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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黑白像景织物的图像传统分色基础上 提出黑白图像的聚类分析的分色方法和灰度失真度指标 通过两者比较 聚类分

析的方法具有较小的灰度失真度 能起到与原纹样风格一致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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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白像景织物的研究背景

随着提花织物 ≤⁄研究不断深入 为黑白像景

织物研制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近两年来正在对

黑白像景织物进行开发研究 作为旅游纺织品 其应

用价值已显现出良好的前景 ∀黑白像景以人物 !风

景照片或名人字画 !美术图案等作为纹样 织造时利

用黑白丝线通过组织变化构成明暗的影光层次 使

织物表面显示出与黑白照片或图案一致的人物或风

景≈
作为一种高雅装饰和欣赏的丝织的工艺品已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

利用提花织物 ≤⁄系统 黑白像景织物设计过

程如下  将纹样扫描输入生成图像文件 对图

像进行预处理和灰度化处理 对黑白图像进行分

色处理生成黑白像景织物图像 对分色处理后的

图像进行组织铺垫等工艺处理 生成控制提花织

机的龙头文件 ∀

为了使黑白像景织物能表现出与原纹样一致的

风格 在设计处理中 对灰度化处理后的黑白图像进

行分色处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 ∀

2  黑白像景织物图像的传统分色方法

在现有提花织物 ≤⁄系统中 图像图 经灰

度化处理后 图像中的像素的灰度分布可用直方图

图 来表示 其灰度取值为 到  ∀由于受黑白

像景织物织造工艺限制 利用色阶组织表示不同灰

度的等级最多几十种 因此必须对图像进行分色处

理 把具有上百种灰度的图像归并为仅有的几十种

灰度图像图  ∀传统的分色方法又称自动分色方

法 是将灰度直方图中频率排在前几十种的灰度值

作为分色后最终保留的灰度 ∀而其它频率较低的灰

度按距离相近原则进行归并 ∀

自动分色后的灰度种数为 种 ∀由于图 直

方图中频率较高的大多集中在灰度值的中间段 因

图 1  原稿的输入图像

图 2  图像中像素灰度的直方图

此自动分色后图像的影光层次不丰富 ,与原图像有

较大失真 ,不能达到与原样稿一致风格的效果 ∀

3  黑白像景织物图像的聚类分色方法

为了克服自动分色方法的缺陷 采用数理统计

中聚类分析原理 根据图像分布的灰度直方图的特

征 在分色时先把直方图中像素灰度取值的范围进

行分段 再按每段中频率大小选出保留的灰度 利用

分段间距和各段频率值设定阈值 ∀这种聚类分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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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动分色后的图像

法可以通过改变阈值 来判定分色后作为类中心的

灰度总数 这样可以形成多种分色方案 对它们分色

的效果进行比较 从而选择一个较好的作为最终的

方案 ∀

图 4  采用聚类分色后的图像

采用聚类分色后的图像图  由于选作类中

心灰度值分布范围广 而其它灰度仅在本段灰度值

中作归并 这样聚类后图像中像素灰度的差异就小 

图 效果明显优于图  而与图 原稿图像接近 ∀

4  黑白像景织物图像失真度指标

在原样稿灰度化图像的直方图中 设 Ξι 和φι 分

别表示第 ι种灰度值和它相应的频率 Ξϕ为分色后

各类中心的灰度值 Ξιϕ为第 ι种灰度分色后归并到

第ϕ种灰度类中心 分色后图像灰度失真度为 

Σ  Ε
ν

ι  

Ξιϕ  Ξϕ # φι

ι    , ν ϕ    , µ µ  ν 

  ν为原稿图像的灰度总数 ν 的最大为  µ

为分色后灰度种数 ∀显然 Σ值越大表明分色后灰

度失真度就越大 ∀使用自动分色后图 的灰度失真

值为 1 使用聚类分色后图 的灰度失真值为

1 ∀所以 原样稿灰度图像经过聚类分色后的灰

度失真度较小 它与图像的实际分色效果相一致 ∀

5  结  语
聚类分色方法与传统自动分色方法是两种不同

的处理灰度直方图的方法 比较而言 聚类分色方法

具有以下优点 

1由于利用聚类分析原理 分色后图像灰度范

围较广 能构成明暗的影光层次 阈值可灵活选取 

能产生多个分色方法以供选择 ∀而传统自动分色方

法 不管何种黑白图像 采取同一的按频率大小处

理 方案单一 分色后图像的影光层次则不分明 ∀

1灰度失真度指标能反映分色后黑白像景图

像的失真度 聚类分析分色方法具有比传统自动分

色方法较小的失真度 ∀

由此可见 在黑白像景织物的开发研究中 聚类

分色方法在织物保持原稿的风格中起到很好的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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