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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乔 军 ①

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科研处

摘 要 遗传算法在优化计算
、

搜索和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
。

为了提高结球蔬菜选择性收获机

器人视觉系统的认识率和认识精度
,

把遗传算法用于 图像处理
,

对 棵生菜进行实验
,

使认识率提高了
,

认识直径的平均误差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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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处理是图像模式识别的重要基础
。

例如
,

对不完整指纹和笔迹的认识
,

首先要对指纹

和笔迹进行修复处理
,

然后才能较准确地识别它们的特点
。

在机器人的视觉系统中
,

要准确认

识对象物
,

也要首先对采集来的图像进行处理
。

农用机器人视觉系统中常用的图像处理方法为

移动平均法
,

但该方法有时会使被认识物的分界变得模糊而影响认识精度
。

笔者把遗传算法用

于图像处理
,

使图像保持了原有特征
,

消除了干扰画像素
,

提高了认识率
,

降低了认识误差
。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 〕,

是模仿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

根据优胜劣汰等 自然进化规则
,

对包含可

能解 个体 的种群反复使用基于遗传学的操作
,

生成新的种群
,

同时搜索最优解
,

使间题的解

不断“进化 ” ,

以求得满足要求的最优解
。

从微观角度看
,

遗传算法是一种随机算法 从宏观角度

看
,

又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

不同于一般的随机算法
。

间题越复杂
,

目标越不明确
,

采用 的优

越性也越大
。

因此 在优化计算
、

搜索和人工智能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

的 个基本操作 是选择
、

交叉和变异
。

选择是根据个体的适值在当前种群中随机选

择可作为父本的个体
,

选择的标准体现在适值较大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较大 交叉是按一定概

率随机选择匹配对
,

然后随机互换每一匹配对中 个个体的一部分
,

形成后代个体 变异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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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定概率随机改变个体中某一位的值
。

实验方法

在结球蔬菜选择性收获机器人的研究工作中
,

视觉系统和作业手系统是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阁
。

收获机器人的作业对象是结球菜
,

其形状具有不规则性
,

位置又有不确定性
,

所以要高效

精确地对结球菜进行操作
,

识别和定位至关重要
。

对于结球菜的识别
,

包括找到其位置
、

判别结球部大小和确定结球部中心坐标
,

然后根

据识别结果指挥作业手的动作
。

若结球部直径满足收获直径的要求
,

则求出结球部中心坐标
,

作业手根据收获指令及坐标进行切割
,

一个成熟的菜球即被收获 若结球部直径不满足收获直

径的要求
,

作业手则不动作
,

视觉系统开始向其他方向搜索
,

进行下一个菜球的识别和计算
。

在视觉系统的工作中
,

直接采集来的反映结球菜三维形状的数据
,

由于不可避免因素的干

扰存在一些失真
,

识别结果误差较大 利用 处理后
,

识别结果的精度大大提高
。

三维图像数据处理的流程如下
。

首先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标准化的方法为 以数据行为基准
,

以每行内连续

个数据为一个体
,

每行产生 个个体
,

共有 。行数据
,

个个体
,

由这些个体构成一

个种群
。

见下式

化一准一
﹄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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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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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行第 列 的原始数据
,

其中 簇 镇
,

簇 簇
, ‘

为第 行第 列的个体
,

其中 簇
,

镇 镇
。

种群构成后
,

即可进行第 步 —交叉
,

即在考虑被处理图形特点

的基础上
,

把某一行个体中的 个数据
,

与相邻行同列个体中的 个数据进行交叉
,

即

父本
,

⋯
, , 。 ,

⋯
, 。

父本
,

⋯
, , ,

⋯
, 。 冰

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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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后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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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交叉

常用的变异方法有近旁变异和反转

变异 种 图
。

笔者采用近旁变异法
,

即当某一个体中的某一值与相邻值之差

的绝对值大于一个定数 该定数可通过

对结球菜特点的统计分析取得
,

就使它

等于相邻值的平均值
。

经过交叉和变异后进行评价
。

评价

宣几回 澎回
反转变异 近旁变异

图 变异过程 示意图

函数为 艺
, , , 一 、, , ,

式中
、,

,为第 行第 列的数据
,

其中 簇 簇
,

簇 簇
。

若评

价结果表明已求得最佳解
,

就停止操作
,

图像处理工作结束 否则继续操作
,

直到满足评价条件

为止
。

图像处理后的数据
,

能除去干扰
,

使画像平滑化
,

为下一步识别打好基础
。

最后对处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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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进行识别
,

抽出结球部的特性
,

进行计算分析
,

判别是否收获
。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未经图像处理的数据
,

结球部与外叶部的边界不明显
,

图像干扰多
,

误认识率高
,

认识直径

的误差大
。

利用 处理过的图像
,

结球部与外叶部的边界明显
,

干扰少
,

图像既平滑又较完整

地保留了原有特点
,

提高了认识的准确度和精确度
。

处理前后的图像比较见图
。

个菜

个菜

原图像 处理后

图 生菜的三 维 图像

笔者对 棵生菜进行了模式识别的实验川
。

处理前
,

个菜球被正确认识
,

认识率为

铸
,

直径误差平均为 处理后
,

个菜球中 个被正确认识
,

认识率为
,

结

球部直径误差为
。

可见
,

利用 处理图像
,

即保持了原图像的特点
,

又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和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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