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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空相机 ＣＣＤ（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动态范围有限，在高动态范围场景下通过调节曝光量的方式不能保证图像中所

有部分都准确曝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复小波域内结合亮度估计对航空多曝光图像进行融合． 首先，在相同高动态场景下

调节曝光参数曝光多次，获得这一场景的多曝光图像序列，使用基于 ＳＵＲＦ（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算法的小范围快速配准

策略对其配准． 然后估计它们的亮度情况，在复小波域内，根据亮度情况分配权值对低频分量进行融合，采用加权的区域能量

最大法对高频分量进行融合． 最后，将融合后的低频分量和高频分量经逆变换得到结果． 得到的结果在空间频率、图像清晰

度、平均梯度和边缘信息保持度方面表现较好． 实验结果表明：在复小波域内结合亮度估计的方法得到的图像亮度适宜，无重

影现象且较好地保持了源图像中的细节信息，该方法可适用于多种高动态场景，满足航空相机的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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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航空成像探测系统在侦查过程中，场景动

态范围大，受相机 ＣＣＤ 动态范围约束，拍摄的图像

中总会有些部分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在一幅图像

中难以呈现场景中的所有信息． 通过调节曝光量的

方式［１－２］，只能对场景中的部分区域准确曝光． 曝光

融合可以将每幅图像中曝光适度的部分融合到一幅

图像中，得到的图像在各处都曝光正常且亮度适宜．
航空相机一般挂载在侦察机上，随着飞机的运

动而运动，拍摄的图像在曝光融合前必须进行配准．
配准算法通常计算量大，速率低． 本文结合航空相

机的工作环境特点以及其平台提供的定位信息，提
出了基于 ＳＵＲＦ 算法的小范围快速配准策略，有效

地提高了配准的速率和准确性．
多曝光融合方法可分为空间域融合方法［３－６］ 和

多分辨率融合方法［７－８］ 两类． 目前针对曝光融合方

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空间域方法，但空间域方法对图

像细节信息的处理不佳． 多分辨率融合方法使用多

尺度变换分解工具分解图像，在不同尺度和不同方

向上获得分解后的子图像，对相同尺度和相同方向

上的子图像进行融合，然后将融合后的子图像重构．
这类融合方法顾及图像不同尺度上的数据，融合后



的结果较好． 常规的多分辨率分析方法中金字塔分

解变换对图像的方向信息体现的不够全面；传统小

波变换的方向选择性有限，同时不具备平移不变性．
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更好的多尺度分析工具，如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ｒｉｄｇｌｅ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９］等． 这些变换中采用的

下采样操作，导致出现伪吉布斯现象． 目前图像融

合领域使用最广泛的是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ｎｏｎ⁃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ＮＳＣＴ） ［１０－１１］，不进

行下采样，没有伪吉布斯现象，虽然融合效果较好，
但计算耗时长，不能满足航空多曝光图像融合对速

率的要求．
双树 复 小 波 变 换 （ ｄｕａｌ⁃ｔｒｅ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ＤＴ－ＣＷＴ） ［１２－１３］采用二元树的方法，用实

数小波变换实现复小波变换，图像经 ＤＴ－ＣＷＴ 分解

后可以得到 ６ 个方向上的细节信息，相比小波变换

有更好的方向选择性；相比于 ＮＳＣＴ 计算复杂度较

低，效率高． 本文尝试使用 ＤＴ－ＣＷＴ 用于曝光融合，
根据高频和低频信息的特点分别采取相应的融合方

式，探索一种获得亮度均匀，细节丰富的结果的方

法；同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航空相机的工作过程中．

１　 航空相机多曝光图像融合系统

航空相机多曝光图像融合系统如图 １ 所示，整
个系统由光学镜头，ＣＣＤ 传感器，图像配准模块（定
位粗配准和图像精配准），曝光融合模块，融合输出

模块，显示模块，飞机定位相关模块（ＧＰＳ、惯性导

航、激光测距、相机光轴相对飞机偏角、飞机姿态测

量）和系统 ＣＰＵ 构成． 光学镜头对场景成像，得到光

信号，ＣＣＤ 把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调节 ＣＣＤ 积分

时间，连续拍摄，得到一组同一场景下的多曝光图

像． 航空相机搭载在飞机上，随着飞机的运动而运

动，得到的多曝光图像序列的像素不是完全对应的，
所以在融合前需要图像配准． 本文结合航空相机工

作平台搭载的定位系统，根据定位信息进行粗配准，
然后由此结果在图像小范围内快速精确配准，配准

后进行融合，得到融合结果输出到显示设备上显示．
第 ２ 节介绍了本文的图像配准策略． 第 ３ 节详细介

绍了系统中曝光融合模块的算法．

CCD 图像精配准 曝光融合 融合输出 显示

相机光轴相对飞机偏角

飞机姿态测量

GPS 惯性导航 激光测距

系统CPU

定位粗配准
控制CCD
积分时间

控制光圈大小

图 １　 航空相机多曝光融合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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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小范围快速配准策略

航空相机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处于运动状态，连
续拍摄的几幅多曝光图像不能保证像素完全对应，
在融合前需要先进行配准． 航空相机连续拍摄的几

幅图像几乎没有尺度变化，有转角和视角变化，最显

著的是亮度变化． 选取的配准方法必须满足光照不

变性，能够抗转角和视角的变化，并且为了在工程中

能够实时应用，选取的配准算法处理速率要快．
ＳＵＲＦ（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１４］算法是对配

准经典算法 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的
改进，具有光照不变性、具有一定的抗转角和视角变

换的特性，算法速率较 ＳＩＦＴ 更高． 本文选取 ＳＵＲＦ
算法用于配准． ＳＵＲＦ 算法由 ３ 个步骤组成：特征点

检测、特征点描述和特征点匹配．
多曝光融合所需图像一般大于两幅，每幅源图

像之间都需要配准． 选取源图像序列中信息熵最大

的图像作为参考图像，使用 ＳＵＲＦ 算法中的特征点

检测算子对参考图像提取特征点，目的是在同一场

景中尽可能多的提取特征点．
航空相机工作平台通常搭载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航空姿态测量系统和激光测距机等定位相

关设备，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包括：飞机位置，飞机

姿态角，相机光轴与飞机的相对位置，与地面的距离

等，可以得到参考图像中的特征点对应的地面经纬

度，也可以知道这些经纬度信息对应在其他图像中

的像素位置． 在其他图像中找到的与参考图像特征

点经纬度相同的像素附近检测特征点，具体过程如

图 ２ 所示， 参考图像中（左侧） 的特征点 Ａ与其他图

像中（右侧） 的像素点 Ｂ 经纬度相同，在 Ｂ 周围的小

范围区域内提取特征点与 Ａ 进行匹配，得到点 Ｃ，如
果 Ｂ 周围没有与 Ａ 相匹配的点，这是因为 Ｂ 周围区

域曝光不准确导致信息的丢失，即使在其他区域存

在和 Ａ 特征描述能够匹配上的点（如 Ｄ），在其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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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也没有与 Ａ 相匹配的点． 这种策略减小了特征

点匹配的区域，提高了配准效率，合理利用了已知信

息，能够有效地去除误匹配点．

A

B
C

D

特征匹配 相同经纬度

（ａ）参考图像　 　 　 　 　 　 　 　 　 　 　 （ｂ）其他图像

图 ２　 配准策略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　 基于亮度估计的曝光融合方法

对一组配准后的多曝光图像序列 ｛ Ｉｉ｝ （ ｉ ＝ １，
２…ｎ， ｎ 为图像个数）的 ＲＧＢ 三通道分别进行 ＤＴ－
ＣＷＴ，经过一次 ＤＴ－ＣＷＴ 可以将原图像分解为两个

低频分量 ｛Ａ（ ｊ，１），Ａ（ ｊ，２）｝ 和 ６ 个方向 （θ ＝ ± １５°，
± ４５°， ± ７５°） 上的高频分量｛Ｄ（ ｊ，θ）｝，ｊ为分解层数．
图 ３ 给出了本文曝光融合算法的流程图．

高频
融合规则

融合后的
高频分量

融合后的
低频分量

低频分量高频分量
加权区域
能量最大

多曝光图像
DT-CWT

亮度估计

亮度估计图

低频
融合规则

曝光适宜函数

Hadamard积

DT-CWT逆变换

融合后图像

低频权重

图 ３　 曝光融合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ｕｓｉｏｎ

　 　 估计源图像的亮度情况，选择不同的曝光适宜

度函数得到低频权重，３．１ 节详细介绍了这一部分；
３．２ 和 ３．３ 节分别介绍了低频和高频融合规则；融合后

的低频和高频分量经 ＤＴ－ＣＷＴ 逆变换，得到最终结果．
３．１　 亮度估计

从图 ４［７］中可以看出低亮度图像中像素灰度值

较大的区域曝光较适宜，高亮度图像中像素灰度值

较小的区域曝光较适宜． 设置两个灰度阈值 ｐｌ 和 ｐｈ，
如果在图像中有一半以上的像素灰度值小于 ｐｌ，则
此时图像为低亮度图像；反之，如果在图像中有一半

以上的像素灰度值大于 ｐｈ，则此时图像为高亮度图

像；其他时认为此图像为中等亮度图像． 本文选取

的 ｐｌ 和 ｐｈ 分别为 ６４、１９６ 像素灰度．

曝光适度 曝光适度 曝光过度

曝光适度曝光不足

图 ４　 一组多曝光图像序列

Ｆｉｇ．４　 Ａ ｍｕｌｔｉ⁃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曝光适宜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一个绝对的

准则规定曝光适宜与否，这类问题可以用模糊逻辑

的来解决． 根据前面分析，建立曝光适宜度的隶属

度函数分别如下．
１）低亮度图像时

Ｍ ＝

ｐ
１２８

， ０ ≤ ｐ ＜ １２８；

１ ， １２８ ≤ ｐ ≤ ２５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中等亮度图像时

Ｍ ＝

ｐ
１２８

， ０ ≤ ｐ ＜ １２８；

－ ｐ
１２８

＋ ２， １２８ ≤ ｐ ≤ ２５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３）高亮度图像时

Ｍ ＝
１， ０ ≤ ｐ ＜ １２８；

－ ｐ
１２８

＋ ２， １２８ ≤ ｐ ≤ ２５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式中 ｐ为像素灰度值；Ｍ为曝光适宜度，Ｍ∈［０，１］，
数值越大表示曝光越适宜． 对整幅图像计算每个像

素位置的 Ｍ，得到曝光适宜度矩阵 Ｍｉ ．
３．２　 低频融合规则

低频分量是原图像低频信息的体现，低频信息

反映着主要能量分布，对于图像来说就是整体亮度

情况． 对于一组多曝光图像，它们的亮度变化很大，
所以它们的低频系数有很大差异． 最终结果的亮度

取决于低频分量的融合规则． 低频分量的融合规则

要考虑整幅图像的亮度，而不只是考虑某个像素，这
就需要估计图像的整体亮度 情 况． 包 络 滤 波

（ｅｎｖｅｌｏｐ ｆｉｌｔｅｒ） ［１５］ 可以平滑掉信号中的微弱变化，
同时保留信号变化的趋势，它的这一特点满足对图

像的亮度估计． 包络滤波过程迭代式分别为

Ｌ＋
ｉ ＝ ｍａｘ｛α（ÑＳｉ）·Ｌｉ－１ ＋ （１ － α（ÑＳｉ））·Ｓｉ，Ｓｉ｝，

Ｌｉ ＝ ｍａｘ｛α（ － ÑＳｉ＋１）·Ｌ＋
ｉ－１ ＋ （１ － α（ － ÑＳｉ＋１））·

　 　 Ｓｉ＋１，Ｓ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式中： Ｓｉ 为输入信号； Ｌｉ 为输出信号； Ｌ ＋
ｉ 为中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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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信号；ÑＳｉ 表示信号的局部梯度；α 取值为

　 　 α（ÑＳ） ＝
α０，

－
α０

ÑＳ·Ｔ
，

ì

î

í

ïï

ïï

ÑＳ ≥－ １
Ｔ
；

ÑＳ ＜ － １
Ｔ
．

式中 － １ ／ Ｔ 为梯度阈值．
对图像的亮度分量进行包络滤波可以得到对应

的亮度估计图，根据曝光适宜度的隶属度函数计算

亮度估计图的曝光情况． 根据每幅图像的曝光情况

分配的权值为

Ｗｉ ＝
Ｍｉ

∑ ｎ

ｉ ＝ ０
Ｍｉ

．

式中 Ｗｉ 为第 ｉ 幅图像的权值矩阵，Ｍｉ 为第 ｉ 幅图像

的曝光适宜度矩阵．
在同一尺度上求每幅图像的权值矩阵和其低频

分量的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积，然后求和，即得到了融合后的

低频分量为

Ａｆ
（ ｊ，ｐ） ＝ ∑

ｎ

ｉ ＝ １
Ｗ′ｉ∗ Ａｉ

（ ｊ，ｐ） ．

式中： Ｗｉ′ 为与低频分量同尺度的权值矩阵； Ａｉ（ ｊ，ｐ）

为第 ｉ幅的低频分量矩阵； Ａｆ
（ ｊ， ｐ） 为低频分量的融合

结果；ｊ为分解层数；ｐ ＝ １、２，即分解得到的两个低频

分量．
３．３　 高频融合规则

图像亮度幅值变化特性通过高频分量反映，如
图像的边缘等细节特征，高频分量融合结果决定结

果的细节信息． 人眼对单一像素的大小不敏感，对
图像的局部对比度变化十分敏感． 考虑系数间的空

间相关性，将以系数为中心的小范围区域的区域能

量制定融合规则．
对 ｊ ＋ １层分解得到的 θ方向上位置为（ｘ， ｙ） 的高

频分量，计算其在 ３ × ３ 范围内的能量 Ｅ（ｊ ＋１，θ）（ｘ，ｙ） 为

Ｅ（ ｊ ＋１，θ）（ｘ，ｙ） ＝ ∑
１

ｍ ＝ －１
∑

１

ｎ ＝ －１
ω（ｘ，ｙ）ｄ２（ｘ ＋ ｍ，ｙ ＋ ｎ） ．

式中 ｄ（ｘ ＋ ｍ，ｙ ＋ ｎ） 为（ｘ ＋ ｍ， ｙ ＋ ｎ） 位置的高频

分量系数，ω（ｘ，ｙ） 为权重矩阵． 中心系数比周边系

数对能量的贡献更大，为了突出中心的能量作用，中
心位置的权值应大于周围，选取权值

ω（ｘ，ｙ） ＝ １
１６

１ ２ １
２ ４ ２
１ ２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对每幅图像的每个高频分量系数选取加权区域能量

最大的系数作为融合后的高频分量系数．

４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曝光融合前配准算法选取的合理性以

及配准的必要性，在室内和室外分别拍摄两组多曝

光图像用于实验，在拍摄的过程相机有位置和视角

的变化，模拟航空相机的工作环境． 本文主要创新

点在于曝光融合算法，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对曝光

融合库中的两组已配准的图像序列进行实验，与 ５
个曝光融合算法对比．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对真实航

空图像的有效性，对两组航空多曝光图像进行实验．
实验部分中本文算法的 ＤＴ－ＣＷＴ 分解次数均选

取 ３．
４．１　 实验室仿真实验

实验采用 ＣｅｍａｒｅＬｉｎｋ 和以太网将相机拍摄的

图像传输到实验室计算机上，在计算机上进行实验，
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拍摄时通过控制 ＣＣＤ 的快

门时间得到多曝光图像．
图 ５（ａ） ～ ５（ｃ）为在实验室室内拍摄的一组图

像，其中图 ５ （ ａ） 与图 ５ （ ｂ） 之间有纵向位移，
图 ５（ｂ）与图 ５ （ ｃ）之间有横向位移和视角变化，３
幅图像中图 ５ （ｂ）的信息熵最高，将其作为参考图

像，将图 ５ （ａ）和图 ５ （ｃ）分别和图 ５ （ｂ）进行图像

配准． 图 ５（ｄ）、５ （ｅ）展示了它们的配准结果．

(a)源图像1 (b)源图像2 (c)源图像3

(d)源图像1、2的配准结果 (e)源图像2、3的配准结果

图 ５　 室内拍摄的多曝光图像序列及其配准结果

Ｆｉｇ．５　 Ａ ｍｕｌｔｉ⁃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模拟航空相机的工作环境，从高空对地面进行

拍摄，如图 ６（ａ）、６（ｂ）所示． 在图 ６（ａ）中天空曝光

较适宜，亮度适中，但是地面景物曝光量较低，所以

亮度较低；而在图 ６（ｂ）中恰恰相反，地面景物曝光

适宜，亮度适中，但是天空曝光量较高，因此亮度过

高． 图 ６（ｃ）是它们的配准结果．
　 　 从图 ５、６ 中可以看出，ＳＵＲＦ 配准算法可以在

亮度差异很大时得到满意的结果，符合曝光融合前

配准的需求．
为了验证本文中配准策略的必要性，对未配准

图像和配准后的图像使用本文提出的融合算法进行

融合，图 ５、６ 的融合结果见图 ７，图 ７（ａ）、７（ｃ）分别

为图 ５、６ 未配准融合结果，图 ７（ｂ）、７（ｄ）分别为图

５、６ 配准后的融合结果． 未配准的融合图像中存在

不同程度的重影现象，与拍摄时摄像机的振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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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因为没有配准所以在根据亮度分配权值时不

够准确，融合后的结果中有些区域的亮度或颜色与

配准后的融合结果存在差异． 配准后融合的图像边

缘清晰，没有重影现象，亮度均匀．

(a)源图像1 (b)源图像2

(c)源图像1、2的配准结果

图 ６　 室外拍摄的多曝光图像序列及其配准结果

　 Ｆｉｇ．６　 Ａ ｍｕｌｔｉ⁃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ａｋｅ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航空相机在获取多曝光图像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会有移动，在曝光融合前进行配准是不可缺少的

一步，将配准与曝光融合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

(a)图5未配准融合结果 (b)图5配准后融合结果

(c)图6未配准融合结果 (d)图6配准后融合结果

图 ７　 仿真实验融合结果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４．２　 曝光融合图像库实验

在本节将本文方法与 ５ 种曝光融合方法对比，５
种方法的简介如下： 文献［３］通过评价图像亮度和

颜色得到权值矩阵，并使用递归滤波对其修正；文献

［４］使用引导滤波计算每幅图像的加权系数；文献

［５］在融合图像时采用稠密 ＳＩＦＴ 描述子提取图像

中的细节信息进行融合；文献［６］首先计算图像的

梯度信息，梯度越大表示图像越清晰，由此提出了选

取最大梯度的融合规则；文献［７］是在拉普拉斯金

字塔模型下，使用对比度、饱和度和曝光度 ３ 个评价

因子，求源图像的权值．
选取空间频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Ｆ），图像清

晰度 （ ｆｉｇｕ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Ｄ ）， 平 均 梯 度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Ｇ），边缘信息保持度 （ 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Ｑａｂ ／ ｆ） ［１６］对各种融合方法的效果进行评

价． 空间频率，图像清晰度和平均梯度反映融合后

图像的质量，数值越大表示图像质量越好，边缘信息

保持度可以反映算法的融合效果，数值越接近 １ 表

示融合结果保留的源边缘信息越多．
图 ８、 ９ 分 别 给 出 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１７］ 和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ＡＴＬＡＢ 提供）图像序列的实验结果． 图 ８（ ａ）为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图像序列，它们是在同一场景下拍摄的

不同曝光量图像． 图 ８（ｂ） ～８（ｇ）为本文方法与其他

５ 种曝光融合方法的实验结果． 在图 ８（ｂ）中，房屋

的右墙面亮度较低，细节不够清晰． 在图 ８（ｄ）中，天
空中云的颜色较黑，亮度较低． 在图 ８（ｅ）中，草地的

亮度偏高，图像的清晰程度稍低． 图 ８（ ｆ）的清晰度

较差． 本文结果的对比度高，细节清晰． 人眼只能大

致评判结果，准确评估结果还需通过客观评价指标．
表 １ 给出了 ６ 种结果的客观评价数据，可以看出，本
文结果效果最佳．

(a)countryside图像序列

(b)文献[7] (c)文献[3] (d)文献[4]

(e)文献[5] (f)文献[6] (g)本文

图 ８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图像序列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表 １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图像序列实验结果数据

Ｔａｂ．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实验方法 ＳＦ ＦＤ ＡＧ Ｑａｂ ／ ｆ

文献［７］ ３６．３６６ １６．０１１ １１．０２８ ０．９１９

文献［３］ ３５．３３７ １５．２９８ １０．８１０ ０．９３２

文献［４］ ３８．０４３ １６．７６１ １１．８０８ ０．９３１

文献［５］ ３８．６４９ １６．０２４ １１．８０４ ０．９１５

文献［６］ ２９．３２９ １３．２７２ ９．３０１ ０．９４７

本文 ３８．９６５ １７．１００ １１．９７４ ０．９３３

　 　 图 ９（ａ）为 ｏｆｆｉｃｅ 图像序列，它们是在同一场景

下拍摄的不同曝光量图像． 图 ９（ｂ） ～９（ｇ）为 ６ 种曝

光融合方法 的 实 验 结 果， 图 ９ （ ｈ ） ～ ９ （ ｍ） 是

图 ９（ｂ） ～９（ｇ）的局部放大图． 在图 ９（ｄ）中，有一块

黑色阴影在显示器的左边，这是在源图像序列中没

有的，也不应该出现在融合后的结果中，从放大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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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本文结果中的树枝等细节更清晰，易于分

辨． 表 ２ 给出了 ６ 种结果的客观评价数据． 从表 ２ 中

可以看出，本文结果效果最佳．

(a)Office图像序列

(b)文献[7] (c)文献[3] (d)文献[4]

(e)文献[5] (f)文献[6] (g)本文结果

(k)文献[5] (l)文献[6] (m)本文

图 ９　 ｏｆｆｉｃｅ 图像序列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表 ２　 ｏｆｆｉｃｅ 图像序列实验结果数据

Ｔａｂ．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

实验方法 ＳＦ ＦＤ ＡＧ Ｑａｂ ／ ｆ

文献［７］ ２０．２２９ ９．２９６ ７．４３０ ０．９１８

文献［３］ １８．０５５ ８．３１６ ６．７７６ ０．９１８

文献［４］ ２１．３６９ ９．７７１ ７．８６９ ０．９０８

文献［５］ ２０．４２４ ９．２２２ ７．４７５ ０．９１１

文献［６］ ２１．２２０ １０．１８９ ８．２２３ ０．９１０

本文 ２２．２２８ １０．２０３ ８．１３４ ０．９２２

４．３　 航空图像实验

对两组真实的航空多曝光图像进行实验． 图 １０（ａ）
和图 １０（ｂ）是在某城市上空拍摄的灰度图像，在图

１０（ａ）中，由于高楼的遮挡形成了一片阴影，阴影下

的图像较暗，其中的细节难以分辨，在阴影外的图像

曝光适当，细节清晰；图 １０（ｂ）的曝光程度较高，在阴

影下细节信息显而易见，但是阴影外的景物由于过高

的曝光量有些模糊不清． 将图 １０（ａ）与图 １０（ｂ）进行

配准，得到图 １０（ ｃ），根据配准结果融合得到结果

图 １０（ｄ），图 １０（ｄ）基本保留了两幅图像中曝光适

当的部分，整幅图像亮度均匀，细节清晰．
　 　 图 １１（ａ）和图 １１（ｂ）是在某野外上空拍摄的彩

色图像，图 １１（ａ）的中间树林部分图像亮度较低，纹
理难以分辨，其他部分曝光较正常；图 １１（ｂ）的树林

部分曝光适当，细节清晰，而其他部分有些曝光过

度． 将图 １１（ａ）与图 １１（ｂ）进行配准得到图 １１（ｃ），
根据配准结果融合得到图 １１（ｄ），而图 １１（ｄ）无论

在中间树林部分还是其他部分亮度适宜，细节信息

比图 １１（ａ）、１１（ｂ）都丰富．

(a)源图像1 (b)源图像2

(c)配准结果 (d)融合结果

图 １０　 灰度航拍图像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ｙ ａｅｒ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a)源图像1 (b)源图像2

(c)配准结果

(d)融合结果

图 １１　 彩色航拍图像实验

Ｆｉｇ．１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ａｅｒ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５　 结　 论

１）针对目前航空相机调光系统在高动态范围

场景下成像过程中出现曝光不足或过度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结合亮度估计的曝光融合方法，有效地弥

补了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２）航空相机在同一高动态场景下，多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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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组多曝光图像，使用基于 ＳＵＲＦ 算法的小范

围快速配准策略对图像配准，避免了直接融合产生

的重影现象．
３）使用 ＤＴ－ＣＷＴ 将图像分为低频和高频分量，

根据图像亮度信息对低频分量融合，这样使得融合

结果整体亮度准确、适中；使用加权的区域绝对值最

大法用于高频分量的融合，有效地保留了源图像中

的细节信息．
４）结合亮度估计的航空相机曝光融合方法有

效地解决了拍摄过程中相机移动导致的融合结果中

的重影问题；与其他 ５ 种具有代表性的曝光融合方

法相比较，该方法融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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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魏希柱）

























































 



封面图片说明

封面图片来自本期论文“结合亮度估计的航空相机曝光融合方法” ． 图片是在某城市上空的航拍源

图像，以及经该文方法配准融合后的结果． 航空相机调光系统在高动态范围场景下存在曝光不足或过

度的问题，该文使用“快速配准＋曝光融合”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将 ＳＵＲＦ 算法与航空相机工作平

台提供的定位信息相结合，提出小范围快速配准策略，提高配准效率．然后使用双树复小波变换将多曝

光图像序列分解为低频和高频分量，根据图像的亮度信息对低频分量进行融合，以保证结果整体亮度适

宜，采用加权的区域绝对值最大法对高频分量进行融合，有效保留源图像中的细节信息． 经验证，该方

法可以将不同曝光量图像中曝光准确的部分融合在一幅图像中，比单幅拍摄的图像包含更精确的信息，
弥补了航空相机调光系统的不足，有利于对相关目标的辨认和识别，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同时也为航空相机曝光融合方法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图文提供：申小禾，刘晶红，王宣．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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