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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项目由 5位能力出众的测绘学院大三本科生负责，精通编程，热爱钻研，导师为武汉

大学闫利教授。随着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如今获取海量的数据、视频、图像非常

容易。如何利用并优化现有的技术和方法，面向公共网络，研究怎样高效地从海量的图像视

频文件中完成对兴趣目标的检索，在需要时快速地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提高视频图像文件

内容检索的普适性，无人为介入性与高效性是本项目的最终目的。  

对海量的信息,包括图形,图像,视频等,新技术产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源,但在建立

信息结构,提取信息语义特征,进行标识建模和有效组织方面还有所欠缺,人们面对海量的多

媒体信息是仅通过浏览来获取所关注的内容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当我们想要从图像和视频文

件中完成对兴趣目标的检索时，总是会遇到效率低下，同时准确度不高的情况。 

本项目可以有效地提高用户在公共网络平台下完成对海量图片和视频文件的快速检索

的速度和效率，在用户需要的时候高效地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在安防邻域以及 IT 行业等

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项目选题的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视频和图像文件，新技术产品提供了越来

越多的数据源,但在建立信息结构,提取信息语义特征,进行标识建模和有效组织方面还有所

欠缺,人们面对海量的多媒体信息是仅通过浏览来获取所关注的内容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当

我们想要从图像和视频文件中完成对兴趣目标的检索时，总是会遇到效率低下，同时准确度

不高的情况。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项目组深入钻研了图像处理的相关理论，学习并运行了具有代表性

的算法，对不同算法的运行结果进行比较优化，以实现图像特征的检测、提取、匹配、评价。

项目涉及的算法包括边缘检测的高斯差分、Canny 边缘检测、Sobel算子；角点检测的 Harris

算子；检测直线和圆的 Hough变换；以及轮廓检测的 Contours；分水岭算法；ORB 算法；BRISK

算法。 

二、项目成员情况及导师指导情况 

项目组由五名成员组成，王晨捷、贾俊、周海波、李鹏均是摄影测量与遥感方向，胡昊

杰是导航工程方向，五人扎实的专业知识有利于项目的顺利进行。王晨捷有着丰富的科研与

竞赛经历，扮演了项目推进者的角色；贾俊活泼开朗、团结队员、敢于担当，扮演了项目领

导者的角色；周海波成熟稳重、思维敏捷、敢于质疑，扮演了项目监督者的角色；胡昊杰有

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丰富的文献检索经验，扮演了项目信息采集者的角色；李鹏擅长摄影与

撰写文件，扮演了文件管理者与后勤保证者的角色。 

此外，五人均具有较强的编程能力、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极高的科研热情。为保证项目平

稳推进，项目组成员定期召开研讨会，报告各自进展，提出研究瓶颈，商讨解决方法并做出

下一步研究的计划。由于指导老师闫利老师的确工作繁忙，所以我们采取了提前预约，简明

扼要地列出几点研究困惑，网上提前发给老师，最后面对面听取老师的指导意见与批评。 

三、项目的创新点与特色 

（一）创新方法及手段 

1.以图片中兴趣目标为突破口  

考虑到图片库中兴趣目标的海量与庞大，避免研究时难以集中，因此本项目开始计划以

对特定某个人为兴趣目标进行图片检索的研究，以此为图片中兴趣目标检索的突破口，如果

进展顺利，会扩展到以其他类的物体为兴趣目标进行检索研究，力求扩大本项目检索系统的

目标范围。 

2.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现有的搜索引擎普遍采取传统的基于文本标注的图像搜索，但是这种方法具有人工标注

费时耗力、主观多义的局限，已经难以使用海量网络数据库的检索要求，为此现在已经提出

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来克服这一局限。 

3.利用 MATLAB实现多种算法并进行优化 

利用 MATLAB 进行图像的特征分析，并实现了部分二值图像的特征描述；实现了二值图

像的腐蚀和膨胀，并进行了不同结构元素处理后效果的对比；实现了图像的边缘检测以及将

图像中的不同物体表示为不同的颜色进行比较。 



4.开发出图像处理的 Android版 APP 
利用 Eclipse+ADT编写出可以实现检测图像基本特征的 Android版 APP，包括边缘检测

的高斯差分、Canny 边缘检测、Sobel算子；角点检测的 Harris 算子；检测直线和圆的 Hough

变换；以及轮廓检测的 Contours。编写出能够实现 ORB 算法和 BRISK 算法的图像特征匹配

的 Android版 APP。 

（二）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 

对海量的信息,包括图形,图像,视频等,新技术产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源,但在建立

信息结构,提取信息语义特征,进行标识建模和有效组织方面还有所欠缺,人们面对海量的多

媒体信息是仅通过浏览来获取所关注的内容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当我们想要从图像和视频文

件中完成对兴趣目标的检索时，总是会遇到效率低下，同时准确度不高的情况。 

本项目可以有效地提高用户在公共网络平台下完成对海量图片和视频文件的快速检索

的速度和效率，在用户需要的时候高效地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在安防邻域以及 IT 行业等

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及初步取得的创新成果 

该项目经过一年的研究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大量的进展。从参与者的角度而言，项目

的参与者首先完成了大量的理论知识的储备，学习了图像处理和图像匹配的相关专业知识，

认真完成项目结题报告的内容。其次，我们使用 MATLAB 软件进行图像的特征分析，实现部

分二值图像的特征描述；并且，我们还实现了二值图像的腐蚀和膨胀，进行不同结构元素处

理后效果的对比；同时，完成图像的边缘检索以及将图像中的不同物体表示为不同颜色从而

进行比较。除此之外，我们通过 MATLAB 软件可以实现兴趣目标的提取，比如提取出图像中

感兴趣的特定字母或者物体；并且基于分水岭算法进行图像分割处理，即对于图像的整体形

态进行分割，对图像做梯度分割处理，而这样的目的是将图像分割成不同类型的特殊个体，

来分析物体的边缘灰度变化的情况。通过分水岭算法，实现从标签矩阵中提取图像的特征。

而基于提取出的特征，通过图像匹配的原则，从而完成视频图像中的兴趣目标的检索。 

除了上述我们改进的理论，我们同时还编写了两个 APP。一是利用 Eclipse+ADT编写出

可以实现检测图像基本特征的Android版 APP，在此APP中，拥有边缘检测的高斯差分，Canny

边缘检测、Sobel 算子；角点检测的 Harris 算子；检测直线和圆的 Hough 变换；以及轮廓

检测的 Contours等。通过此 APP 中的边缘菜单，可以实现打开图片以及选择相应方法进行

特征提取，从而为进一步特征匹配以至于图片视频中兴趣目标的检索做相应的基础。二是实

现 ORB 算法和 BRISK算法的图像特征匹配的 Android版 APP。ORB 是一种快速特征点提取和

描述的算法，分为两部分，分别是特征点提取和特征点描述。特征提取是由 FAST 算法发展

而来，特征点描述是根据 BRIEF 特征描述算法改进而来。ORB 特征是将 FAST 特征点的检测

方法与 BRIEF特征描述子结合起来，并在它们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优化和改进。通过测试，ORB

算法的匹配速度是 sift 的 100 倍，是 surf 的 10 倍。而 BRISK算法是二进制的特征描述算

子，它具有良好的旋转不变性、尺度不变性、较好的鲁棒性。在对有较大模糊的图像配准时，

BRISK算法表现出色。 

本项目实现了在一幅图像中检测特征，然后在其他图像中匹配它们，并且采用了不同的

算法，并且我们也知道了如何用这些算法在场景中定位指定的目标，之后需要进一步了解检

测更加一般类的目标，比如行人、人脸、手势等。 

 

 

 



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收获与体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我们团队五位同学组队并选定题目。在闫利老师的指导下，对本项目

从刚开始的懵懂和一筹莫展，到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规划，再到后来目标明确，方案清晰，渐

入佳境。回想参加研究项目的这一过程，从开始的寻找课题、申请立项，我们查阅相关参考

文献，确定研究目的并寻找创新点，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和步骤，确定项目的可行性，撰写

项目申请书。然后我们投入项目，先从理论学习开始，然后试着利用 MATLAB 进行图像的特

征分析，到最后编写出 APP。有失败时的沮丧，有成功时的喜悦。一步步走来，这其中的辛

苦和辛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其中的经验和成长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拥有。这是一次难

得的经历，一次让我们得到锻炼和成长的经历。 

经过了项目申报、项目立项、中期检查，转眼间就到了项目结题的阶段，回顾这一年的

时间，我们努力了，也收获良多。 

视频图像处理对于我们是几乎全新的内容，我们虽然有数字图像处理的基础，但视频是

一帧一帧图像的连续，处理方式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我们需要自己去找文献查资料，弄明白

目标检索的流程和关键技术。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急于求成，所以一开始就凭着自己的想像闷着头看文献，分析整理

资料，各干各的，结果前面两个星期一事无成。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不能着急，一步一步来，

先弄明白其中原理，再勤于思考，在文献资料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得到启发，然后再结合我

们所学，运用到自己研究的项目中，学会借鉴。虽然在项目初期对整个系统有过完整的规划，

但当我们看了更多资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后却发现有些功能我们目前还没法实现，有些

功能实用性较差，没有实现的必要。我们就调整了思路，改变了项目最后的目标。 

我们了解到图像特征可以用灰度、纹理、形状、空间、形态来描述。于是，我们利用

MATLAB 完成了图像特征形态分析中的开运算和闭运算。这是我们的项目中完成的第一个小

成果，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之后，我们又利用 MATLAB实现了对某个图像中特定的某个

目标的提取，目前做到提取出图像中某个特定的字母；利用分水岭算法实现了图像的分割，

并且实现了从标签矩阵中提取特征。 

有了图像特征提取的经验，我们试着编写一款可以实现检测图像基本特征的 APP 出来。

由于之前没什么开发 APP 的经验，我们的组员又要学习 Andriod 开发，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

战，毕竟要在较短时间内学习并掌握这些技术。我们在摸索中前行，在经历各种挫折与失败

后，先实现了 Canny算法边缘检测的功能。这个突破再次给了我们信心，有了第一步的成功，

之后的困难也迎刃而解。我们一鼓作气，很快就完成了包括检测边缘的高斯差分、检测边缘

的 Canny算法、Sobel 算子、检测角点的 Harris 算子、检测直线和圆的 Hough变换，以及

检测轮廓的 Contours算法的 Andriod版 APP。 

实现图像特征提取后，我们把下一个目标转向图像特征匹配。经过比较和讨论，我们认

为ORB算法和BRISK算法是最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于是在完成对这两种算法的理论学习后，

我们也把它们添加进了我们的 APP中，并得到了令我们满意的结果。 

这次项目给我们带来很多，有能力上的提高，思维上的创新。但让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或许也能完成一个项目，但是可能要花上十倍百倍的时间，完成

的或许也没那么好。团队合作需要我们不断磨合，学会倾听大家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遇到过沟通不力，进度难以推进的困难。一段时间后我们开会讨论交

流才意识到这些，也意识到我们的团队合作、人员分配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及时调整，

做到及时交流，每个人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做之后，真的事半功倍。 

我们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充实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坚持完成了这个项目。相信这次

创新项目会对我们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