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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阈值处理方法，准确获取网点微观图像的特征参数，将其与仪器测量值相结合，综

合评价印刷品复制质量。方法方法 提出一种基于高斯函数模型拟合网点图像灰度直方图数据的阈值

分割算法，寻找网点类图像最佳分割阈值，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准确的网点参数。结果结果 得

到的印刷品网点面积率在全阶调范围内更接近于测量值，分割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阈值分割算

法。结论结论 提出的高斯拟合阈值分割算法更有利于提取网点类图像的微观参数，精度高，稳定性好，

为获取准确的网点图像微观参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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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Printing Dot Microscopic Image

CHAI Jiang-song，WANG Qi，LIU Hong-hao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by the method of threshold segment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dot microscopic
image were accurately acquired which wer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strument measured value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printing. This experiment presented a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function
model to fit the gray histogram data of dot microscopic image to find the optimal threshold of the dot image and use this
threshold to do binarization processing of image and getting accurate dot parameters. The obtained printing dot area rate by
using this method was closer to the measurements throughout the tone range, the segmentation effect wa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In conclusion, Gaussian fitting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more beneficial to extract the microscopic parameters of the dot image, with high extraction precision and good
stability,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btaining accurate dot image microscopic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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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刷品质量深入研究，需要对网点微观特征进

行分析。网点微观特征包括面积、纹理和边缘等特

征。对于印刷品这类复杂的图像而言，准确获取网点

的微观特征，对表征印刷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于获得网点微观参数的仪器、设备精度，软件

参考的图像分割算法等不同，获得的二值图像及其微

观参数并不能准确表达印刷网点的真实属性，从而造

成所得到的量化值与实际印刷效果无法匹配[1]。这

里，针对网点微观图像的面积特征进行研究，旨在准

确地获取网点图像的面积率，将其与仪器测量得到的

面积率相结合，从而综合评价印刷品的复制质量[2—3]。

传统的阈值分割算法有很多，包括人工选择阈值法、

Otsu最大类间方差法、最大熵法、迭代法及最小误差

法，但是各自的效果并非十分理想[4—8]。为此，采用高

斯函数对网点图像灰度直方图进行曲线拟合，将曲线

拟合结果求导求极小值计算，寻找最佳分割阈值，应

用该方法完成图像的自动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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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网点图像阈值分割理论

图像分割的经典方法是基于灰度阈值的分割方

法，它主要通过设置n（n≥1）个阈值，把图像像素点按

照灰度等级划分为 n+1类，从而实现对图像的分割。

其中，当 n=1时，即是将1幅灰度图像分割成二值图

像，这是图像分割中最简单的形式。

设灰度图像为 f（x，y），使用一定方法在图像的灰

度级中选择合适的阈值 T，将大于或等于阈值 T的原

图像像素点设置为1，小于阈值 T的图像像素点设置

为0，以此把图像 f（x，y）分割为2部分[9]。阈值分割后

的图像用二值图像h（x，y）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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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阈值T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图像分割的效果，

通常可以通过分析图像灰度直方图来确定最佳的阈

值T。对于网点图像这一特殊的图像而言，由于网点

对象与纸张背景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其灰度直方图

的分布通常呈现双峰形式，而最佳的阈值T即在双峰

之间的谷底[10]。

1.1 最大类间方差法

Otsu提出的最大类间方差法又称为大津阈值分

割法[10—13]，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小二乘法思想推导出

基于图像灰度直方图的图像分割方法。定义某分割

图像的类间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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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差是表征分布均匀性的参数，因而类间方

差越大则表示目标区域与背景区域的差别越大，当目

标被错分到背景中或者背景被错分到目标中，都会导

致类间方差变小。Otsu图像分割法的实质是选择使

得目标和背景区域类间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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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阈值T[4]。

1.2 迭代法

迭代阈值[9]的基本思想是将灰度图像的中间灰度

等级T0作为分割的初始阈值，利用该阈值将图像 f（x，
y）分为目标区域R0和背景区域R1，对于分割结果进行

加权累加计算，并将计算结果求平均作为新的分割阈

值，即新的阈值通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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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为当前分割阈值；Ti+1为下一轮迭代的分

割阈值；L为图像的灰度等级；pk为图像中灰度等级为

k的像素点个数。以新的分割阈值对图像进行分割，

直到 Ti+1与 Ti的差值小于某设定值时（通常为1）终止

迭代。同时研究表明[1]，当图像灰度直方图呈现明显

的双峰形式时，迭代法与Otsu法的分割效果相近。

2 高斯函数拟合法

由于在实验条件下采集得到的网点图像中，对象

区域与背景区域之间并不是很理想的各自分布在相

对固定且相差较大的灰度等级里，而是在一定的灰度

区间内呈现高斯分布状态。另外，在图像采集、数据

量化和数据转换过程中会引入噪声，而由于成像系统

所产生的噪声在图像灰度区间范围内亦近似呈现高

斯分布状态。由此可见，对于1幅实际获取到的网点

图像而言，其图像灰度分布是由3个高斯分布叠加而

成的。其用数学语言描述为：设图像背景区域灰度频

数分布函数为 f1（x，y），图像对象区域灰度频数分布函

数为 f2（x，y），图像噪声灰度频数分布函数为 f3（x，y），

该图像的灰度频数分布函数为 f（x，y）。由于其3个组

成部分都服从高斯分布，则有式（4）—（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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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y）=f1（x，y）+f2（x，y）+f3（x，y） （7）

另外，由于1幅正常采集状态下得到的网点图像 f
（x，y）中噪声所占的比例很小，因而对于网点图像依

然呈现明显的双峰形式[14]。

采用式（7）所述的高斯函数模型，依据最小二乘

原理，对图像灰度直方图离散数据组（xi，yi）（i=0，1，
2，...，255）进行曲线拟合[15— 16]，得到拟合后的图像

f（x，y），对其进行求导运算，得到其极小值，以极小值

点的灰度值作为拟合法的分割阈值T，对图像进行二

值分割。

3 实验

1）利用分光光度计测量网点面积率。选取标准

调幅网点（FM）及调频率网点（AM）印刷样张上的灰梯

尺部分（10%~90%），使用Spectroeye分光光度计测量

该部分的网点面积率，以此作为评价阈值算法是否能

忠实还原印刷网点真实属性的标准值。

116



第36卷 第13期

2）采集网点微观图像。裁取灰梯尺部分，将其置

于显微镜下，调整焦距使成像清晰，利用图像采集系

统获取网点微观图像。

3）网点微观图像阈值分割。基于MATLAB软件

平台，采用传统的Otsu阈值分割算法、迭代阈值分割

算法及提出的高斯拟合算法，对FM、AM网点图像进

行阈值分割处理。

4）计算网点面积率。对于经上一步处理后的二

值图像，计算其网点面积率为图像中“0”的像素点个

数占总像素点个数的比率。

5）根据实验数据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4 结果分析

4.1 调频网点显微图像高斯拟合效果

基于高斯函数模型对调频网点显微图像的灰度

直方图进行曲线拟合，结果见图1。通过对拟合后的

函数求导求极小值的方法获得网点图像分割阈值T，
应用该值对图像进行二值分割，即可得到分割后的网

点特征图像。

从图1可以看出，提出的高斯函数模型拟合调频

图1 调频网点显微图像灰度直方图高斯拟合效果

Fig.1 Gaussion fitting effect of gray histogram of FM dot microscopic image

网点微观图像的灰度数据有很好的拟合效果，图像灰

度直方图中的离散点均匀地分布在拟合曲线的两侧，

其得到的拟合函数特征与图像灰度直方图特征基本

一致，波峰与波谷的位置基本吻合。

3种不同的阈值分割算法，对40%的调频网点显

微图像进行处理后的效果见图2，其他阶调的处理效

果与此相似，在此不一一列出。

从图2的效果来看，3种算法都能较好地对调频网

点图像进行分割，且提出的高斯拟合方法，分割处理

得到的网点图像较其他2个算法更加优异，通过放大

图像可以清楚看到，经最大类间方差法及迭代法分割

处理后，图像中网点实地部分出现了较多的空洞，且

对于单个网点而言，经网点处理后有略微的缩小，反

映到网点参数特征上使得网点面积率偏小；另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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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间方差法与迭代法，在对网点这类具有明显双峰

特征的图像进行阈值分割时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这

也验证了1.2中对该种情况分析的合理性。从实验过

程中可以明显看到，迭代法处理网点图像所需要的时

间远大于最大类间方差法，这与迭代法的原理有关，

其计算过程是在不停地进行迭代处理，直至迭代阈值

之差小于1时停止，因而其需要的时间更长，而提出的

高斯拟合法运算所需时间介于两者之间，且与最大类

间方差法接近，分析其原因，是由于提出的算法有拟

合运算过程，相对增加了其运算时间。

传统的最大类间方差法、迭代法及提出的高斯拟

合法等3种不同的阈值分割算法，提取网点面积率的

计算结果见表1。标准值为Spectroeye分光光度计的

测量值，为了更加直观地对算法的分割效果进行比

较，将表1绘制成折线图，见图3。

从表1及图3可以看出，3种不同分割算法在网点

面积率较小，即在亮调情况下都有较好的分割效果，

但是在较高的网点面积率，即在暗调的情况下分割效

果差别较大；提出的高斯拟合算法的分割效果在全阶

调范围内与标准值保持很好的契合度，其曲线几乎与

标准值曲线重合，而最大类间方差法及迭代法得到的

网点面积率曲线在暗调区域出现下降趋势，这也与前

人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另外，实验值普遍比标准值

小，这可能是因为在实验过程中显微镜的光通量太大

使得图像亮度增大，采集到的实际网点比真实网点略

小的原因导致。

4.2 调幅网点显微图像高斯拟合效果

基于高斯函数模型，对调幅网点显微图像的灰度

直方图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提出的高斯函数模型，拟合调幅

网点微观图像的灰度数据有很好的拟合效果，但是从

直方图数据上可以发现，调幅网点的直方图并没有调

频网点直方图呈现的双峰形式那么完美，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调幅样张在通过胶印方式获取的过程

中，其单个网点部分的油墨是先经印版转移到橡皮布

上，再转移到纸张上，在这个网点复制的过程中油墨

并不能完全转移，导致单个网点中间出现空洞或者灰

度变浅的现象，从而使得部分对象区域的像素点灰度

值往背景区域迁移，出现在对象区域与背景区域之间

形成一段较为明显的突起（图4），不过从灰度直方图

整体分布上可以看到，其并不影响阈值分割中波峰与

波谷的位置分布。

3种不同阈值算法对40%的调幅网点显微图像处

理效果见图5。

图2 3种阈值分割算法处理的40%调频网点图像效果

Fig.2 The processing effects by the thre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

gorithms for 40% FM dot image

表1 调频网点面积率

Tab.1 FM dot area rate %

原稿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Spectroeye测量值

16

29

43

56

66

75

82

90

95

Otsu法

16.39

28.27

41.30

51.80

59.02

67.20

73.55

73.44

82.95

迭代法

16.81

28.27

41.30

51.80

59.02

67.20

72.90

72.61

82.95

高斯拟合法

15.32

27.76

42.52

55.65

64.15

74.02

79.99

88.90

94.07

图3 3种阈值算法对调频网点图像分割的实验结果

Fig.3 The results of image segmentation for FM dot by using the

three threshold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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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3种算法都能较好地对调幅网点

图像进行分割，但同时可以发现，高斯拟合算法对于

分割阈值的选取稍大，在图像右下角处分割出少量的

图像噪声，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在网点显微图像采集

时，由于点光源的照射造成光照并非完全均匀，导致

图像边缘部分比中间部分略暗，其纸白区域部分灰度

接近分割阈值T的灰度，从而在分割后少量噪声被误

判为网点，并作为检测结果输出。

传统的最大类间方差法、迭代法及提出的高斯曲

线拟合法提取网点面积率的计算结果见表2，标准值

为Spectroeye分光光度计的测量值，为了更加直观地

对这几种算法的分割效果进行比较，将表2绘制成折

线图，见图6。

从表2及图6可以发现，3种阈值算法都能较好地

实现对网点微观图像的阈值分割处理，且提出的高斯

拟合算法分割后的结果在全阶调范围内更接近于标

准值，而最大类间方差法和迭代法得到的网点面积率

曲线出现了类似于调频网点分割的效果，曲线在暗调

区域出现下降趋势。

图4 调幅网点显微图像灰度直方图高斯拟合效果

Fig.4 Gaussion fitting effect of gray histogram of AM dot microscopic image

图5 3种阈值分割算法处理的40%调幅网点图像效果

Fig.5 The processing effects by the thre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al-

gorithms for 40% AM do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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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针对印刷网点显微图像中灰度直方图特征进行

研究，提出采用高斯函数模型的方法进行曲线拟合，

求取图像分割阈值，并对网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将

其结果与当下应用最广泛的最大类间方差阈值分割

法及迭代阈值分割法进行图像分割的结果相比较，结

果表明：提出的高斯拟合法对调频和调幅网点显微图

像都能较好地完成分割处理，具有算法简单、运行高

效的特点，对于复杂图像能获取清晰、高质量的分割

结果，且较最大类间方差法及迭代法更加优异，在全

阶调范围内分割得到的网点微观参数与仪器测量值

更加接近。同时，提出算法得到的网点微观量化值为

绝对参数，可以准确表达网点的二维形态，为网点三

维立体结构的恢复打下基础，网点二维及三维的微观

量化参数可以表征印刷网点复制过程中的传递属性，

为进行印刷品质量客观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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