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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子遗传模糊神经网络的苹果果实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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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田间苹果采摘机器人视觉系统中彩色图像边界像素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影响苹果果实识别精度和速度

问题，提出了一种将量子遗传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和模糊推理神经网络的自适应性相结合的算法来识别苹果果

实。利用量子遗传算法对模糊神经网络的可调整参数初始值进行了全局优化，加快了网络学习速度，避免了传统

ＢＰ误差反向传播学习算法易陷入局部极小值、迭代次数多等弊端。实验表明：该识别模型高速且稳定，鲁棒性好，

对于果实本身颜色不均匀样本正确识别率为 １００％，对自然光照引起颜色不均匀样本正确识别率为 ９６８６％，对邻

接图像正确识别率为 ９４２９％，对重叠图像正确识别率为 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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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目前国内苹果田间收获作业较大程度靠人工采

摘完成，其作业劳动强度大、消耗时间长、效率低，且

具有一定危险性。随着苹果大面积的种植，研究准

确高效的苹果采摘机器人意义重大。采摘机器视觉

技术是机器人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能否快速地识

别出苹果果实，直接影响苹果采摘机器人的实时性

和可靠性。采摘机器人
［１～３］

作为农业机器人的重要

类型，已经在草莓
［４］
、蘑菇

［５］
、西红柿

［６］
等植株较矮



的果蔬作物采摘作业中有所突破，而在复杂背景的

自然光下快速高效地识别出植株较高的苹果果实仍

然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现有苹果果实识别算法
［７～１０］

存在精度较差、识

别速度较低的弊端，为进一步提高苹果采摘机器人

识别果实的速度，满足田间采摘作业实时性的要求，

还需进一步优化识别方法。

针对苹果果实与果树等复杂背景颜色特征之间

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不能采用精确、定量的符号对

其进行描述、妨碍采摘机器人视觉系统对目标果实

进行正确识别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量子遗传模糊

神经网络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ＱＧＡ ＦＮＮ）苹果果实识别模型。通过量子遗传算
法计算正则模糊神经网络（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ＮＮ）参数初始值，避免传统梯度学习算法容易陷入
局部极小值

［１１］
和遗传算法局部搜索能力不理想、进

化缓慢的缺点
［１２］
，用以在实际应用中确定最优网络

参数，进而加快训练过程。

１　苹果图像获取与颜色空间选择

１１　苹果图像获取
在北京市昌平区香堂村中国农业大学苹果采摘

机器人实验基地实施苹果图像采集过程。为确保图

像的真实性和普适性，所有拍摄均在自然光条件下

完成。曝光时间设定为 ０００１ｓ，光圈值为 Ｆ８０；为
保证苹果图像在不同光照下的颜色恒常性，每次拍

摄时设定相机自动白平衡功能，苹果图像采集现场

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苹果图像采集现场

Ｆｉｇ．１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
　

１２　颜色空间选择
在视觉系统中，人类肉眼颜色分辨率约为４０级

灰度，而机器视觉可达２５６级灰度，远高于人眼辨别
能力，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肉眼无法识别的特征。目

前已有 ＲＧＢ、ＨＳＩ、ＬＡＢ等多种颜色空间，其中 ＨＳＩ
颜色空间与人眼感觉颜色的原理较为相似，符合人

的视觉规律。因此，本研究颜色特征提取和表示在

ＨＳＩ颜色空间中进行。
采集图像中包括前景图像和背景图像，前景图

像即苹果果实图像，是待留存图像；背景图像包括树

枝、树叶、果柄等，是待去除图像；由于将颜色特征作

为辨别图像像素的归属指标，因此二者颜色类别分

别称为有效色与无效色。为便于处理，在图像中切

割出１４幅１０像素 ×１０像素的正方形图像，作为模
型样本集合，如图２所示。

图 ２　样本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
（ａ）有效色图像　（ｂ）无效色图像

　
在 ＨＳＩ颜色空间中，集合图 ２模型样本图像的

全部像素点，采用文献［１３］的方法实现从 ＲＧＢ颜
色空间到 ＨＳＩ颜色空间的转换。表１中列出了各点
在 ＲＧＢ颜色空间与 ＨＳＩ颜色空间下的像素值，并以
ＨＳＩ颜色分量作为网络的输入。

表 １　颜色特征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ｌｏｒ

序号
ＲＧＢ颜色空间 ＨＳＩ颜色空间

Ｒ Ｇ Ｂ Ｈ Ｓ Ｉ

归属

类别

１ ２５２ １４５ １５３ ３５６ ９５ ７８ 有效色

２ ８９ ８９ ９７ １０５ ４ ３６ 无效色

３ ２５５ １６６ １７３ ３５５ １００ ８３ 有效色

４ ６４ ６７ ７４ ２２ ７ ２７ 无效色

５ １１３ ５３ ６５ ３４８ ３６ ３３ 有效色

       

１３　苹果果实识别方法
量子遗传模糊神经网络苹果果实识别模型是采

用量子遗传算法优化模糊神经网络模型，能够很好

地保留苹果图像边界信息，有效地实现苹果果实识

别。首先，采集自然环境下的苹果果实图像，并将图

像转换到 ＨＳＩ颜色空间；然后，建立５层正则化模糊
神经网络模型用于苹果果实识别；采用量子遗传算

法改进模糊神经网络模型，实现全局搜索能力和局

部细化能力的结合，提高网络性能；最后，确定网络

参数，结合数学形态学运算，实现苹果果实识别。

２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２１　正则化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模糊推理能够表达模糊性事务
［１４］
，但是缺乏学

习能力，神经网络能够自适应学习，但不能够表达模

糊知识，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模糊神经网络，

用于生长环境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苹果果

实图像分割，可望得到更好的分割效果。依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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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１５］的正则模糊神经网络构造方法，将多个正则
模糊神经元有机地连接，建立苹果果实识别模糊神

经网络模型。网络采用 ５层拓扑结构，即：输入层、
模糊化层、正则化层、规则层和反模糊化输出层。

在网络结构中，模糊化层的隶属度函数参数，规

则层与反模糊化输出层的连接系数为可调参数。令

输入向量 ｘ＝［ｘ１　ｘ２　…　ｘｎ］
Ｔ
，Ｏ（ｋ）（ｋ＝１，２，３，

４，５）表示第 ｋ层的输出，各层功能如下：
第１层：输入层。它将输入的各分量 ｘｉ与模糊

化层的对应节点连接，并直接传送到网络。

Ｏ（１）ｉ ＝ｘｉ　（ｉ＝１，２，…，ｎ） （１）
第２层：模糊化层。将输入层输入向量进行模

糊化处理，利用隶属度函数计算输入遍历隶属于模

糊集的隶属度，第１层第 ｉ个输出模糊划分的第 ｊ级
隶属度计算公式为

Ｏ（２）ｉｊ (＝ｅｘｐ －
（ｘｉ－ｃｉｊ）

２

σ２ )
ｉｊ

（２）

式中　ｃｉｊ、σｉｊ———ｘｉ模糊划分的第 ｊ级隶属函数的
中心、宽度

第３层：正则化层。将第 ｉ个变量通过第 ２层
后的第 ｊ个输出的模糊隶属度，在 ｍｉ等级划分条件
下正则化操作，其公式为

Ｏ（３）ｉｊ ＝
Ｏ（２）ｉｊ

∑
ｍｉ

ｊ＝１
Ｏ（２）ｉｊ

（３）

式中　ｍｉ———第 ｉ个变量的等级划分数目
第４层：规则层。网络正则化节点与输出节点

传递规则可利用笛卡尔积形式来表示为

Ｒ１Ｒ２…Ｒｎ＝
｛Ｏ（３）１ ，Ｏ

（３）
２ ，…，Ｏ

（３）
ｎ ｜Ｏ

（３）
ｉ ∈Ｒｉ，ｉ＝１，２，…，ｎ｝

式中　Ｒｉ———第 ｉ变量产生的隶属度集合
集合中向量的构成元素表示连接到相同节点的

正则化层输出，因此第 ｋ个节点的输入为

Ｏ（４）ｋ ＝∏
ｎ

ｉ＝１
Ｏ（３）ｉ （４）

第５层：反模糊化输出层。利用中心平均反模
糊化操作计算网络输出，第 ｍ个节点输出表示为

Ｏ（５）ｍ ＝∑
Ｋ

ｋ＝１
ｂｋｍＯ

（４）
ｋ （５）

式中　Ｋ———规则层节点数
ｂｋｍ———第 ｋ个规则层节点与第 ｍ个反模糊

化输出层节点的连接权值

通过表达各层功能，建立了一种基于正则化模

糊逻辑且参数可调整的模糊神经网络，作为苹果果

实识别模型。

２２　苹果果实识别正则化模糊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与传统 ＢＰ神经网络不同，模糊神经网络的训

练调整的是模糊化中心、宽度方差和规则层至反模

糊化输出层的连接权值
［１６］
，本文采用 ＢＰ误差反向

传播法调整正则化模糊神经网络的参数。

设有 Ｐ个样本，Ｍ个输出节点，则定义网络误
差函数为

Ｅ＝１
２∑

Ｐ

ｐ＝１
∑
Ｍ

ｍ＝１
（Ｄｍ－Ｏｍ）

２
（６）

式中　Ｄｍ———期望输出值
Ｏｍ———网络输出值

则参数 ｃｉｊ、σｉｊ和 ｂｋｍ的调整规则为

Δｃｉｊ（ｔ）＝η
Ｅ
ｃｉｊ
＋αΔｃｉｊ（ｔ－１）

Δσｉｊ（ｔ）＝η
Ｅ
σｉｊ
＋αΔσｉｊ（ｔ－１）

Δｂｋｍ（ｔ）＝η
Ｅ
ｂｋｍ

＋αΔｂｋｍ（ｔ－１













 ）

（７）

式中　η———学习速度　　α———惯性系数

３　模糊神经网络的改进

３１　量子遗传模糊神经网络
采用误差反向传播的 ＢＰ算法调整模糊神经网

络的学习参数，每次修正时由于算法收敛速度慢、容

错能力差，极易陷入局部极小点，因此模糊神经网络

参数学习必须从全局最优解来考虑整个训练过程。

量子遗传算法（Ｑｕａｎｔｕｍ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ＱＧＡ）［１７］

是一种基于量子计算原理的概率优化算法，它以量

子计算理论为基础，引入量子编码和量子门机制，将

染色体的编码用量子比特的几率幅表示，使每条染

色体用以表达多个态的叠加，同时染色体的更新操

作利用量子旋转门等变化实现，在较小的种群规模

下，快速地收敛到全局最优解，但其也存在局部搜索

能力不理想、进化缓慢和早熟的现象。将量子遗传

算法和传统误差反向传播的 ＢＰ算法有机结合，实
现全局搜索能力和局部细化能力的优势互补，完成

网络参数的调整，即可以看作以目标函数为误差函

数 Ｅ的一个极小化过程，优化网络前件的模糊化中
心和宽度方差，及网络后件输出层的连接权值。算

法具体流程如图３所示，其中量子遗传算法编码和
适应度函数的设计是该模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的关

键
［１８～１９］

。

３２　量子遗传算法编码规则
在网络的参数优化算法中，量子遗传算法不能

直接处理问题空间的参数，必须按一定基因结构的

量子染色体编码。在量子计算中，最小的信息单位

用量子比特表示，１个量子比特位的状态可表示为
｜＞＝α｜０＞＋β｜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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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量子遗传算法的网络参数学习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ＱＧ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式中　α、β———量子比特的概率幅
其中 α和 β满足下列条件

｜α｜２＋｜β｜２＝１ （９）

依据文献［２０］方法和式（９）的约束性和学习算
法的高效性，染色体的编码方案为

ｐｉ＝
ｃｏｓｃｉ１
ｓｉｎｃｉ１

ｃｏｓｃｉ２
ｓｉｎｃｉ２

…
ｃｏｓｃｉｊ
ｓｉｎｃｉｊ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１０）

其中 ｃｉｊ＝２πｒ
式中　ｒ———（０，１）间的随机数

ｍ———种群规模　　ｎ———染色体长度
每条染色体 ２个并列的基因表示 ２个不同解，

因此在有限的种群规模下能扩大搜索空间，快速得

到最优解。

３３　适应度函数设计
量子遗传算法将每个个体的适应度作为选取下

一代种群的依据。适应度函数设计方案采用网络输

出目标化和适应度函数相结合。在该算法中，第 ｉ个
个体的评价函数可定义为

ｐ（ｉ）＝ｆ（ｉ）／∑
ｍ

ｉ＝１
ｆ（ｉ） （１１）

其中

ｆ（ｉ）＝１／Ｅ（ｉ）＝１／∑
Ｐ

ｐ＝１
∑
Ｍ

ｍ＝１
（Ｄｍ－Ｏｍ）

２
（１２）

式中　ｆ（ｉ）———个体适应度函数

３４　量子遗传操作规则
依据文献［２０］和文献［２１］，确定本文量子比特

相位旋转门的更新规则为

Ｒ（Δｃ）＝
ｃｏｓΔｃ －ｓｉｎΔｃ
ｓｉｎΔｃ ｃｏｓΔ[ ]ｃ （１３）

式中　Δｃ———旋转门转角
其中，如果 Ｒ＝０，ｓｇｎ（Δｃ）正负均可；否则

ｓｇｎ（Δｃ）＝－ｓｇｎ（Ｒ）；转角在［０００５π，０１π］范围内确
定。

变异操作：利用量子非门使量子位的 ２个概率
幅兑换，实现染色体变异，进而保证种群的多样性。

旋转后的幅角为 π／２－ｃ，幅角正向旋转了 π／２－
２ｃ，这种全部正向旋转方法，可以避免早熟现象。

４　苹果果实识别模型的应用

４１　确定网络结构
量子遗传模糊神经网络的结构需根据具体问题

进行设计，分类维数决定输出层节点数。输入特征

维数决定了输入节点数，选择 ＨＳＩ颜色空间 ３个分
量作为有效特征空间的维数，即输入层为３个节点；
将输入分量划分为 ３个等级，因此模糊化层为 ９个
节点；正则层同为 ９个节点；计算可知规则层为
２７个节点；输出层为二维模式，即输出层为 １个节
点，因此网络结构为３ ９ ９ ２７ １型。

确定网络结构参数后，便可用本文算法搜索最

优参数。步骤为：①确定量子遗传算法的训练样本，
对１４幅样本中各取５个像素共计６０组数据作为算
法训练样本。②确定染色体内容和长度。模糊层隶
属度函数为 ９个，每个函数有 ２个参数，共计 １８个
参数，规则层到输出层权值为 ２７个，因此染色体长
度为４５。设定算法参数：进化代数 ３０，种群规模
２０，变异概率００５，旋转角初值 ００５π，作为网络可
调整参数的初始值。③在此基础上利用２２节的梯
度下降算法继续求解最优解，选定表 １中全部数据
作为训练样本，定义目标精度为 ０００１，学习速度
０８，惯性系数０５，最大学习次数４００００。
４２　苹果果实识别模型的验证

对颜色不均匀及邻接、重叠果实的识别效果进

行验证。图 ４中颜色不均匀果实分为 ２类：第 １类
是果实表皮表面颜色分布不均，称之为生长不均

（图４ａ～４ｆ）；第２类是由于自然光照射到果实凸面
形成的部分亮面，称之为反射不均（图 ４ｇ～４ｌ）。
图５分别为在阴天及晴天逆光下采集的果实邻接
（图５ａ～５ｆ）和果实重叠样本（图５ｇ～５ｌ）。

用本文提出的量子遗传模糊神经网络作为苹果

果实识别的分类器，对两类样本进行识别实验。识

别过程中，设定输出层的输出值大于０５时，则保留
该像素点颜色；否则，将该像素点置为无色。识别效

果图分别如图４ｂ、４ｈ和图５ｂ、５ｈ所示。
从识别的效果来看，两组苹果果实图像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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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从复杂背景中分离出来，由于机器人采摘过程中，

依据距离最近采摘原则，暂时不考虑距离较远的苹

果果实图像，因此可以采用图像标记法计算图中单

连通区域面积，去除小区域噪声，保留较大区域，并

采用轮廓提取技术提取苹果果实图像轮廓。对于邻

接图像和重叠图像，还需进一步采用文献［２２］的方
法对各图像的轮廓进行边界拟合，最终识别效果分

别如图４ｆ、４ｌ和图５ｆ、５ｌ所示。

图 ４　颜色不均匀果实识别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ｃｏｌｏｒ
（ａ）、（ｇ）原图　（ｂ）、（ｈ）图像识别　（ｃ）、（ｉ）二值化　（ｄ）、（ｊ）小区域去除　（ｅ）、（ｋ）轮廓提取　（ｆ）、（ｌ）拟合

　

图 ５　邻接、重叠果实识别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
（ａ）、（ｇ）原图　（ｂ）、（ｈ）图像识别　（ｃ）、（ｉ）二值化　（ｄ）、（ｊ）小区域去除　（ｅ）、（ｋ）轮廓提取　（ｆ）、（ｌ）拟合

　
４３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样本考虑到了天气、光照、颜色均匀性及果

实位置排列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且通过文中提出的

ＱＧＡ ＦＦＮ模型，均得到了满意的识别效果。为进
一步验证 ＱＧＡ ＦＮＮ模型的有效性和通用性，采集
样本图像 ６５幅，共计果实 １５４个，其中包含生长不
均果实 ４８个、反射不均果实 ３２个、邻接果实 ３５个
和重叠部分不超过 ５０％的果实 ３９个，正确识别率
如表２所示。

表 ２　不同情况下苹果果实图像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ｐ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项目 生长不均 反射不均 邻接 重叠

果实总数／个 ４８ ３２ ３５ ３９

误识别数／个 ０ １ ２ ３

正确识别率／％ １００ ９６８６ ９４２９ ９２３１

　　由表２可以看出，对于生长不均果实正确识别
率为１００％，效果较好；对于反射不均果实正确识别
率为 ９６８６％，原因在于：受自然光照影响，有些果
实表面反光程度较大，且存在反光部位与天空颜色

极为接近的情况，导致在分割过程中，果实表面的反

光部位与其他背景一起被去除，不能很好地保留其

本身几何形状，因此未能有效识别；对于邻接果实识

正确识别率为 ９４２９％，原因在于：存在叶片、枝干
等背景物体遮挡了果实有效部位；对于重叠果实正

确识别率为９２３１％，原因在于：当前方果实遮挡后
方果实区域大于 ５０％时，被识别为一个果实，发生
漏识。对于１５４个果实，采用 ＱＧＡ ＦＮＮ模型共正
确识别果实１４８个，平均正确识别率为９６１０％。

为进一步验证 ＱＧＡ ＦＮＮ模型的实时性和准
确性，在设置相同网络参数及训练样本条件下，与

ＦＮＮ及传统 ＢＰ神经网络性能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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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 ＱＧＡ ＦＮＮ识别模型从
迭代次数、训练时间、识别时间及正确识别率方面均

有优势，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苹果果实识别模型。

表 ３　不同神经网络性能对比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算法名称
迭代

次数

训练

时间／ｓ

识别

时间／ｓ

正确识别

率／％

ＢＰ １１６０７ ５５８７ １８８ ９３３７

ＦＮＮ ９６５ ６７１ １８１ ９４２２

ＱＧＡ ＦＮＮ ２９７ ２０４ １７２ ９６１０

５　结论

（１）提出了苹果果实识别的量子遗传模糊神经
网络模型。针对网络结构参数，提出量子遗传算法

和误差反向传播算法相结合的综合学习方法，给出

了染色体的编码方案和遗传操作规则及染色体适应

度评价函数，构建了 ＱＧＡ ＦＮＮ苹果果实识别模
型。

（２）以 ＨＳＩ颜色空间各分量作为 ＱＧＡ ＦＮＮ模
糊神经网络输入量，将苹果图像与背景图像分别定

义为有效色与无效色，实现了颜色不均匀果实及邻

接、重叠果实识别和边界拟合。

（３）用 ＱＧＡ ＦＮＮ模型对６５幅图像、共 １５４个
苹果果实进行识别，其中，对生长不均样本正确识别

率为 １００％，对 反 射 不 均 样 本 正 确 识 别 率 为
９６８６％，对邻接图像正确识别率为 ９４２９％，对重
叠图像正确识别率为 ９２３１％；在迭代次数、训练时
间、识别时间及正确识别率方面，ＱＧＡ ＦＮＮ模型
比 ＦＮＮ及 ＢＰ神经网络性能更好，适于复杂背景下
的苹果果实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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