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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Ｓ 理论的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研究

杨　 霞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０）

摘　 要： 针对传统图像识别方法在对模糊图像进行识别处理时，存在识别精度低，识别结果与实际存在差异等问题，为了提高

模糊图像的高清识别能力，结合 Ｄ－Ｓ 理论，开展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研究。 在明确 Ｄ－Ｓ 理论的基础上，基于 Ｄ－Ｓ 推理过程

描述模糊图像结构，基于融合行为智能识别图像模糊化特征，实现基于 Ｄ－Ｓ 理论的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设计。 通过对比实

验进一步证明，本文设计的图像智能识别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识别精度明显高于传统图像识别方法，并且针对不同类型的模

糊图像具有更高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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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相关模糊图像识别的研究属于计算机视觉领域

的研究范畴，设计可操作性较强的模糊图像识别方

法，不仅可为遥感卫星、动物医学等行业的建设与发

展提供支撑，同时也可为基层行业提供目标检测识

别。 文献［１］中根据迹变换，利用迹线扫描整幅图

像获取图像特征，采用旋转局部梯度模式特征提取

方法，将图片进行高清化处理。 但是，由于该方法采

用梯度代替像素，在经过图像预处理后，从多尺度多

角度上提取旋转局部梯度模式特征时，图片的后期

处理具有局限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文献［２］利

用高斯拉普拉斯（ＬｏＧ）边缘检测和增强局部相位量

化的方法，对模糊图像进行识别计算，算法虽然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难以做到精确处理图片。 在图像

研究中发现，传统的识别方法在应用中仍存在多种

显著性问题。 其中包括：在识别过程中对模糊图像

的处理工作实施不到位、对相似度较高的图像识别

不精准、识别后图像的分辨率与清晰度均显著下降

等等。 因此，本文在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进 Ｄ
－Ｓ 理论，设计一种针对模糊图像的智能识别方法，
用于代替传统识别方法，为社会多个产业的建设与

发展提供优化技术的支撑。

１　 Ｄ－Ｓ 理论

在 Ｄ－Ｓ 理论中，其框架是由两个或以上数量的

基本性伪命题构成。 假定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完备

的数据信息集合，则可认为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是

具备确切答案的。 但在提出的伪命题中，只能存在

唯一一个真命题为答案。 Ｄ－Ｓ 理论框架内的子集

称之为“命题”，在对不同命题进行组织分配的过程

中，基本概率称之为 ＢＰＡ（也可称为 ｍＡ 函数）。 此

函数属于一种反映联合信息的随机概率函数，在命

题的概率区间内，［Ｐ ｜ （Ａ）］表示为正确区间或证据

区间。 其中，Ａ 表示为拟定区间，在区间范围内的信

息，便可被认定为真实信息。



２　 基于Ｄ－Ｓ理论的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设计

２．１　 基于 Ｄ－Ｓ 推理过程描述模糊图像结构

为了满足对模糊图像的精准识别需求，结合 Ｄ－
Ｓ 理论中的 Ｄ－Ｓ 推理过程，对识别的模糊图像结构

进行描述。 在此过程中，应先明确不同模糊图像之

间均存在一定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在 Ｄ－Ｓ 推理过程

中可被认定为具备规律，提出的规律也可称之为似

然函数关系［３］。
在模糊图像进行推理的过程中，其中知识内容

均存在一种包含或属于的关系，而此种关系也可用

正交函数或相关函数的方式表达［４］。 因此，在掌握

模糊图像结构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对模糊图像进

行持续地转化处理，才能满足对其的有效识别。
２．２　 基于融合行为智能识别图像模糊化特征

在掌握模糊图像结构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实

现对模糊图像的智能识别，采用对多结构图像进行

融合处理的方式［５］，挖掘或寻找图像的特征点，并
结合专家系统的应用，对融合的特征进行识别；删除

模糊图像中存在的冗余数据，对图像进行持续优化

处理，以此确保识别图像对象具备一致性特征。
对模糊图像进行融合处理，并提取其中互补信

息，判断信息的来源途径，是否为同一终端传感器；
在完成对传感器属性的识别后，判别互补信息的属

性结果。
将特征提取过程中的信息量，进行模糊化处

理［６－７］，处理过程中数据信息的分布应当满足高斯

规律分布，如公式（１）。

ｕ（ｘ） ＝ ｅ
ｘ－μ( ) ２

２σ２ ， （１）
　 　 其中： ｘ表示结构特征； ｕ表示模糊图像结构； μ
表示高斯分布规律［８］； σ 表示数据处理行为。

在完成对特征的获取后，结合特征值，对模糊图像

特征采用隶属函数［９－１０］的方式进行表达，如公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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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计算结果，输出最终数值，即可作为模糊

图像的特征值，以此完成对模糊图像的智能化识别。

３　 对比实验

本文通过上述论述，完成了对基于 Ｄ－Ｓ 理论的

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的理论设计。 为进一步实现

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验证，选择模糊图像集作

为实验对象，分别利用本文提出的基于 Ｄ－Ｓ 理论的

模糊图像智能识别方法与传统识别方法，对图像进行

识别，以此完成对两种识别方法的应用效果对比。
为实现对最终实验结果的定量，本文引入识别

率 ＲＲ 准则作为标准，对两种识别方法的正确识别

率进行计算：

γ ＝ Ｋ＇
Ｋ
． （３）

式中， γ 表示为 ＲＲ 准则下的正确识别率； Ｋ＇ 表示

为传统识别方法或本文和别方法准确识别模糊图像

样本个数； Ｋ 表示为实验过程中需要进行识别的模

糊图像样本总数。
在实验过程中，选择 １００ 组模糊图像，其中包含

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图像信息。 为确保两种识别方法

在应用过程中，除图像信息类型存在差异以外，其余

条件保持不变。 实验中，将模糊图像的分辨率设置

为 １２５×８５，灰度设置为 ２５６ 级。 完成实验后，将所

有模糊图像的识别结果进行记录，并计算其 ＲＲ 准

则下的正确识别率 γ ，并求解出平均 γ 值，其实验结

果见表 １。
表 １　 两种识别方法实验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组别 本文方法平均 γ 值 传统方法平均 γ 值

第一组 ０．９６５ ０．６２５

第二组 ０．９８２ ０．６３５

第三组 ０．９７２ ０．５２６

第四组 ０．９６５ ０．５８４

第五组 ０．９８４ ０．５９８

　 　 由表 １ 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平均 γ 值明显

高于传统方法的平均 γ 值。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设

置平均 γ 值最高为 １．０００。 根据公式（３）得出的 γ
值，若 γ 值的数值越高，则表示本文图像识别方法或

传统图像识别方法的精度越高，识别结果越满足预

期需要。 反之，若 γ 值的数值越低，则表示本文图像

识别方法或传统图像识别方法的精度越低，识别结

果越无法满足预期需要。 基于这一规律，并结合表

１ 中的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识别方

法，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实现对模糊图像的高精度识

别。 同时，本文在设计图像识别方法时，引入了 Ｄ－Ｓ
理论，针对模糊图像进行识别时，能够对不同类型的

图像给出对应的识别推理方式，进一步实现了对模

糊图像的高精度识别需要。 测试图像识别精度，对
比结果如图 １ 所示。 （下转第 １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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