于光线的大气散射效应,图像发

白,亮度偏亮.而在图像去雨、图像去反射光与图像去噪任务

中,整幅图像的亮度偏离问题并不严重,主要是去除图像中的

干扰信息.各类低质图像在视觉感知上明显不同.为了探讨

该问题,本文对雾图、低光图、自然图像、雨图与添加噪声的图

像的像素亮度数值(即０．３０R＋０．５９G＋０．１１B)的分布进行

了统计,如图２所示,不同图像的像素值分布不同,相比高质

量的自然图像,低光图像多数像素值偏低,而雾图多数像素值

偏高;高质量的自然图像、雨图与包含噪声的图像像素值分布

大体一致.

图２　雾图、雨图、噪声图、低光图与清晰图的像素值分布

Fig．２　Pixelvaluedistributionofhaze,rain,noise,lowlight

andclearimages

为了有效地处理存在亮度偏离的低光图像与有雾图像这

两类数据,利用亮度变换的策略将雾图变暗,或将低光图像变

亮,将两类图像变换为较为一致的亮度分布空间.如图２所

示,低光图像较亮的像素数目比有雾图像亮度较暗的像素数

目更少.同时在实验中发现,通过映射变换,部分低光图像中

的较暗区域无法通过亮度增强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而将雾

图变暗则不存在局部区域无法变暗的问题,故本文提出通过

亮度压缩过程,将雾图变暗,从而将雾图的亮度分布变换到与

低光图像一致的区间,进而采用无监督方法,实现同一网络对

两类数据进行亮度调节的目的.

３．２　特征抽取层

特征抽取层主要由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网络组件FA模组

构成,图３给出了FA模组的具体结构.

图３　由通道注意力与像素注意力模块组成的FA组件

Fig．３　FAcomponentcomposedofchannelattentionandpixel

attentionunit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雾与低光等不利成像条件对真实场

景低质图像的不同像素或不同颜色通道的干扰强度并不一

致,这就要求图像增强模型对不同像素与不同颜色通道应采

用不同的特征提取方式,而注意力机制有助于建模该问题.

类似文献[５]提出的工作,FA 组件包含了通道注意力与像素

注意力双机制,针对不同数据分布,特征注意力机制模块可对

不同通道特征和不同位置像素进行不同程度的关注,这可以

为模型处理不同信息提供额外的灵活性,并可有效扩展卷积

神经网络的表达能力.

３．２．１　通道注意力

本文方法引入的通道注意力模块具体操作为:首先对待

处理特征Fc 的每一个通道采用全局平均池化操作,求出每个

通道的平均值,特征维度由C×H×W 转变为C×１×１.此

时特征的每个通道利用特征度量来表示响应强度.随即将该

C×１×１维度的特征度量输入两层卷积与 Sigmoid激活函

数,表达式如下:

CA＝Conv(δ(Conv(Avgpool(Fc)))) (１)

其中,Fc 代表网络中间某层的多通道特征,Conv代表卷积

层,δ代表Sigmoid激活函数,CA 代表不同通道的加权系数.

最后将加权系数与多通道特征进行点乘,得到通道注意力的

输出:

F∗
c ＝CAFc (２)

３．２．２　像素注意力

低质图像不同位置的雾浓度或低光退化程度并不均匀,

因此本文引入了一个像素注意力模块,使得特征提取网络更

加关注降质严重的区域以及图像高频区域的信息特征.具体

操作是,与通道注意力计算相似,首先将通道注意力生成的特

征输入卷积与Sigmoid激活函数.

PA＝Conv(δ(Conv(F∗
c ))) (３)

其中,F∗
c 代表通道注意力输出的结果,Conv代表卷积层,δ

代表Sigmoid激活函数,PA 代表不同像素的加权系数.然后

将不同像素的加权系数与通道注意力的输出进行点乘,得到

计算结果:

F∗
p ＝PAF∗

c (４)

３．３　图像重建层与损失函数

有雾图像与低光图像均存在亮度偏移降质现象.有雾图

像发白,亮度偏亮;低光图像亮度不足.本文引入的图像重建

层与损失函数主要针对存在亮度偏移的低质图像增强问题,

尤其适合图像去雾与低光图像增强问题.而对于亮度偏移不

明显的低质图像,如失焦图像、有雨图像与含噪图像,本文方

法无法进 行 有 效 处 理.本 文 运 用 的 亮 度 饱 和 度 损 失 (见

式(６)),能够有效抑制色偏,使得去雾图像和低光增强图像的

亮度饱和度分布更加符合自然图像的分布规律;运用的空间

一致性损失(见式(７))能够保证去雾图像和输入的有雾图像、

低光增强后的图像和低光图像具有邻域间的一致性;采用的

照明平滑度损失(见式(８)),能够建模自然图像具有的平滑

性,从而增加了去雾及低光增强后图像的局部平滑性.通过

运用多重损失,有效减少了去雾图像及低光增强图像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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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使得去雾及低光增强图像更加符合自然图像的数据分

布.以下是对图像重建层与损失函数的详细介绍.

图像重建层由１个注意力组件、２个卷积组件与１个图

像亮度调节函数构成.本文采用的亮度调节函数主要参考文

献[２４]提出的工作,增强后的图像亮度可由输入图像的亮度

经过自适应可变二次函数变化得到.函数的数学定义如下:

J
∧

＝I１(１＋B(１－I１)) (５)

其中,J
∧

代表增强后的图像,I１ 代表输入的低质量图像,B 代

表增强曲线的亮度调节参数,自适应增强曲线的参数B 完全

依赖于输入图像.该二次函数可微,具有良好的单调性,能够

保持输入图像像素之间的相对亮度关系.

根据文献[１５]提出的假设,成像良好的自然图像的亮度

饱和度之差应尽可能趋向于０.依据该假设,对于亮度偏离

的低质图像,本文使用了亮度饱和度损失,其定义如下:

Lvs＝‖V(J
∧

p)－S(J
∧

p)‖F (６)

其中,J
∧

p 代表网络修复的图像,V 计算图像亮度,S计算图像

的饱和度.

该损失函数可有效抑制修复函数对生成图像造成的色

偏,使增强图像３个色道的分布趋向于自然图像.

为了使生成图像的纹理结构与输入图像一致,本文使用

了空间一致性损失,该损失函数可以有效保证输出与输入之

间的邻域一致性.其定义如下:

Lspa＝１
K ∑

K

i＝１
　 ∑

j∈Ω(i)
(|J

∧

i－J
∧

j|－|Ii－Ij|)２ (７)

其中,K 是局部区域的数量,Ω(i)是以区域i为中心的４个相

邻区域(上、下、左、右),J
∧

和I分别表示为增强图像和输入图

像中局部区域的强度平均值.根据经验设置局部区域大小为

４×４.

为了保持相邻像素之间的单调性关系,本文认为亮度调

节参数B应当平滑变化,故增加了照明平滑度损失,其定义

如下:

Ltv＝∑
c∈ξ

(|ÑxBc
n|＋ÑyBc

n)２,ξ＝{R,G,B} (８)

其中,Ñx与Ñy分别为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梯度运算.

本文模型采用的损失函数由以上函数共同构成:

Ltotal＝Lvs＋Lspa＋wtvLtv (９)

其中,wtv为损失的权重.该组合损失可以有效提高低光增强

的复原效果,但对于图像去雾任务,增强图像中仍有局部区域

存在雾块.为了解决该问题,本研究引入了多重伪标签监督

损失,其中伪标签由雾图通过简单的伽马变换的亮度调节生

成.其定义如下:

Lfake＝∑
i
wi‖J

∧

p－Jfake
i ‖ (１０)

其中,Jfake
i 代表子伪标签;wi 为每个子伪标签监督损失的超参

数,且超参数之和等于１.实验表明,伪标签的引入能够有效

提高算法复原效果.

最终用于图像去雾的总损失函数如下:

Ltotal＝Lvs＋Lspa＋wtvLtv＋Lfake (１１)

４　实验介绍

４．１　数据集介绍与实验细节

对于低光增强任务,本文采用文献[１０]提出的 SICE多

重曝光数据集的第一部分即３６０组低光图像作为训练集,将

第二部分数据作为测试集.该数据集被广泛应用于低光增强

的研究中,如文献[１３Ｇ１４]提出的低光增强工作.

对于图像去雾任务,本文采用了业内广泛应用的 REＧ

SIDE数据集[２５],其中的ITS子数据集包含１４９００组图像对.

本文采用通用的做法,即采用ITS作为训练集,SOTS作为测

试集.对于大面积有雾场景,本文使用了 KITTI道路场景数

据集[２６].本文方法在两类数据集及网络搜索得到的真实数

据上与主流去雾工作进行了比较.

本实验在 Ubuntu１８．０４平台上采用 PyTorch工具池实

现,显卡型号为 NvidiaＧ２０８０Ti,CUDA 型号为１０．１.在网络

初始训练阶段,使用 Adam 作为模型优化器,初始学习率为

０．０００１,使用plateau作为学习率衰减策略.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方法的客观评价结果,本文采用峰

值信噪比(PSNR)与结构相似性(SSIM)两种度量方法作为标

准.PSNR用于分析增强图像与真实数据之间的失真程度,

SSIM 用于评价二者之间的几何、色彩、对比度等的一致性.

４．２　低光增强

对于低光增强任务,本文与业界性能最好的４类算法进

行了比较,分别是:文献[２７]提出的通过加权可变模型同时预

测照明图与反射图进而实现低光增强的方法SRIE、文献[２８]

提出的通过准确预测照明图来实现低光增强的方法 LIME、

文献[４]提出的基于 Retinex分解实现图像复亮的深度神经

学习网络 RetinexNet,以及文献[１４]提出的使用非配对数据

实现低光增强的无监督学习对抗网络EnlightenGAN.

４．２．１　定量分析

对于低光增强任务的定量分析的比较如表１所列.本文

方法 相 比 传 统 方 法 SRIE 和 LIME 在 性 能 指 标 PSNR 与

SSIM 上极具优势,甚至优于采用监督数据的全监督学习方

法 RetinexNet.与采用无监督学习方法基于对抗学习策略的

EnlightenGAN算法相比,本文方法在性能指标SSIM 上高出

了０．０１,在PSNR高出０．５６dB.该结果有效证明了本文提

出的亮度自调节的图像增强方法不仅超过了现有性能最好的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低光增强方法,并且超过了部分全监督学

习的低光增强方法,显示出在低光增强任务中的有效性.

表１　不同方法在SICE测试集上的结果

Table１　ResultsofdifferentmethodsonSICEtestset

Method PSNR/dB SSIM
SRIE １４．４１ ０．５４
LIME １６．１７ ０．５７

RetinexNet １５．９９ ０．５３
EnlightenGAN １６．２１ ０．５９

Proposed １６．７７ ０．６０

４．２．２　定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体现本文方法相比对比的低光增强算法的

７２１王　斌,等:亮度自调节的无监督图像去雾与低光图像增强算法研究



优势,本文对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低光增强结果进行了可视化

对比.如图４所示,对于低光增强,SRIE算法增强效果不明

显;LIME与 RetinexNet的修正图噪声较多;EnlightenGAN则

会导致轻微色差,而本文算法恢复的图像更加自然且噪声更小.

(a)低光图 (b)SRIE (c)LIME (d)RetinexNet (e)EnlightenGAN (f)Ours

图４　在经典的低光图像下各类方法的可视化对比

Fig．４　VisualizationcomparisonofvariousmethodsontypicallowＧlightimages

４．３　图像去雾

对图像去雾任务,本文同样与具有代表性的业界性能最

好的５类算法进行了比较,分别是:文献[２]提出的暗通道先

验去雾算法 DCP、文献[１５]提出的通过点聚类方法对图像整

体像素进行聚类进而生成光传播率实现去雾的非局部图像去

雾方法 NLD、文献[１１]提出的基于多尺度与全监督的训练策

略实现去雾的 MSCNN、文献[２９]提出的基于深度图像先验

的无监督图像增强网络 DIP,以及文献[１８]提出的基于耦合

深度图像先验完成图像去雾的方法 DDIP.

４．３．１　定量分析

对于图像去雾任务的定量分析比较如表２所列.可以看

出,本文提出的方法性能不仅优于传统方法DCP和 NLD,并且

超过了有监督的深度学习方法 MSCNN,PSNR值比 MSCNN
高出了２．８dB.相比无监督深度学习算法 DIP与 DDIP,本文

提出的方法占据明显优势,体现了其在去雾问题上的有效性.

表２　不同方法在去雾标准集SOTS上的定量结果

Table２　Quantitativeresultsofdifferentmethodsonstandardset

ofdehazingSOTS

Method PSNR/dB SSIM
DCP １６．６２ ０．８１
NLD １７．２９ ０．７５

MSCNN １７．５７ ０．８１

DIP １２．２８ ０．５８

DDIP １６．９７ ０．７１

Proposed ２０．３７ ０．８２

４．３．２　定性分析

图５、图６给出了图像去雾任务中不同方法的可视化对

比结果.其中 DIP的去雾效果不明显;DDIP在局部区域

有很好的 去 雾 效 果,但 会 导 致 全 局 的 色 值 失 衡;DCP 与

NLD对较远区域的去雾效果不彻底;MSCNN 的去雾效果

不够充分.

(a)雾图 (b)DCP (c)NLD (d)MSCNN (e)DIP (f)DDIP (g)Ours (h)GT

图５　SOT标准去雾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可视化对比

Fig．５　VisualizationcomparisonofdifferentmethodsonSOTstandardhazeremovaldataset

　　本文提出的方法基于无监督的学习策略,运用了亮度饱

和度损失,能够有效抑制色偏,使得去雾图像的亮度饱和度分

布更加符合理想自然图像的分布规律;运用空间一致性损失,

保证了去雾图像和有雾图像具有邻域间的一致性;自然图像

具有平滑性,因此本文采用照明平滑度损失,增加了去雾图像

的局部平滑性,通过多重伪监督损失,提升了算法精度.本文

采用的无监督策略不需要成对的退化图像与目标增强图像,

减小了对训练数据的依赖,避免了对比方法由于训练数据和

测试数据存在领域差异(DomainGap)时方法性能的退化.

本文通过运用多种损失,基于深度模型无监督地使用海量数

据学习图像的亮度调节映射,使得去雾图像更加符合理想自

然图像亮度、饱和度、平滑性等数据分布规律,从而取得了更

加自然的去雾效果.如图７所示,本文提出的的算法与工业

环境常用的去雾算法 DCP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图６　在室外浓雾场景下各类方法的可视化对比

Fig．６　Visualizationcomparisonofvariousmethodsinoutdoor

densehaze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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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真实雾图 (b)DCP (c)Ours

图７　本文方法与工业环境常用的图像去雾算法 DCP在真实

场景的表现比较

Fig．７　PerformanceoftheproposedmethodandDCPinrealscenes

４．３．３　运算效率分析

本文提出的算法设计了端到端的深度卷积网络进行图像

增强,应用时的运算时间为深度模型推理的前向计算时间,较

为高效.深度模型推理的前向计算时间复杂度主要与模型的

运算次数有关,常采用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FLOPS来衡量.

本文实验对比方法主要包括传统图像增强方法和采用迭代的

图像增强方法以及端到端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增强方法.

一些性能较好的传统图像增强方法如 DCP和 NLD采用手工

设计的计算步骤,操作较为繁琐,计算时间复杂度较高.采用

迭代优化的图像增强方法由于循环迭代过程的存在,时间复

杂度较高,如 LIME,SRIE,DIP,DDIP方法.下面将重点对

比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图像增强模型的运算效率,如表３
所列.

表３　不同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与模型参数量的结果

Table３　Resultsoftimecomplexityandmodelparametersof

differentmethods

Method FLOPs Parameters
RetinexNet １３．６７×１０９ ０．４４×１０６

EnlightenGAN １２．５６×１０９ ８．６３×１０６

DIP ０．３５×１０９ ０．５８×１０６

DDIP ０．７１×１０９ １．１４×１０６

MSCNN ０．４６×１０９ ０．０１×１０６

Proposed ９．４８×１０９ ０．１９×１０６

表３列出了不同模型的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FLOPS及其

对应的参数量Param,即分别提供了相应的时间、空间复杂度

依据.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使用较少参数的情况下,

得到了较大的每秒浮点运算次数FLOPS,从而拥有较大的模

型容量.本文提出的方法的 FLOPS小于近年来性能较好的

方法,如 RetinexNet和 EnlightenGAN.参数量和 FLOPS都

较小的方法 MSCNN为全监督学习图像去雾方法,而本文方

法的去雾性能远远好于该方法.可见本文方法在取得更好性

能的情况下,在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方面进行了较好的折中.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用于低光增强与图像去雾任

务亮度自调节的无监督图像增强模型.本方法首先利用基于

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卷积网络抽取输入图像的特征,然后对重

建图像与输入低质图像进行度量损失函数比较,在保证增强

图像与输入图像同一性的同时增强修复图像,从而实现图像

的无监督增强.本文方法较为有效地克服了当前底层视觉任

务目标增强数据难以获取、训练数据与应用数据不一致且存

在域迁移的难题,提升了算法的适用性.虽然相比其他图像

增强算法,本文方法得到了更好的图像去雾与低光增强效果,

但在处理图像景深较远的低质量图像时,增强的结果图会出

现远处光照修复效果差,去雾不彻底等问题.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我们计划在图像增强算法的网络模型设计中考虑图像

的视觉深度信息,进一步加强图像的增强效果.

参 考 文 献

[１] ABDULLAHＧALＧWADUD M,KABIR M H,DEWAN M AA,

etal．AdynamichistogramequalizationforimagecontrastenＧ

hancement[J]．IEEE TransactionsonConsumerElectronics,

２００７,５３(２):５９３Ｇ６００．
[２] HEK,SUNJ,TANGX．Singleimagehazeremovalusingdark

channelprior[J]．IEEE TransactionsonPatternAnalysisand

MachineIntelligence,２０１０,３３(１２):２３４１Ｇ２３５３．
[３] LANDEH．Theretinextheoryofcolorvision[J]．Scientific

American,１９７７,２３７(６):１０８Ｇ１２９．
[４] CAIB,XUX,JIAK,etal．Dehazenet:AnendＧtoＧendsystemfor

singleimagehazeremoval[J]．IEEETransactionsonImageProＧ

cessing,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５１８７Ｇ５１９８．
[５] WEIC,WANG W,YANG W,etal．Deepretinexdecomposition

forlowＧlightenhancement[J]．arXiv:１８０８．０４５６０,２０１８．
[６] YANL,ZHENG W,GOUC,etal．FeatureAggregationAttenＧ

tionNetworkforSingleImageDehazing[C]∥２０２０IEEEInterＧ

nationalConferenceonImageProcessing(ICIP)．IEEE,２０２０:

９２３Ｇ９２７．
[７] PIZERS M,JOHSON RE,ERICKSENJP,etal．ContrastＧliＧ

mitedadaptivehistogramequalization:Speedandeffectiveness
[C]∥ProceedingsoftheFirstConferenceon Visualizationin

BiomedicalComputing,Atlanta,Georgia．１９９０,３３７:１．
[８] JOBSON DJ,RAHMAN Z,WOODELL G A．Propertiesand

performanceofacenter/surroundretinex[J]．IEEE TransacＧ

tionsonImageProcessing,１９９７,６(３):４５１Ｇ４６２．
[９] WANGS,ZHENGJ,HUH M,etal．NaturalnesspreservedenＧ

hancementalgorithmfornonＧuniformilluminationimages[J]．

IEEETransactionsonImageProcessing,２０１３,２２(９):３５３８Ｇ

３５４８．
[１０]CAIJ,GUS,ZHANGL．Learningadeepsingleimagecontrast

enhancerfrommultiＧexposureimages[J]．IEEETransactionson

ImageProcessing,２０１８,２７(４):２０４９Ｇ２０６２．
[１１]REN W,LIUS,MAL,etal．LowＧlightimageenhancementviaa

deephybridnetwork[J]．IEEETransactionsonImageProcesＧ

sing,２０１９,２８(９):４３６４Ｇ４３７５．
[１２]LOREK G,AKINTAYO A,SARKARS．LLNet:AdeepauＧ

toencoderapproachtonaturallowＧlightimageenhancement[J]．

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７,６１:６５０Ｇ６６２．
[１３]YANG W,WANGS,FANGY,etal．Fromfidelitytoperceptual

quality:A semiＧsupervisedapproachforlowＧlightimageenＧ

hancement[C]∥ProceedingsoftheIEEE/CVFConferenceon

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２０:３０６３Ｇ３０７２．
[１４]JIANGY,GONGX,LIUD,etal．Enlightengan:DeeplightenＧ

hancementwithoutpairedsupervision[J]．IEEETransactionson

ImageProcessing,２０２１,３０:２３４０Ｇ２３４９．
[１５]BERMAND,AVIDANS．NonＧlocalimagedehazing[C]∥ProＧ

９２１王　斌,等:亮度自调节的无监督图像去雾与低光图像增强算法研究



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Ｇ

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６:１６７４Ｇ１６８２．
[１６]ZHANGH,PATELV M．Denselyconnectedpyramiddehazing

network[C]∥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

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８:３１９４Ｇ３２０３．
[１７]LIL,DONGY,REN W,etal．SemiＧsupervisedimagedehazing

[J]．IEEE TransactionsonImageProcessing,２０１９,２９:２７６６Ｇ

２７７９．
[１８]GANDELSMAN Y,SHOCHER A,IRANIM．“DoubleＧDIP”:

UnsupervisedImage Decompositionvia Coupled DeepＧImageＧ

Priors[C]∥ProceedingsoftheIEEE/CVFConferenceonComＧ

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６Ｇ１１０３５．
[１９]CHENYS,WANGYC,KAO M H,etal．DeepphotoenhanＧ

cer:Unpairedlearningforimageenhancementfromphotographs

withgans[C]∥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Ｇ

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８:６３０６Ｇ６３１４．
[２０]DING Y J,HUANG S．AnImproved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forImageDehazing[J]．ComputerEngineering,２０２２,

４８(６):２０７Ｇ２１２．
[２１]HET,YUSM,XUH．SingleImageDehazingMethodBasedon

Conditional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and Knowledge

Distillation[J]．ComputerEngineering,２０２２,４８(４):１６５Ｇ１７２．
[２２]GODARDC,MACAODHAO,BROSTOW GJ．Unsupervised

monoculardepthestimation withleftＧrightconsistency[C]∥

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

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７:２７０Ｇ２７９．
[２３]KRULLA,BUCHHOLZTO,JUGF．Noise２voidＧlearningdeＧ

noisingfromsinglenoisyimages[C]∥ProceedingsoftheIEEE/

CVF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

２０１９:２１２９Ｇ２１３７．
[２４]GUOC,LIC,GUOJ,etal．ZeroＧreferencedeepcurveestimaＧ

tionforlowＧlightimageenhancement[C]∥Proceedingsofthe

IEEE/CVF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Ｇ

nition．２０２０:１７８０Ｇ１７８９．
[２５]LI B,REN W,FU D,etal．Reside:A benchmarkforsingle

imagedehazing[J]．arXiv:１７１２．０４１４３,２０１７．
[２６]GEIGERA,LENZP,STILLERC,etal．Visionmeetsrobotics:

Thekittidataset[J]．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RoboticsReＧ

search,２０１３,３２(１１):１２３１Ｇ１２３７．
[２７]FUX,ZENGD,HUANGY,etal．Aweightedvariationalmodel

forsimultaneousreflectanceandilluminationestimation[C]∥

ProceedingsoftheIEEE 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

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６:２７８２Ｇ２７９０．
[２８]GUO X,LIY,LING H．LIME:LowＧlightimageenhancement

viailluminationmapestimation[J]．IEEETransactionsonimage

processing,２０１６,２６(２):９８２Ｇ９９３．
[２９]ULYANOVD,VEDALDIA,LEMPITSKYV．DeepimagepriＧ

or[C]∥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Ｇ

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８:９４４６Ｇ９４５４．

WANGBin,bornin１９９８,master．His
mainresearchinterestsincludecompuＧ
tervisionandimageprocessing．

LIANGYudong,bornin１９８８,associate

professor．His mainresearchinterests
includecomputervision,imageprocesＧ
singanddeeplearningbasedapplicaＧ
tions．

(责任编辑:何杨)

０３１ ComputerScience 计算机科学 Vol．５０,No．１,Jan．２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