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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ew of the cha racteristi cs of high-resolution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a novel edge feature detection

algori thm ba sed on frequency spect rum zone energy is introduced. From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of ima ge signa l,

the methods of sl iding-window Fourier tra nsformation and frequency energy sectiona l superposition a re used to

decompose signa l into di fferent frequency spectrum zones. Then a ccording to good noise suppression ca pacity of

DC( direct current) central frequency spect rum zone ima g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higher-order frequency spectrum

zone energy to the ima ge edge fea ture was further a na lysed. Fina lly, the edge detec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through aggregat ing spectrum energy coefficient wi thin each window ra dius of frequency spectrum ra nge from 1 to

1. 5 and qua nt izing ima ge gra y between 0-255.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at this algori thm remains good

edge of image and ha s good capa bili ty of edge detection in a speci fi c direct ion a s wel l.

Key words : edge feature; feature detection; frequency spectrum zone energy; window Fourier transform; high-

resolution remotely sensed ima gery

摘 要:从图像信号的能量角度出发,探讨一种基于频谱段能量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边缘检测的方法。该方法采用滑动窗

口傅里叶变换和频谱能量分段叠置的手段,将含有噪声的图像信号分解到不同的频谱段中,然后根据直流中心频谱段图像

良好的噪声抑制特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高阶频谱段能量对图像边缘特征的贡献作用,将 3 3 的滑动子窗口中频

谱半径为 1~ 1. 5范围内的频谱能量系数进行求和叠置,并量化至 0~ 255的灰度范围,得到最终的边缘检测图像。试验结

果表明,基于频谱能量所检测出的图像边缘特征响应较为显著,视觉效果尚可,并且具有特定方向上的边缘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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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边缘特征检测是遥感图像分割、目标识别以

及区域形状提取等领域的核心技术, 目前已经成

为遥感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1-3]。在现有的

研究中,有关遥感图像边缘特征检测的问题大都

是集中在基于空域像元的梯度算子来进行的[ 4-5] ,

即对图像的每个像元考察它在某个邻域范围内亮

度值的变化,利用边缘邻近一阶或二阶方向导数

的变化规律来实现图像边缘的检测,如 Robert算

子、Sobel算子、Laplace算子、LOG算子等。然而

在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图像上, 不仅地物的光谱

特征更加明显, 而且图像具有灰度变化丰富、背景

噪声复杂、边缘密度大的特点,这些以微分为基础

的空域检测算子对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而言, 难

以达到较好的边缘检测效果[ 6-7] 。

图像的边缘信息不单单靠空域中像元亮度值

的变化程度来表现,同时还可以通过其频域中所固

有的频谱能量值来表征[ 8] ,频率域中频谱值作为物

质能量的特征之一,在描述物体的边缘形态特征上

具有独特的优势[ 9-10]。同时基于分块的窗口傅里

叶变换方法在空频两域上具有突出信号局部特征

和进行多分辨率分析的能力[ 11-12] ,为图像的边缘检

测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手段。基于此, 本文主要以

IKONOS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数据为基础,从理论上

探讨了一种基于频谱段能量的图像边缘特征检测

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局部滑动分块的傅里叶变

换,分离出了由不同频谱段能量所表征的高、低频

信息,然后通过重点分析高阶频谱段能量对图像边

缘特征信息的贡献作用,同时结合直流中心频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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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良好的噪声抑制特性,实现了高分辨率遥感图

像边缘特征信息的有效检测。

2 频谱段能量

遥感图像实质上是空域中的二维函数, 在其

中包含有周期性成分、非周期成分、背景、边缘及

噪声等信息,而这些成分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在

空域中很难将它们分离开来。根据傅里叶理论,

一个满足一定条件的二维函数可以分解成一系列

正弦或余弦函数在二维平面上的叠加。这样就定

义了一个函数从空间域到频率域的变换,即傅里

叶变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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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描述了一个尺寸为 M N 的二维图像从空

间域到频率域的傅里叶变换, 其中每个 F( u, v )项

包含了被指数项修正的 f ( x , y )的所有值,其不同

频率成分上频谱值| F( u, v ) |的大小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这一图像的空间分布状态 [ 14]。在频谱图

上,每一个频谱峰值均代表了空域中不同的频率

成分,而且峰值的大小和位置分别反映了不同成

分的周期和取向。同时,整个图像的背景轮廓信

息主要反映在低阶频谱能量的分量上,当图像的边

缘细节信息很丰富时,则频谱图上反映为高频能量

也很丰富。由此可见, 利用傅里叶变换技术, 可以

将图像的像元亮度分布 f ( x , y)变换为对应的频谱

能量分布 F( u, v) ,使得不同频率的成分在频谱图

中很好地反映出来,从而方便地实现图像背景、噪

声及边缘等指定信息的分离和提取[ 15-16]。

根据 Par seval定理, 傅里叶变换后的功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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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域图像 f ( x , y )的能量在数值上

存在着相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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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变换前后信息的总能量是保持不变的,只是在

空域上能量是按( x , y )分布的,而在频域中,能量

是按照( u, v)叠置的。空域内图像的总能量等于

频率域内不同频率位置上能量的叠置之和。这

里,如果假设大小为 M N 的频谱图像所形成的

积分区域为C, 该积分区域可分解为 n个互不相

交的子域C i (如图 1所示) ,且 C = C1+ C2+

+ Cn ,则有

f ( x, y)
C
x , y

2
= F( u, v)

C
1

2
+ +

F( u, v)
2

C
i

( 3)

式中,能量项 | F
C
i

( u, v) | 2 表示频谱图中频

率子域 Ci 上的能量叠置的大小, 该能量称为频谱

段能量, 其相应的子域 C i 称为频谱段
[ 17]
。因此,

适当选取 C i ,可以将频谱总能量在 n个不同频率

子域上进行分解, 而某一个子域上的频谱段能量

则表征了对应空域图像中特定的背景、边缘或噪

声等信息特征。

图 1 频谱段构建示意图

F ig . 1 Schematic diag ram showing construction of

frequency spectrum zone

3 局部分块傅里叶变换

传统的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是空域和频域上

的一种全局性变换, 得到的是图像信号的整体频

谱,因而无法表述图像在局部区域上的特征信

息[ 18] 。这样,利用频谱段能量进行图像边缘特征

检测时,如果将原始图像直接做傅里叶变换, 并不

能很好地获得该图像的边缘特征信息。为了弥补

其不足,可以采用图像子窗口的形式对原图像进行

抽取,并将抽取的子图像块分别进行傅里叶变换,

从而利用频域子窗口中高阶频谱段上的频谱能量

值来表征图像局部细节的丰富程度及其边缘的

走向
[ 18]
。

在抽取子图像块时,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将原

始图像分割成相互分离的 s s 子块,并将分块后

的一系列空域分析基元进行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

(如图 2所示) ,得到对应的频域分析基元,然后利

用图 1的方法,根据不同频谱半径的大小分离出各

频率段的能量总和,从而生成反映不同空域特征信

息的频谱段图像。然而直接分割分块的方法,其本

质上是利用子窗口内各频谱段总能量特征作为该

窗口中心点像元值的统计方法, 基于这一方法, 一

方面显然会降低频谱段图像的分辨率,另一方面也

会破坏每个子块边缘特征间的统计特性[ 19]。针对

此情况,本文采取基于滑动窗口的策略来对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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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滑动抽取,使得经过滑动子窗口抽取的图像块

在原图像中的位置相互有重叠, 经过子窗口提取

后,将子窗口内各频谱段的能量和作为该窗口中心

点像元值,最后按照不同频谱半径的大小分离出对

应的高低频信息。基于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弥补子

图像块频谱能量间的统计特性,而且很好地保持了

各频谱段图像的原始分辨率大小。

图 2 分块傅里叶变换示意图

Fig . 2 Schematic diag ram show ing blo ck Four ier

method

在上述操作中, 滑动窗口的大小 s 对于图像

特征信息的提取至关重要。一般而言, 为了获得

较为细致的边缘特征, 往往需要选取较小的窗口

尺寸。但是为了更好地检测和区分图像的背景、

噪声和边缘等不同频谱段能量在频域空间的分布

情况,窗口尺寸又不能过小。为了处理问题的方

便,以更好地从理论上探讨基于频谱能量的图像

边缘检测的可行性, 本文的滑动窗口大小拟定为

3 3。而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水平及垂直方向

上任意选取图上的几行和几列像元, 并对所选的

行列像元分别进行一维傅里叶变换, 对于绝大多

数典型图像来说, 直流分量后的第一个非零频率

处的峰值对应了图像中特征信息的最低频率, 因

此只需取这些频率对应的空间尺寸中较大的一个

作为滑动窗口的尺寸即可。

4 边缘特征检测

图像边缘表征图像中灰度发生急剧变化的区

域边界,是图像中最为集中的高频信息。因此在

利用频谱段能量进行图像的边缘检测时,对图像

高阶频谱段能量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说

高阶频谱段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空域图

像中的边缘特征信息。但是由于实际处理的高分

辨率遥感图像往往是存在着大量的噪声信息的,

而且噪声和边缘在空域中都表现为梯度的突变,

在频域中均表现为高频信息, 这就给边缘特征信

息的检测带来了困难。与噪声信息不同的是,边

缘信息具有较大的能量和范围, 其在均值平滑的

作用下,不会像噪声那样很快消失,而是表现为模

糊化,因此可以在表征大尺度图像信息的低频能

量段下抑制噪声,可靠地识别边缘,然后在表征小

尺度细部信息的高频能量段下精确定位,得到边

缘的真实位置。

考虑到频谱图的直流分量表征了原始空域图

像的亮度均值信息, 因此基于本文给出的滑动分

块傅里叶变换方法, 边缘检测算法由以下几步完

成: 根据选定的 3 3子窗口,将原始图像进行

滑动分块,同时对每一个滑动抽取的图像子块进

行二维离散傅里叶变换; 将滑动窗口范围内频

谱中心能量值 F( u, v )
2

C
1

赋予窗口中心构

成直流中心频谱段图像, 从而达到对图像噪声滤

除的目的; 对经过噪声滤除的直流中心频谱段

图像量化至 0~ 255的灰度范围,并在此基础之上

进一步进行滑动分块傅里叶变换的操作; 将每

个分块子窗口中频谱半径为 1~ 1. 5 范围内的频

谱能量系数进行求和叠置,生成高阶频谱段图像;

最后对高阶频谱段图像进行量化, 得到最终的

边缘检测图像。

另外,边缘信息的频谱能量特征是其空间特

性在频域中的反映, 不同方向上的频谱段能量反

映了图像边缘轮廓的走向的不同。在实际的一幅

遥感图像中,有时候可能需要研究某一特定方向

上的边缘特征,这就要求根据边缘方向的不同,提

取不同方向上的频谱段能量。在上述操作的第

步中,将滑动窗口内与空域边缘走向相垂直的方

向上的频谱能量系数进行求和叠置, 同时将叠置

的能量值作为各个滑动窗口的中心像元值,便可

以检测出相应方向边缘的最大响应特征。

5 试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选取了 2000年

9月 15日获取的江苏省南京市的两块 IKONOS

全色影像(农田影像和厂房影像)进行试验,影像

空间分辨率为 1 m, 图像大小均为 256像素 256

像素(如图 3( a)所示)。在试验之前,首先将原始

遥感图像进行了直方图线性拉伸, 使拉伸后的图

像直方图包含 0~ 255全部可能的灰度级,以有利

于图像边缘特征的精确检测。图 3( b)是由滑动

窗口的直流中心频谱能量所构成的低阶频谱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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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 3( c)为分块子窗口中频谱半径为 1~ 1. 5

范围内的频谱能量所叠置生成的高阶频谱段图

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图 3( b)对噪声表现出比较

明显的抑制作用, 并很好地反映了原图像的背景

信息,而图 3( c)由于是由高频能量叠置所得, 因

此图像在整体上表现出边缘特征的同时,还含有

大量的细部噪声信息, 使得检测出的边缘轮廓很

不清晰。图 3( d)是在经过低阶频谱段图像噪声

抑制的基础之上, 再次进行滑动分块傅里叶变换

及高阶频谱段能量叠置之后所得到的边缘检测结

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图 3( d)很好地反映出了原

始遥感图像的边缘轮廓信息, 边缘定位比较准确。

在对边缘细节的检测上,与其他空域检测算子相

比,基于本文的方法所检测到的边缘较光滑、骨架

连续性好,并且噪声得到抑制的同时,图像原有边

缘轮廓特征较为明显(如图 4所示)。另外, 图 5

显示了基于频谱段能量的方法所获得的特定方向

上的图像边缘检测结果。其中,图 5( a)和图 5( b)

有效地检测出了农田影像在 0 和 90 方向上的边

缘特征信息,图 5( c)及图 5( d)比较准确地反映了

厂房影像在 45 和 135 方向上边缘信息的最大响

应特征,并且所得到的方向边缘图像的纹理较好。

图 3 基于频谱段能量的 IKONOS 遥感图像边缘特征检测

F ig . 3 Edge featur e detection fr om IKONOS image based on fr equency spect rum zone energ y

图 4 不同边缘特征检测算法的结果比较

Fig. 4 The comparison o f edge detection r esults among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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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特定方向上的边缘检测结果

F ig. 5 Edge detect ion results in specific direction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方法从图像信号本身出发,利用滑动分

块傅里叶变换和频谱能量分段叠置的手段,将含

有噪声的图像分解到不同的频谱段中, 同时结合

直流中心频谱段图像良好的噪声抑制特性,实现

了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边缘特征信息的快速精确检

测。试验结果表明, 基于频谱能量所检测出的图

像边缘特征的响应较为显著, 视觉效果尚可, 并且

具有特定方向上的边缘检测能力。纵观该方法的

整个过程,既利用了滑动窗口细化并强化了边缘

信息,又利用了高阶频谱段能量寻边,避免了边缘

不连续的问题, 这是传统的基于空域像元的梯度

算子所无法得到的效果,因此该方法对于高分辨

率遥感图像的边缘特征检测及降噪是行之有效

的。然而,在利用频谱段能量进行边缘特征检测

时还有一些待完善之处,例如对于最佳滑动窗口

的选取能否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进行; 能否根据

频谱能量系数对边缘特征的叠置情况进行分析,

精确地确定哪一个频谱段半径对边缘轮廓的特征

起主要贡献等, 都需要继续优化和深入。

参考文献:

[ 1] TOUZI R, LOPE S A, BOU SQUET B. A S tat ist ical an d

Geomet rical Edge Detector for SAR Imag es [ J ] . IEEE

Transact ions on Geoscien ce and Rem ote Sensin g, 1988, 26

( 6) : 764- 773.

[ 2] ZHA O Xi an , L I Deren . C ons t ru ct ing T w o Dimen sion

Symmetric Wavelet s for Ext ract ing Edge Features of Im age

at Mult is cales [ J ] . Acta Geodaet ica et Cartograph ica

Sin ica, 2003, 32( 4) : 313-319. ( 赵西安, 李德仁. 2维对称

小波与多尺度影像边缘特征提取[ J ] . 测绘学报, 2003, 32

( 4) : 313-319. )

[ 3] LE I Xiaoqi, WANG Weixing, LAI Jun . A M ethod of Road

E xt raction f rom H igh- resolu tion Remote Sensin g Images

Based on Shape Features [ J ] . Acta Geodaet ica et Carto-

graphica Sinica, 2009, 38( 5) : 457- 465. (雷小奇,王卫星,赖

均. 一种基于形状特征进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道路提取方

法[ J ] . 测绘学报, 2009, 38( 5) : 457-465. )

[4] ROBERT S L G. M achine Perception of T hree- dimens ional

S ol ids [ C ] Opt ical and Elect ro- optical Informat ion

Processin g. New York: Garland Pub, 1965: 159-197.

[ 5] SOBEL I. Neighbourh ood Coding of Binary Im ages for Fast

Con tou r Follow ing and General Array Binary Processin g

[ J ] . Computer Graphics an d Image Pr oces sing, 1978:

127-135.

[ 6] XIA O P en gfen g, FEN G Xuezh i, ZH AO Shuhe, et al.

Feature Detect ion f rom H igh-resolut ion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Based on Phase Congruency [ J ] . J ou rnal of

Rem ote S ens ing, 2007, 11( 3) : 303- 310. (肖鹏峰,冯学智,

赵书河,等. 一种基于相位一致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特征

检测方法[ J] . 遥感学报, 2007, 11( 3) : 303- 310. )

[ 7] ZHANG Xiaodong, LI Der en, CAI Dongxiang, et al. t rous

Wavelet Decomposi tion Applied to Detect ing Imag e Edge

[ J ] . Geomat ics an d Informat 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1, 26( 1) : 29- 33. (张晓东, 李德仁,蔡东翔,

等. t rous小波分解在边缘检测中的应用[ J ] . 武汉大学学

报: 信息科学版, 2001, 26( 1) : 29-33. )

[ 8] KUI Zhongyu. Init ial Research on Geographic Frequ ency

Spect roscopy: Imaging Mechanism of St ripes S t ructure

Inform at ion of T errest rial Object s [ J] . Imag e T ech nology,

1998( 1) : 1- 11. (夔中羽. 地物频谱学研究始步: 地表物体

纹理结构信息成像机理[ J] . 影像技术, 1998( 1) : 1-11. )

[ 9] T AN Y an ying , DON G Zhixin. S pect r um A nalyz ing of

Im age Edges and Applicat ion in T rans form Coding [ J ] .

Acta Elect ronica Sinica, 1995, 23( 9) : 61-65. (谭雁英,董志

信. 图像边缘信息的谱分析及其在变换编码中的应用[ J ] .

电子学报, 1995, 23( 9) : 61-65. )

[ 10 ] YAN Xueqiang, LIU Jilin , GUO Xiaojun, et al. Texture

S egmentat ion Algorithm Based on Spat ial Frequ ency

Domain [ J ] . J ou 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Natural

S cien ce, 1998, 32( 6) : 726-731. (严学强,刘济林,郭小军,

等. 基于空间频率域的纹理分割算法 [ J ] . 浙江大学学

报: 自然科学版, 1998, 32(6) : 726- 731. )

(下转第 609页)

591



第 5 期 张永军,等: POS数据的上下视差误差源检测及误差补偿回归模型

Geomat ics and In format ion S cien ce of Wuhan U niver sity,

2007, 32( 10) : 856- 859. ( 袁修孝. POS数据用于立体模

型恢复时的上下视差分析[ J] .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 2007, 32( 10) : 856- 859. )

[ 5] GREENING T , SCHICKLER W, THORPE A. T he Proper

U se of Directly Observed Orien tat ion Data: Aerial T riangu-

lat ion is Not Obsolete [ C ] Proceedings of 2000 ASPRS

Annual C onference. Washington DC: ASPRS , 2000.

[ 6 ] GRU EN A, BAER S . Aerial Mobile M appin g Georefer-

en cing w ithout GPS/ INS [ C ] Proceedings of th e 3rd

Internat ional Symposium on Mobile Mapping T echn ology.

Cairo: [ s. n. ] , 2001.

[ 7] JACOBSEN K, WEGMANN H. Dependen cies and Pr ob-

lem s of Direct Sensor Orientat 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OEEPE Work shop on Integ rated Sensor Orientat ion .

H ann over: [ s. n. ] , 2001.

[ 8 ] CRAM ER M, ST AL LM AN D. S ystem Calibrat ion for

Di rect Georeferencing[ J] . Intern at ional Archives of Photo-

grammet ry and Rem ote S ens ing, 2002, 34: 79-84.

[ 9] H ONKAVAARA E. Cal ibrat ion Field St ructu res for GPS /

IMU / Cam era-system Calibrat ion [ J ] . Th e Photogramm e-

tric J ou rnal of Fin lan d, 2003, 18( 2) : 3-15.

[ 10] WA NG Zhizhu o. Principles of Photogramm etry [ M ] .

Beij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 , 1990. (王之卓. 摄

影测量原理[ M ] . 北京:测绘出版社, 1990. )

[ 11] ACK ERM A N N F. GPS for P hot ogramm et ry [ C ]

Proceedings of Tu torial on Mathemat ical Aspects of Data

Analysis. [ S . l. ] : ISPRS. 1991: 17-70.

(责任编辑:雷秀丽)

收稿日期: 2010-06-28

修回日期: 2010-12-25

第一作者简介: 张永军( 1975 )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计算机视觉方面的

研究。

Fi rst author : ZHANG Yongjun ( 1975 ) , ma le, PhD,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majors in digi tal photo-

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computer vision.

E-mail : zha ngyj@ whu. edu. cn

(上接第 591页)
[ 11] CAO Rong, WANG Ying, LI Xian glin. An Adaptive DFT

Domain Digital Watermarking Sch eme [ J ] . Computer

E ngineering and Applicat ions, 2006( 10) : 77- 78. (曹荣,王

颖,李象霖. 一种自适应的 DFT 域数字水印算法 [ J ] . 计

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6( 10) : 77-78. )

[ 12] ZHANG Xiaoyun, ZHU Qingsh eng, ZENG Lingqiu. Algo-

rithm of Document Skew Detect ion Based on St raight- line

Fit t ing[ J] . Applicat 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2005( 6) :

251-253. (张晓芸,朱庆生,曾令秋. 基于直线拟合的文本

倾斜检测算法[ J] .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5( 6) : 251- 253. )

[ 13] JAIN A. Fundamental s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M ] .

New York: Pren tice-H all , 1989.

[ 14 ] YE Zet ian. Frequency Spect rum Zone Images an d T hei r

Applicat ions [ J] . Rem ote Sensin g of Environment , 1993, 8

( 2) : 139- 146. ( 叶泽田. 频谱段图像及其应用的探讨

[ J] . 环境遥感, 1993, 8( 2) : 139- 146. )

[ 15] GONZALEZ R C, WOODS R E. Digital Im age Processin g

[ M ] . Second Edit ion. New York : Pren tice H all , 2002.

[ 16] BALLARD D, BROWN C. Computer Vis ion [ M ] . New

York: Prent ice-H al l, 1982.

[ 17 ] YE Zet ian. Frequency Spect rum Zone Images an d T hei r

Applicat ions [ J] . Rem ote Sensin g of Environment , 1993, 8

( 2) : 139- 146. ( 叶泽田. 频谱段图像及其应用的探讨

[ J] . 环境遥感, 1993, 8( 2) : 139- 146. )

[ 18 ] YU Zhenm ing, MAO Shiyi, GAO Fei. Image Fus ion via

Localiz ed Fourier T ran sform [ J] . Signal Process ing, 2004,

20( 3) : 227-230. (玉振明,毛士艺, 高飞. 用局部傅里叶

变换进行图像融合 [ J ] . 信号处理, 2004, 20 ( 3 ) :

227-230. )

[ 19] H U ANG Qihong, LIU Zh ao. Im age Edge Feature E xt rac-

t ion Based on Ind ependent Component An alys is [ J ] .

Inf rared, 2006, 27( 5) : 13-16. (黄启宏,刘钊. 基于独立分

量分析的图像边缘特征提取 [ J ] . 红外, 2006, 27 ( 5 ) :

13-16. )

(责任编辑:丛树平)

收稿日期: 2010-09-06

修回日期: 2010-11-16

第一作者简介: 吴桂平( 1980 ) ,男,博士生,研究方向为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处理。

Fi rst author : WU Guiping ( 1980 ) , male, PhD cand-i

da te, majors in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E-mail : csuwgp@ 126. com

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