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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摄像机弱透视模型，对采集的标定靶图像进行处理，获取 ４８个靶点质心的像素坐标，利用 ＤＬＴ

的最小二乘法获取摄像机隐参数矩阵。室内土槽的有序杂草和无序杂草定位试验表明，利用建立的摄像机隐参数

矩阵，有序杂草和无序杂草的质心定位误差分别为 １９２ｍｍ和 ２２８ｍｍ，可以满足除草剂精确喷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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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为解决田间杂草的危害和除草剂大量喷洒带来

的环境污染，迫切需要研究杂草识别和智能化喷施

技术，实现除草剂的精确喷施
［１］
。利用机器视觉技

术实现田间杂草的自动识别和定位是目前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课题
［２～１０］

。

为了利于实时作业，研究具有合适精度要求的

简便杂草定位方法，是精准控制田间杂草的需要。

本文考虑到田间地形的高低起伏相对摄像机安装高

度变化很小，采用摄像机弱透视模型，利用 ＤＬＴ（直
接线性变换法）的最小二乘标定方法进行田间杂草

的定位精度分析与试验研究。

１　摄像机隐参数矩阵

１１　隐参数矩阵
摄像机模型是光学成像几何关系的简化。针孔

模型是最基本的模型，如果将物体上各点的深度用

一固定的深度值近似，一般取为物体质心的深度，针

孔透视就成为弱透视。考虑到相对摄像机安装高

度，田间地形的高低起伏变化很小，本文采用摄像机

弱透视模型。

摄像机标定需要已知一组参考点的像素坐标和

对应的世界坐标，从而确定两种坐标系间存在的转



换关系。用世界坐标系表示的 Ｐ点坐标（ＸＷ，ＹＷ，
ＺＷ）与其用像素坐标系表示的 ｐ点坐标（ｕ，ｖ）的关

系为
［１１］

ｓ［ｕ　ｖ　１］Ｔ＝
Ｍ［ＸＷ　ＹＷ　ＺＷ　１］

Ｔ
（１）

其中 Ｍ＝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











３４

式中　ｓ———齐次比例系数
Ｍ———透视成像变换矩阵

矩阵 Ｍ确定了空间点坐标与其像素坐标的关
系，即矩阵 Ｍ本身就代表摄像机参数，也称为摄像
机隐参数矩阵

［１１］
。

１２　隐参数矩阵求解

指定矩阵 Ｍ中的 ｃ３４＝１
［８］
。由式（１）可得

ｓ
ｕ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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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去齐次系数 ｓ就可得
ｕ＝（ｃ１１－ｃ３１ｕ）ＸＷ＋（ｃ１２－ｃ３２ｕ）ＹＷ＋

　　（ｃ１３－ｃ３３ｕ）ＺＷ＋ｃ１４
ｖ＝（ｃ２１－ｃ３１ｖ）ＸＷ＋（ｃ２２－ｃ３２ｖ）ＹＷ＋

　　（ｃ２３－ｃ３３ｕ）ＺＷ＋ｃ













２４

（３）

对式（３）进一步整理，可得
ＡＣ＝Ｂ （４）

其中 Ａ＝
ＸＷ ＹＷ ＺＷ １ ０ ０ ０ ０ －ＸＷｕ －ＹＷｕ －ＺＷｕ

０ ０ ０ ０ ＸＷ ＹＷ ＺＷ １ －ＸＷｖ －ＹＷｖ －ＺＷ[ ]ｖ
Ｃ＝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３１ ｃ３２ ｃ[ ]３３
Ｔ

Ｂ＝［ｕ　ｖ］Ｔ

式（４）只有 １１个未知数，但实际方程有 １２个
或者更多，可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

２　图像标定试验

２１　靶点图像获取
试验中，将世界坐标系 ＯＸＹＺ的原点 Ｏ定义在

相机光心处，Ｘ轴方向水平向右，Ｙ轴方向竖直向
外，Ｚ轴垂直于标定靶向下，如图 １所示。标定靶上
靶点直径４０ｍｍ，水平间距８０ｍｍ，垂直间距７５ｍｍ。
根据靶点在标定靶上均匀分布的特点，就可提取所

有圆控制点的世界坐标值，Ｚ值始终为 ７５５ｍｍ，即
为摄像机的安装高度。

图 １　标定试验系统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靶点图像处理

为了便于后期的图像处理，将 ＲＧＢ彩色图像进

行必要的剪切，并记录剪切图像左上角和右下角的

位置，从而确定子图像在原图像的位置，如图 ２所

示。将 ＲＧＢ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并对该图像

使用最大类间方差法进行图像分割，得到靶点的二

值图像，如图３所示。

图 ２　剪切图像

Ｆｉｇ．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图 ３　二值图像

Ｆｉｇ．３　Ｂｉｎａｒｙｉｍａｇｅ
　

２３　靶点坐标提取

根据质心公式，利用整个靶点的坐标计算得到

靶点在子图像中的质心坐标（图 ４），再根据记录的

子图像在原图像中的位置，将该坐标转换到原图像

中，最后得到质心坐标如图５所示。

图 ４　子图像靶点检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ｂｉｍａｇｅ
　
按照上述方法，在原图像中可提取４８个质心的

像素坐标，并与其世界坐标相对应。利用最小二乘

法
［８］
，将４８个靶点质心的像素坐标及其对应的世界

坐标代入式（４）进行迭代求解，可获取摄像机隐参

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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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原图像靶点检测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Ｍ＝
０９４９０ ００２１０ ０ ３３２３６９０
－００１８４ ０９７５０ ０ ２６８３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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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３　定位精度获取

采用特征点的实际测量值和模型计算值之间的

欧氏距离作为视觉定位精度 Ｅ，则有

Ｅ＝∑
ｎ

ｉ＝１
（Ｘｉ－ｘｉ）

２＋（Ｙｉ－ｙｉ）槡
２／ｎ

（ｉ＝１，２，３，…，ｎ）
其中，实际测量值的坐标为（Ｘｉ，Ｙｉ），模型计算值的
坐标为（ｘｉ，ｙｉ）。
３１　靶点定位精度获取

利用隐参数矩阵，由靶点质心像素坐标，可得靶

点质心世界坐标模型计算值，确定视觉定位精度

Ｅ０＝∑
４８

ｉ＝１
（Ｘｉ－ｘｉ）

２＋（Ｙｉ－ｙｉ）槡
２／４８＝１５ｍｍ

３２　有序杂草定位精度获取
采集田间的有序杂草图像，并记录各个杂草分

生组织处的实际测量值。对采集的有序杂草彩色图

像（图６）依次进行图像分割、边缘平滑和轮廓跟踪

图 ６　有序杂草彩色图像

Ｆｉｇ．６　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ｅｄｓ
　
等处理，得到各个绿色杂草区域的轮廓坐标，并利用

各个绿色杂草区域的轮廓坐标计算出其质心坐标。

其中，“＋”表示该杂草区域的质心位置，如图 ７所
示。

提取各个有序杂草区域质心的像素坐标，利用

图 ７　有序杂草图像的质心提取

Ｆｉｇ．７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ｉｍａｇｅｏｆ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ｅｄｓ
　

隐参数矩阵，可得出有序杂草区域质心的世界坐标

模型计算值，如表１所示。
由此，可确定有序杂草的视觉定位精度

Ｅ１＝∑
６

ｉ＝１
（Ｘｉ－ｘｉ）

２＋（Ｙｉ－ｙｉ）槡
２／６＝１９２ｍｍ

表 １　有序杂草区域质心的位置信息

Ｔａｂ．１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ｄｅｒｗｅｅｄｓ

序号

杂草区域质心的

像素坐标

ｕ ｖ

杂草区域质心的

世界坐标模型

计算值／ｍｍ

杂草区域质心的

世界坐标实际

测量值／ｍｍ

１ １９５８ ２７３４ （－１４２８，４１） （－１５０，０）

２ １９９２ １２２１ （－１３７１，－１５２６） （－１５０，－１５０）

３ ２０６１ ４２１８ （－１３４１，１５９８） （－１５０，１５０）

４ ４９９９ ２５３０ （１７３０，－１４３） （１５０，０）

５ ４９２４ １０６０ （１６５７，－１６４７） （１５０，－１５０）

６ ５０３７ ４０９９ （１７６６，１４８０） （１５０，１５０）

３３　无序杂草定位精度获取
采取有序杂草图像的处理方法，对无序杂草彩

色图像（图 ８）进行处理得到其质心坐标，如图 ９所
示。

图 ８　无序杂草彩色图像

Ｆｉｇ．８　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ｅｄｓ
　

同理，又可得出无序杂草区域质心的世界坐标

模型计算值，如表２所示。
由此，可确定无序杂草的视觉定位精度

Ｅ２＝∑
６

ｉ＝１
（Ｘｉ－ｘｉ）

２＋（Ｙｉ－ｙｉ）槡
２／６＝２２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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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无序杂草图像的质心提取

Ｆｉｇ．９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ｍａｇｅ

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ｅｄｓ
　

表 ２　无序杂草区域质心的位置信息

Ｔａｂ．２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ｅｄｓ

序号

杂草区域质心的

像素坐标

ｕ ｖ

杂草区域质心的

世界坐标模型

计算值／ｍｍ

杂草区域质心的

世界坐标实际

测量值／ｍｍ

１ １７２４ ２５０６ （－１６７０，－１９９） （－１７６，－２６）

２ ２８０９ ３８８１ （－５４９，１２４５） （－６４，１１０）

３ ２７３４ １６０６ （－６０２，－１１１９） （－８７，－１１８）

４ ４３８５ １２１７ （１１０５，－１４９６） （８０，－１５８）

５ ４６３９ ３５７６ （１３５６，９３５） （１１０，９３）

６ ５７８７ ２８４７ （２５３５，１８９） （２３０，２３）

３４　定位精度分析
靶点定位精度为１５ｍｍ，完全满足田间喷施除

草剂的要求。因此，采用的摄像机标定方法是可行

的。而在实际的杂草定位中，其精度为 ２０ｍｍ左
右。两者出现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靶点规则且

　　

规律分布，实际位置获取准确，容易获得较高的标定

精度。实际应用模型时，由于杂草叶片不规则，外形

复杂，导致人工准确测量杂草区域的质心实际位置

比较困难。杂草排列的世界坐标实际测量值以每株

杂草的分生组织处近似替代其质心位置，而杂草位

置的模型计算值为该区域的质心，致使杂草区域质

心的模型计算值产生测量误差，误差的产生与摄像

机标定方法无关。有序杂草定位精度高于无序杂草

定位精度的原因在于有序排列的杂草位置便于测

量，实际测量值比无序时的测量精度高。另外，摄像

机弱透视模型将物体上各点的深度用一固定的深度

值近似，但实际上地表不同程度的起伏，各个位置的

杂草在摄像机光轴方向的深度并不一致，而模型计

算时均采用摄像机安装高度为固定深度值，这也导

致计算误差。

由于除草剂从喷头喷出后按一规则形状均匀分

布，在 ２３ｍｍ的误差范围内，除草剂同样可喷施到
杂草的分生组织处，能满足除草剂精确喷施的要求。

４　结束语

采用摄像机弱透视模型，能够适应田间地形的

高低起伏的实际变化，利用 ＤＬＴ的最小二乘法建立
起的摄像机模型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方法简便。

室内土槽的有序杂草和无序杂草定位试验表明，利

用建立的摄像机隐参数矩阵，有序杂草和无序杂草

的质心定位误差分别为 １９２ｍｍ和 ２２８ｍｍ，可以
满足除草剂精确喷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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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单纯用 Ｒ２值来表征回归方程的近似精度
是不合适的，Ｒ２值接近１只是回归模型具有良好近

似精度的必要条件，回归方程的近似精度需在试验

设计样本之外另取检测样本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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