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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古至今人类中还没有发现不同的人具有相同的

指纹，并且同一指的指纹形态和细节特征在一个人的

一生中都保持不变。因此，指纹一直被当作人的身份

鉴定的可靠手段。

随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图像处理

必须具备的条件日益得到满足，数字图像处理在计算

机科学、信息学科、生物科学、医学等领域里得到广泛

的重视和应用。其中，生物识别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影

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取代个人识别码和口令，

生物识别技术不仅可阻止非授权访问，还能防止盗用

’() 卡、蜂窝电话、桌面 *+、工作站以及计算机网络。

生物识别技术可在电话、网络进行金融交易时进行身

份认证，或在办公场所取代现有的钥匙、证件、图章等。

由于指纹具有惟一性、永久性、可采集性等突出优点，

相对于其他身份识别技术而言，自动指纹识别技术是

一种理想的身份确认技术，指纹识别技术是生物识别

技术中使用率较高的新型技术。

#! 指纹图像分割技术

指纹识别的目的主要是确定两枚指纹是否相同，

判断两枚指纹是否一致主要是判断指纹细节特征即纹

线的突然终断点和分叉点是否匹配。目前，绝大多数

的自动指纹识别技术都是通过对脊线和谷线的细节特

征点的提取来实现指纹匹配和认证的，这些细节特征

点主要包括两种：脊线端点（,-./0 01.-1/）和脊线分叉

点（,-./0 -234567-81）。在自动指纹识别系统中，输入的

指纹图像要经过大量的处理步骤，如图像增强、滤波去

噪、二值化、细化和特征提取等，最后得到指纹的细节

持征。指纹图像分割的目的就是要将有效的指纹区域

（ 即前景区）同背景区域以及质量很差、在后续处理中

很难恢复的模糊区域分离开来，使后续处理能够集中

于有效指纹区域，以避免在噪声和背景区域中提取持

征，提高特征提取的准确性，同时节省处理时间，从而

提高整个系统性能。因而图像分割是指纹图像预处理

的重要内容，通常位于指纹预处理的前端，是指纹图像

预处理过程的首要部分。

!" # 基于单一特征的指纹图像分割方法

目前大多数指纹识别仪中较常用的指纹图像的分

割方法基本上是结合指纹图像的某个单一特征的，有

的是基于图像的灰度方差的，有的是基于图像的方向

信息的，有的是基于图像的灰度均值的等。指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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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一特征如指纹的纹理方向、指纹的灰度值等，与指

纹图像的质量有密切关系，不同质量的指纹，它的单一

特征的效果表现各不相同。

!" #" # 基于灰度方差的指纹图象分割

一幅指纹图像通常是由前景区域和背景区域组

成。前景区域由指纹脊线和谷线组成，一般来说，前

景区域中指纹脊和谷的灰度差是较大的，因而其灰度

统计特性中局部灰度方差是很大的，而对于指纹背景

区域，局部灰度方差是很小的。基于这一特性，可利用

图像的局部方差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割，这种方法可称

为局部灰度方差分割法。实验表明，对于质量较好的

高对比度图像这种分割效果较好，但对于低对比度或

噪声图像，由于不能检测出图像中的噪声区域，因此其

分割效果不够理想。

!" #" ! 基于方向信息的指纹图象分割

指纹图像是由局部平行的脊线和谷线构成的一种

方向模式，方向信息是指纹图像的重要信息之一，因此

利用方向图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割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指纹方向图中对应于前景、背景区域的块级直方图为

区域分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这种分割方法称作方向

图分割法。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某一区域的方向直方

图中存在峰值，则表明该区域为前景区域，因为前景区

中脊线和谷线有着相同的方向，使得方向直方图在这

一方向上会产生明显峰值；而背景区域中各个方向出

现的概率几乎相等，因而其方向图中无明显峰值出现。

方向图法能去掉图像中绝大部分背景信息，且能

检测出图像中噪声严重的区域，并将其从图像中分离

出来。它不仅适合于质量较好的图像，而且适合于低

对比度图像和噪声图像。但是该方法的前提是图像中

的方向信息能准确的提取出来，而当指纹图像不够清

晰时方向图法可能就会无效。

!" #" $ 基于角部灰度均值的指纹图像分割

图像分割的关键是阈值的确定，在对实际应用的

指纹采集中研究发现，手指与指纹传感器未接触区多

在传感器的四个角落，因此可以用这四个角落的灰度

均值作为分割背景和前景的阈值。基于四个角部均值

进行分割的算法是采用四个角部的灰度均值作为阈值

进行分割得到分割模板，并使用简单的像素统计对分

割模板进行处理，因此处理速度很快。

基于图像灰度方差的图像分割方法不适合于低对

比度或增强后的图像，而基于方向信息的指纹图象分

割方法的分割效果依赖于所求点方向图及块方向图的

可靠性，对图像对比度的高低并不敏感。但是对于纹

线不连续、单一灰度等方向难以正确估计的区域以及

奇异点（核心点和三角点）附近方向变化剧烈的区域，

基于方向图的指纹分割往往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而基于角部灰度均值的指纹图像分割虽然处理速

度很快但分割不够全面。

总之，目前常用于指纹分割的指纹的单一特征各

有利弊，采用单一特征的指纹分割难以达到理想的分

割效果，要提高分割精度与效果，必须将指纹的多种特

征结合起来使用。本文采用一种结合方向分割与方差

分割的改进算法，即采用一种基于方向图和灰度值的

复合特征的分割方法，来实现指纹图像有效区域与背

景区域和模糊区域的分割。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指纹

图像特有的方向性和灰度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

单一灰度区域的分割效果，从而提高了分割的精确度。

!" ! 基于指纹多特征的图像复合分割方法

复合分割方法将方向图法和灰度法两种分割方法

合理结合起来，该算法充分利用了指纹图像特有的方

向性和灰度特性，克服了两种方法所存在的缺点，能准

确地将背景区域从指纹图像中分离出来，从而提高了

分割的精确度。假设图像的大小为 % & ’，则该方法

实施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将输入的指纹图像划分为互不重叠的大

小为 ( &( 的子块，然后分别按公式（#）和（!）计算每

一图像子块的灰度均值和方差。

!（"，#）$ 2
% & %*

%

’ $ 2
*

%

( $ 2
)（ (，’）

" $ 2，* * * ，!，# $ 2，* * * ，+ （2）

,（"，#）$ 2
% & %*

%

’ $ 2
*

%

( $ 2
［)（ (，’）- !（"，#）］3

" $ 2，* * * ，!，# $ 2，* * * ，+ （3）

此处 )（ *，+）是子块 %（,，-）中第 * 行第 + 列的图像

元素的灰度值，%、’ 由图像大小及 ( 的取值决定。

（!）设 . 和 / 分别是一幅指纹图像经过方向图法

和角部灰度均值法分割后得到的图像，0 是用复合分

割方法得到的分割图像，则有：

.（"，#）$
/（"，#）1 当 ,（"，#）0 12 时

2（"，#）1{ 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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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为图像子块 $（ "，#）的角部灰度方

差值，%& 为方差阈值。当灰度方差值小于阈值 %& 时，

则采用步骤（’）中所述的基于角部灰度均值的方法进

行图像分割，其它情况则采用步骤（(）中所述的基于

方向图的方法进行分割。

（’）基于角部灰度均值的分割具体步骤：

将图像分为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四个

方向并分别求其灰度均值，公 式 如（(）（)）（*）（+）

所示：

!"# $ 2
%& ’ %&*

%&

( $ 2
*
%&

) $ 2
*（ )，(） （3）

!+# $ 2
%& ’ %& *

!

( $ !,%&-2
1 *

%&

) $ 2
*（ )，(） （4）

!"" $ 2
%& ’ %&*

%&

( $ 2
*

.

) $ .,%&-2
*（ )，(） （5）

!+" $ 2
%& ’ %& *

!

( $ !,%&-&) $ .,%&-2
1 1 *

%&

*（ )，(） （6）

/ $
!"# - !+# - !"" - !+"

3 （7）

0（ )，(）$
81 *（ )，(）9 /
21 *（ )，(）{ 1 /

（9）

其中：,& -,& 为角部的大小，./0、.10、.//、.1/分

别为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的灰度均值，%
表示这四个角落的灰度均值，2（ 3，4）为得到的分割模

板，其值为 5 和 &。由于噪声的存在以及指纹区域中部

分谷线的灰度值较大，因此，在背景区会出现个别的亮

点，前景区会出现细黑条。针对这种现象，我们采用

统计分割模板中象素值的方法去掉这些亮点。首先把

分割模板分成互不重叠的小块 , - ,，分割模板中象

素值取 5 或 &，计算每小块象素之和。如果该小块内

的象素值之和大于设定阈值 %，则认为该块为前景区，

在分割模板内将该块的象素值全部设为 &，然后依据分

割模板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割。

（(）基于方向图的分割的具体步骤：

! 计算指纹点方向图，再分别对指纹图像中每一

个像素点进行处理，便可得到指纹的点方向图 6（ 7，

8）。

" 将计算出的指纹点方向图 9（ 7，8）划分为互不

重叠的 , -, 的子块。

# 计算每一子块的方向直方图。

$ 按下列规则对指纹图像进行分割：

! 如果方向直方图峰值超过某一阈值 %:，则该区

域定为前景区；

! 如果方向直方图中峰值差值即最大值与最小

值之差小于某一阈值 %’，则该区域定为背景区，相应

的子块区域被割除，并在以后的处理中不再考虑；

! 如果方向直方图的方差大于某一阈值 %(，则该

区域定为前景区，否则，该区域定为背景区。

由于方向图法的总体特性较好，复合分割方法主

要依赖于方向图法。只有当图像中方向信息不能准确

提取时，才采用角部灰度均值法进行分割。该复合算

法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指纹图像特有的方向性和灰度

特性，能准确地将背景区域从指纹图像中分离出来，从

而提高分割的精确度。

’; 实验结果分析

下图分别为用方向图法、方差法、角部灰度均值法

和本文提出的新的复合法对指纹图像进行图像分割后

的不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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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发现，方向图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

有效，但当图像中方向信息不能准确提取时，则会失去

作用；灰度方差法对于高对比度图像有较好的效果，但

对于低对比度或增强后的图像则不适用；角部灰度均

值法分割较为准确，而且处理速度很快。复合法结合

了方向图和角部灰度均值两种方法的优点，可以快速

有效地对指纹图像分割，与人的视觉分割要求接近，具

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分割正确率。

#"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方向图和角部灰度均

值的复合分割方法。本算法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指

纹图像特有的方向性和灰度特性，对于方向图法和

方差方法单独应用时无效的情况都适用，能准确地

将背景区域从指纹图像中分离出来，从而提高了分

割的精确度。实验结果表明，本算法 分 割 图 像 较 为

彻底全面，为指纹的进一步识别提供条件，具有较强

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012

2 Z[x32^23ij>C56ij\*Z_@o

p3RSQT>4556-22.>72 8 743

4 \o]>Z^_301:A(2^34y[*Z3H

‘abSWW$>4556>49-9.#45: 8 4253

; kk3012^34y[NZ3 )*2ij1oU

A&>45593

9 cd>wU\p3 |<JB<e3*R(2^34

y[NZ3)*2I=>

))))))))))))))))))))))

45593

-678 ;7 9.

1 <(#=%-&"")>(? -@ 0’" 4555 ABC 8 D<ECF* <(0"%($G

0>-($, H-%I#’-. *$0$ C>(>(? $() J(-K,")?" *>#&-+"%G

L-*CJ*M55.3 *$,,$#>45553 22 8 453

; N$I>>O#>$-3 BOA!C# A( "@@>&>"(0 $,?-%>0’/ @-%

&,-#") >0"/#"0 />(>(?3 <(#=%-&"")>(? -@ 0’" 4554 D<G

AC <(0"%($0>-($, B-(@"%"(&" -( *$0$ C>(>(?- D*C M

54.3 A%,>(?0-(>45543 97: 8 9:;3

9 P H$(?>P O$(>P =">3 BQFDRS T#D"$%&’>(? @-% 0’"

U"#0 #0%$0"?>"# @-% />(>(? @%"VW"(0 &,-#") <0"/#"0#3 <(#

=%-&"")>(? -@ 0’" 455; ABC D<EJ** <(0"%($0>-($,

B-(@"%"(&" -( J(-K,")?" *>#&-+"%L $() *$0$ C>(>(?

-J**M5;.3 H$#’>(?0-(>455;3 4;6 8 4973

7 H$(? P>O$( P>QW X>SY+"0I-+ =3 SZ=#A( R@@>&>"(0

A,?-%>0’/ @-% C>(>(? S-. 8 J Z%"VW"(0 B,-#") <0"/G

#"0#3 <RRR S%$(# J(-K, *$0$ R(?>4557>2:-7.#674

8 6693

6 f72>gWh>ijk3 lm}}no?PhN

Zp*Z3)*2W$>4555>4;-4.#426 8 4453

!"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455[ 年 第 2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