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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颜色特征的棉田中铁苋菜识别技术

陈树人 沈宝国 毛罕平 尹建军 杨运克 肖伟中
（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 基于不同的颜色特征，利用机器视觉技术自动识别棉田中铁苋菜。分别对棉花和杂草铁苋菜的色差

法（犚－犌，犚－犅，犌－犅）、超绿法（２犌－犚－犅）、色度法（犎）等５种特征图像进行对比，确定色度法利用最大方差

进行二值化的效果最佳。创建与二值图像相对应的０、１双精度型矩阵，并分别与犚、犌、犅三基色分量图相乘，获

取前景是犚、犌、犅三基色分量图，背景是黑色的灰度图像。分析棉花、铁苋菜前景犚、犌、犅的标准差，确定犚的标

准差与犅的标准差差值小于５作为判断铁苋菜的阈值。识别结果表明，棉花的判断准确率为７１４％，铁苋菜的判

断准确率为９２９％，总体准确率为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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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杂草识别方法主要是利用颜色特征进行

杂草与背景物（包括土壤、作物残留物以及枯死的杂

草等无生命物）的识别［１～３］，利用形状特征进行杂

草与农作物的识别［４～９］，在利用形状特征识别时，

须保证植物叶片的完整性。本文在识别棉田中的铁

苋菜时，利用色度（犎



）特征图像识别背景物与杂草，



以减少光照的依赖性；对于农作物与杂草，把前景作

为整体来研究，利用其三基色的标准差进行识别，不

需强调植物叶片形状的完整性。

１ 图像获取与处理

系统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组成，硬件系统为

犐犈犈犈１３９４接口的犛狅狀狔犇犆犚 犘犆３５０犈型摄像机，

犆犘犝为犘犲狀狋犻狌犿（犚）３０６犌犎狕，内存为５１２犕犅的

犘犆机；软件为杂草识别程序，在 犕犪狋犾犪犫犚２００７犪环

境下编制。实验获得的图像为６４０×４８０的彩色图

像，犑犘犌格式，共计２８张（其中，棉花１４张，铁苋菜

１４张）。

在剪切处理后，经并行处理，可得到双精度型

犚、犌、犅三基色图像矩阵与二值图像相对应的０、１

双精度型矩阵。然后，将二者相乘，获取前景为犚、

犌、犅三基色分量图，背景为黑色的灰度图像。最后

分别求取前景犚、犌、犅三基色的标准差，并进行比

较。图像预处理过程主要包括二值化处理、二值图

像滤波处理以及剪切处理。

二值化处理：分别对色差法（犚 犌，犚 犅，

犌 犅）、超绿法（２犌 犚 犅）、色度法（犎）等５种特

征图像，利用最大方差法求得棉花、铁苋菜图像（图

１犪、图２犪）的阈值，并进行二值化处理，其二值化的

效果如图１犫～１犳、图２犫～２犳所示。根据二值图像的

视觉效果可以判断：铁苋菜的超绿特征图像分割与

色度特征图像分割的效果较好；而对于棉花图像，较

超绿特征图像分割，色度特征图像分割可获得更好

的分割效果。综上考虑，对棉花和铁苋菜色度（犎）

特征图像利用最大方差法进行二值化处理的效果最

佳，如图１犳、图２犳所示。

图１ 棉花二值图像

犉犻犵．１ 犅犻狀犪狉狔犻犿犪犵犲狅犳狋犺犲犮狅狋狋狅狀

（犪）原始图像 （犫）色差（犚 犌）图像 （犮）色差（犚 犅）图像

（犱）色差（犌 犅）图像 （犲）超绿（２犌 犚 犅）图像

（犳）色度（犎）图像 （犵）滤波图像

二值图像滤波处理：为了消除非杂草区域的黑

色点块，选用３×３结构元素对二值图像进行腐蚀膨

胀运算。腐蚀和膨胀运算的次数因处理对象的不同

而相异，视实验效果而定。如图１犳、图２犳中的黑色

点块经过腐蚀膨胀运算处理后在图１犵、图２犵中已

图２ 铁苋菜二值图像

犉犻犵．２ 犅犻狀犪狉狔犻犿犪犵犲狅犳狋犺犲犮狅狆狆犲狉犾犲犪犳犺犲狉犫

（犪）原始图像 （犫）色差（犚 犌）图像 （犮）色差（犚 犅）图像

（犱）色差（犌 犅）图像 （犲）超绿（２犌 犚 犅）图像

（犳）色度（犎）图像 （犵）滤波图像

经消失。

剪切处理：以前景作为整体来研究，而背景不影

响识别效果，可进行剪切处理，即在获取完整的前景

信息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小图像。首先，选定合适矩

形区域，并记录图像中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坐标。

然后，根据记录的子图像在原图像中的位置，将该计

算坐标转换到原图像中。经剪切处理后，可以消除

伪目标区域，避免图像其他部分影响处理效果，如

图３犫中的白色点块经过剪切处理后在图３犱中已经

消失。并且还可以减少后期计算量，提高图像处理

效率。剪切前图像为６４０×４８０，处理时间为３４５狊，

剪切后图像为２８０×３４６，处理时间为２５９狊，节约时

间约为２４９％。

图３ 剪切前、后的原始图像和二值图像

犉犻犵．３ 犅犻狀犪狉狔犻犿犪犵犲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狋狉犻犿犿犻狀犵
（犪）剪切前、后原始图像 （犫）剪切前、后二值图像

图４、图５所示为程序对一幅棉花、铁苋菜图像

的处理流程。

２ 颜色特征参数提取

棉花、铁苋菜的犚、犌、犅三基色的标准差分别

为犛犆，犚、犛犠，犚、犛犆，犌、犛犠，犌、犛犆，犅、犛犠，犅。下标犚、

犌、犅分别表示三基色，下标犆和犠 分别指棉花和

铁苋菜。其标准差值和标准差差值如图６、图７所

示。

重合率是指两种植物同一参数大小范围的比

较，即该参数在两种植物中交集部分与并集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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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棉花图像的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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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原始图像 （犫）剪切图像 （犮）二值图像 （犱）滤波图像

（犲）犚分量图 （犳）犌分量图 （犵）犅分量图

图５ 铁苋菜图像的处理流程图

犉犻犵．５ 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犳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狅犳犻犿犪犵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犮狅狆狆犲狉犾犲犪犳犺犲狉犫

（犪）原始图像 （犫）剪切图像 （犮）二值图像 （犱）滤波图像

（犲）犚分量图 （犳）犌分量图 （犵）犅分量图

图６ 棉花、铁苋菜犚、犌、犅标准差对比曲线

犉犻犵．６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犚，犌，犅

犻狀狋犺犲犮狅狋狋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狆狆犲狉犾犲犪犳犺犲狉犫

图７ 棉花、铁苋菜犚、犌、犅间的标准差差值对比曲线

犉犻犵．７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犿犪狉犵犻狀’狊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

犚，犌，犅犻狀狋犺犲犮狅狋狋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狆狆犲狉犾犲犪犳犺犲狉犫

比值。利用重合率分别对图６、图７中的前景犚、

犌、犅 的标准差犛犚、犛犌、犛犅 以及标准差差值

犛犅－犛犚、犛犅－犛犌、犛犚－犛犌等进行分析，然后选择最

优的判断条件。重合率越高，判断条件越不易寻找；

反之，越低，判断条件越容易寻找。以犛犚 为例，

犛犠，犚最大值为２４３６１，最小值为１７６２７；犛犆，犚最大

值为 ３１４６５，最小值为 １５２６９，则重合率为：

（２４３６１－１７６２７）／（３１４６５－１５２６９）×１００％＝

４１５８％；依次可以求出其他５个特征参数的重合

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个特征参数的重合率

犜犪犫．１ 犆狅犻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狉犪狋犲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标准差和

标准差差值

铁苋菜 棉花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重合率

／％

犛犚 ２４３６１ １７６２７ ３１４６５ １５２６９ ４１５８

犛犌 ２１０５２ ８９９８ ３６５７７ ７４５５ ４１３９

犛犅 ２６８２０ １８８５６ ３８６２８ １７５７２ ３７８２

犛犅 犛犚 ４８５７ －０３６６ １１３８３ ０６６５ ３５６８

犛犅 犛犌 １４５０６ －２１９６ １５６１１ －５３６１ ７９６４

犛犚 犛犌 ９６４９ －２５６１ ７８１３ －７０８９ ６９９８

由表１可知，犛犅－犛犚 的重合率最小，表明该参

数最容易用来作为识别棉花、铁苋菜的判断条件。

犛犠，犅－犛犠，犚最大为４８５７，且在图７中仅犛犆，犅－

犛犆，犚有两点小于犛犠，犅－犛犠，犚的最大值，其他

犛犆，犅－犛犆，犚的值均大于５７６。如图７，设置阈值线

犜犱在犛犠，犅－犛犠，犚线之上而大部分在犛犆，犅－犛犆，犚

线之下时可以很好地区分。在此，为了尽量保证铁

苋菜不被误判为棉花，故设置阈值犜犱＜５作为识别

铁苋菜的阈值。其中，犜犱是指犅、犚间的标准差差

值，即在图像中未知是棉花还是杂草铁苋菜的情况

下，定义成犛犅－犛犚，如图７所示。

图８ 识别算法流程图

犉犻犵．８ 犉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狅犳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

３ 识别准确率验证

为了验证识别算法的准确性，采用棉花、铁苋菜

图像进行验证，识别算法流程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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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识别算法程序判断后，在１４株棉花中正确识

别出１０株，准确率为７１４％；在１４株铁苋菜中正

确识别出１３株，准确率为９２９％。总体准确率为

８２１％。

４ 结束语

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对棉花、铁苋菜图像进行预

处理，提取棉花、铁苋菜图像的特征参数，建立了识

别算法，获取了前景犚、犅标准差的差值犛犅－犛犚。

较单一犚、犌、犅 标准差以及标准差差值犛犅－犛犌、

犛犚－犛犌等５种特征参数，犛犅－犛犚可以作为识别棉

花、铁苋菜的最优判断条件。采用犛犅－犛犚＜５为判

断铁苋菜的阈值。通过识别实验验证，铁苋菜的准

确识别率达９２９％，棉花的准确率达到７１４％，总

体识别率达到８２１％，可以满足精细农业的精确除

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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