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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蓖麻种子损伤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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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形式的机械损伤对蓖麻种子发芽生长和榨油后的蓖麻油质量影响不同，因此对产生机械损伤的蓖麻种

子进行识别分类非常重要。提出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蓖麻种子损伤分类算法。以种壳缺失、裂纹和完整蓖麻种

子（无损伤）的分类为例，构建了蓖麻种子训练集和测试集，搭建 ２个卷积层（每个卷积层 ８个卷积核）、２个池化层

和 １个全连接层（１２８个节点），实现分类。为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和实时性，调整网络结构以及优化批量尺寸参数，

得到较优的网络结构和批量尺寸；利用上下左右翻转扩充样本，改变优化器、学习率以及正则化系数对该网络进行

组合试验，获得准确率及效率较优的组合。通过 Ｄｒｏｐｏｕｔ优化减小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过拟合。试验结果表明：卷

积层为 ５层、池化层为 ５层、批量尺寸为 ３２时，该网络模型平均测试准确率为 ９２５２％。在组合试验中，Ｓｇｄｍ优化

器更新网络可以提高网络的分类性能；数据扩增可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减小过拟合现象；通过 Ｄｒｏｐｏｕｔ优化卷积

神经网络模型的过拟合；选择学习率为 ００１，正则化系数为 ００００５时，模型分类准确率达到 ９４８２％，其中种壳缺

失蓖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５６０％，裂纹蓖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３３３％，完整蓖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５５１％，平均检测单粒蓖

麻种子的时间为 ０１４３５ｓ。最后，开发蓖麻种子损伤分类系统，验证结果为：种壳缺失蓖麻种子的准确率为

９６６７％，裂纹蓖麻种子的准确率为 ８０００％，完整蓖麻种子的准确率为 ８６６７％。该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损伤蓖麻

种子分类时具有较高的识别准确率，可在蓖麻种子在线实时分类的检测系统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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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蓖麻是重要的生物质资源油料作物，脱壳后的

蓖麻籽粒含油量高。蓖麻油可生产尼龙、润滑油、表

面活性剂等产品，在航空、航海、运输、医药制造等高

技术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１－２］

。蓖麻种子在脱壳过程

产生的损伤将直接影响后期发芽及植株的生长。损

伤还将影响作为榨油用蓖麻的出油率。因此，损伤

蓖麻种子的检测极其重要。蓖麻种子表面的纹理特

征、形态特征复杂，这些都影响缺陷特征的提取效

果。不同缺陷特征需要不同的算法提取，线性判别

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常规分类算法已

不能满足蓖麻种子的缺陷分类。研究合理的蓖麻种

子损伤分类算法非常重要。

目前，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模型越来越受

到重视，在图像处理领域运用越来越广泛
［３－４］

，其被

广泛应用于医学、航空、农业等领域。在农业领域，

卷积神经网络常被用于农业作物的病害识别分

类
［５－９］

、病虫识别定位
［１０－１１］

、植物识别与产量估

算
［１２－１８］

等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与传统机器视觉技

术对比，卷积神经网络方法具有明显优势。文

献［１９］以完好花生、表皮破损花生和果仁破损花生
的分类为例，构建花生图像库，搭造卷积神经网络，

为提高分类准确率和实时性，从训练集构成、减小过

拟合、加快训练收敛速度、简化网络结构等几方面对

卷积神经网络进行优化。文献［２０］针对小麦籽粒
完整性图像识别的问题，将 ４种典型卷积神经网络
（ＬｅＮｅｔ ５、ＡｌｅｘＮｅｔ、ＶＧＧ １６和 ＲｅｓＮｅｔ ３４）与传
统的 ＳＶＭ和ＢＰ神经网络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卷积神经网络的识别准确率明显优于后两种传统模

型，最高可达９９２９％。文献［２１］通过对 ＡｌｅｘＮｅｔ网
络进行优化得到适合油茶籽完整性识别的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优化后的网络对油茶籽完整性识别准确

率达到 ９８０５％，训练时间为 ０５８ｈ，平均检测时间
为１３９１ｍｓ。文献［２２］采用机器视觉与自适应卷
积神经网络检测花生仁品质，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对花生常见缺陷的平均识别率达 ９９７％，与传统的
深度网络相比实现了更高的收敛速度与识别精度。

文献［２３］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大麦品种进行分类，
结果表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大麦品种分类准确

率超过９３％，而基于颜色、纹理和形态属性的品种
分类准确率不到 ７５％。文献［２４］提出一种基于三
通道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ＣＣＮＮ）的蔬菜病害识别方法，该方
法不需要复杂的预处理、病变分割和手工提取特征，

而是直接通过 ＴＣＣＮＮ从彩色病变叶片图像中自动
提取出高水平的判别特征。结果表明，在训练样本

与测试样本为７∶３时，ＴＣＣＮＮ对蔬菜病害分类准确
率为９４２７％，优于传统分类算法。本文采用卷积
神经网络对蓖麻种子损伤进行分类，并优化卷积网

络来提高其分类准确率。

本文以种壳缺失蓖麻种子、裂纹蓖麻种子和完

整蓖麻种子的分类为例，建立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分

析卷积池化层及批量尺寸（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利用组合试
验来对比分析优化器类型及学习率等参数，提高模

型的训练效率及测试准确率。

１　数据采集及卷积神经网络构建

１１　数据采集
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广泛种植的典型品种哲

蓖４号作为试验材料。该物料在干燥后进行脱壳，
并从中挑选种壳缺失、裂纹损伤、种壳完整的蓖麻种

子作为试验样本。

在室内环境（自然光 ＋节能灯）下，用像素为
１６００万的索尼 ＩＭＸ３９８ＣＭＯＳ相机拍摄放置于白色
Ａ４纸上的蓖麻种子样本，拍摄距离为 ５～１０ｃｍ，获
得５２５幅图像（１５０幅种壳缺失种子图像、１５０幅裂
纹蓖麻种子图像、２２５幅完整蓖麻种子图像），每幅
蓖麻种子图像的分辨率为 ９２１６像素 ×６９１２像素，
并将这些图像裁剪为２５６像素 ×１２８像素的完全包
含蓖麻种子的样本。由于种壳缺失蓖麻种子图像、

裂纹蓖麻种子图像与完整蓖麻种子图像相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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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左右翻转、上下翻转图像增广方法将种壳缺失、

裂纹蓖麻种子图像增广 ３倍，之后将这些图像分为
训练集和测试集，其中训练集占 ８０％，测试集占
２０％。训练集中部分蓖麻种子如图１所示。

图 １　不同类型蓖麻种子图像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ｃａｓｔｏｒｓｅｅ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
　
１２　卷积神经网络的构建

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ＮＮ）是一种特殊的多层感知器或前馈神经网络。
标准的卷积神经网络一般由输入层、交替的卷积层

和池化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构成。

１２１　输入层的设计
输入层可以直接输入原始数据，当输入为图像

时，输入的数据为图像的像素值，本文输入层为经过

处理后的２５６像素 ×１２８像素的样本图像。
１２２　卷积层１

卷积核的尺寸依据输入图像矩阵的大小和经验

确定。若卷积核尺寸过小，会增加卷积核滑动过程

的运算量，造成特征的过度提取，对于浅层的卷积神

经网络无法很好识别；若卷积核尺寸偏大，则对图像

边缘的检测效果欠佳。因此，根据经验将卷积层 １
中卷积核设置为 ３×３，卷积核数目为 ８个，卷积核
的移动步长为１。卷积层特征图像尺寸计算公式为

ｗｏｕｔ１＝
ｗｉｎ１＋２ｐａ－Ｆ１

Ｓ１
＋１ （１）

式中　ｗｏｕｔ１———卷积层输出特征图尺寸
ｗｉｎ１———卷积层输入特征图尺寸
ｐａ———特征图填充圈数
Ｆ１———卷积层卷积核尺寸
Ｓ１———卷积步长

图像经过卷积层 １卷积后得到的矩阵尺寸为

２５４×１２６，输出数据的维数为８。
在卷积层后面加入非线性激励函数后，使神经

网络的学习能力变强，能够更好地拟合目标函数。

本研究采用 ＲｅＬｕ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其表达式为

ｆ（ｘ）＝
ｘ （ｘ≥０）
０ （ｘ＜０{ ）

（２）

１２３　池化层１
池化本质为采样，既可以看做是对上层数据进

行压缩，也可以看成对特殊数据的选取。池化层的

卷积核尺寸为２×２，卷积核的移动步长为 ２。池化
后特征图像计算公式为

ｗｏｕｔ２＝
ｗｉｎ２－Ｆ２
Ｓ２

＋１ （３）

式中　ｗｏｕｔ２———池化层输出特征图尺寸
ｗｉｎ２———池化层输入特征图尺寸
Ｆ２———池化层卷积核尺寸
Ｓ２———池化步长

图像经过池化层处理后矩阵尺寸为 １２７×６３，
维度为８维，此输出为卷积层２的输入。
１２４　卷积层２

卷积层 ２的卷积核尺寸为 ３×３，卷积数目为 ８
个，卷积核的移动步长为 １。图像经过卷积层 ２卷
积后得到的矩阵尺寸为 １２５×６１，输出数据的维数
为８。
１２５　池化层２

使用２×２的池化窗口进行最大池化，池化层的
卷积核尺寸为２×２，卷积核的移动步长为 ２。图像
经过池化层处理后矩阵尺寸为 ６３×３１，将输出的矩
阵转化为向量，输入至全连接层。

１２６　全连接输出层
经过多个卷积层池化层交替连接之后为全连接

层，在全连接层中进一步对特征降维，将特征通过

ＳｏｆｔＭａｘ分类器进行分类，之后通过输出层输出结
果，其计算公式为

ｙｒｎ＝
ｅｘｐ（ａｒｎ）

∑
ｑ

ｊ＝１
ｅｘｐ（ａｒｊ）

（４）

式中　ｙｒｎ———第 ｒ个样本属于第 ｎ类的预测概率
ｑ———分类类别数量
ａｒｎ———向量中第 ｒ个样本输出与第 ｎ类乘积

的分量

ａｒｊ———向量中第 ｒ个样本输出与第 ｊ类乘积
的分量

本研究中，对种壳缺失、裂纹损伤和完整蓖麻种

子进行分类，ｑ取３。
在分类任务中，采用损失函数来评估真实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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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值之间的差距，损失函数公式为

Ｅ＝－∑
ｐ

ｉ＝１
∑
ｋ

ｊ＝１
ｔｉｊｌｎ^ｔｉｊ （５）

式中　Ｅ———损失函数
ｐ———批尺寸

ｋ———输入网络样本数
ｔｉｊ———第 ｉ个样本对应第 ｊ类的真实值
ｔ^ｉｊ———第 ｉ个样本对应第 ｊ类的预测值

构建后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如图 ２所示，各层
参数如表１所示。

图 ２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 １　卷积神经网络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层序号 类型 参数大小 步长

１ 输入层

２ 卷积层１ ８个３×３核 １

３ 池化层１ ２×２核 ２

４ 卷积层２ ８个３×３核 １

５ 池化层２ ２×２核 ２

６ 全连接层 １２８个节点 １

７ 输出层 ３个节点

１３　评价指标

采用准确率指标来评价分类算法的精度，定义

为

ａ＝
ＮＣ
ＮＴ
×１００％ （６）

式中　ａ———准确率，％
ＮＣ———正确分类样本数量
ＮＴ———训练总样本数量

１４　运行平台
本文所有的训练和测试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进

行，处理器为 Ｉｎｔｅｒ（Ｒ）Ｘｅｏｎ（Ｒ）ＣＰＵＥ５ ２６４３ｖ３
３４ＧＨｚ、３２ＧＢ内存，８ＧＢ的 ＡＭＤＦｉｒｅＰｒｏＷ７１００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ｄａｐｔｅｒ和 ８ＧＢ的运行内存，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系统下运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卷积和池化层对 ＣＮＮ模型的影响

选择合适数量的卷积层和池化层可以提高

ＣＮＮ模型分类精度，如果模型中含有的卷积层过
少，模型无法获得蓖麻种子缺陷图像的本质特征；如

果设计过多卷积层和池化层来提取图像特征，则会

导 致 过 度 拟 合。本 文 对 动 量 随 机 梯 度 下 降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Ｓｇｄｍ）和
自适应矩估计优化器（Ａｄａｍ）２个优化器下的不同
卷积层对分类模型准确率的影响进行比较，将卷积

层从２层增加到７层，池化层从２层增加到７层，研
究卷积、池化层数对准确率影响。由图３可知，在两
个优化器下，卷积层和池化层为５层时，测试准确率
最高。因此，本文选择卷积层和池化层为５层时，进
行组合试验。

图 ３　不同卷积层和池化层组合的分类精度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ｙ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ｏｌ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
　

２２　批量尺寸对模型的影响

批量尺寸为每批数据量的大小，是深度学习中

的一个重要参数。合适的批量尺寸能够加快模型的

训练速度，也能够适当提高模型测试准确率。批量

尺寸选择过小会难以达到收敛，选择过大会出现局

部最优情况，习惯上选择批量尺寸（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为 ２
的次幂可以加快二进制的计算

［２５］
，本文选择不同批

量尺寸（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对模型性能影响进行对比
试验，经过 ５次试验的平均测试准确率结果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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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中可得，两个优化器下更新的模型在批

量尺寸为３２时准确率最高，因此，本文选择批量尺
寸为３２来进行组合试验。

图 ４　不同 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的测试准确率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２３　模型训练及测试结果
结合硬件性能，测试和训练的批次样本数均设

置为３２；训练间隔和显示间隔设置为 １个 ｅｐｏｃｈ（执
行完１次全部训练样本，称之为 １轮），最大训练轮
数设为３２个 ｅｐｏｃｈ；梯度减裁设为 １０。通过上文设
计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参数，综合试验的复杂度，以

优化器类型（Ｓｇｄｍ、Ａｄａｍ），２种数据扩充方法（无扩
充、上下左右翻转），５组初始学习率（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３组正则化系数（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共进行了６０组试验，各组试验的训练与测试
结果如表２所示。
２４　模型因素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２４１　优化器对模型的影响

优化器可以用来更新和计算影响模型训练和模

型输出的网络参数，使其逼近或达到最优值，从而最

小化（或最大化）损失函数。不同的优化器对网络

的收敛速度及测试准确率有不同的影响。本文选

择常用优化器 Ｓｇｄｍ、Ａｄａｍ来对设计的卷积神经网
络进行试验。由表 ２可知，用 Ｓｇｄｍ优化器更新网
络的测试准确率及训练效率基本上高于 Ａｄａｍ优
化器更新的网络（高出 ０３７～９５２个百分点）。
Ｓｇｄｍ优化器测试准确率及训练效率优于 Ａｄａｍ优
化器的各组之间差异性较小，因此，选择 ４组具有
代表性的试验，编号 １５与 ４５，２０与 ５０，对迭代次
数与训练准确率、测试准确率、训练损失值及测试

损失值进行分析。由图 ５及表 ２得，在 Ｓｇｄｍ优化
器下的测试准确率高于 Ａｄａｍ，Ａｄａｍ训练损失值
与测试损失值差距比 Ｓｇｄｍ下的差距稍大，过拟合
化较 Ｓｇｄｍ严重。因此，本模型选择 Ｓｇｄｍ作为优
化器更新模型。

２４２　扩充方式对模型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针对扩充方式（无扩

充；上下左右翻转）进行训练集测试，准确率示例如

图６所示。图６是相同优化器（Ｓｇｄｍ）、相同学习率
（００１）、相同正则化系数（０００１）以及不同扩充方
式下的两组试验（６和 ２１）的训练和测试准确率曲
线。由表２及图 ６可得，扩充数据后的测试准确率
基本比扩充前的测试准确率高，其原因是数据扩充

增加了数据的多样性，对训练出现过拟合有促进作

用。由图６可得，无扩充的准确率波动范围比较大，
在稳定范围内，无扩充的波动率为 ０１３７５，扩充后
的波动率为 ００６０８。准确率的波动性可以衡量准
确率曲线的平缓度，波动率越小表明曲线变化越稳

定。其可以通过邻点准确率差值的均方根差值来衡

量
［５］
。其波动率小的原因是数据量的增加，在学习

过程中，学习到的损伤类型特征更加详细，致使准确

率趋于稳定后波动平缓。因此，曲线波动趋于稳定，

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模型的鲁棒性逐渐提高。

２４３　学习率对模型的影响
学习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作为监督学习以及深度

学习中重要的超参数，其决定着目标函数能否收敛

到局部最小值以及何时收敛到最小值。当学习率设

置过小时，收敛过程将变得非常缓慢，而当学习率设

置过大时，梯度会在最小值附近来回震荡，甚至可能

无法收敛。合适的学习率能够使目标函数在合适的

时间内收敛到局部最小值，使训练结果快速接近最

优解，从而在相同的迭代次数下得到很好的训练准

确率及测试准确率，结合文献［５］及试验经验，本研
究选择学习率为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１进
行模型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学习率按阶梯式指数

衰减法衰减，学习率降低速度因子为 ０９９，学习率
速度降低的步长为 １０轮（训练过程中每 １０轮调整
一次学习率）。

例如，第２０组试验，初始学习率为 ００１，经过
３２轮的训练后，训练及测试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１００％及９４４４％。由表２中可得，在其它条件相同
下，学习率为００１时的测试准确率基本上高于其它
学习率时的测试准确率（如试验编号 １７、２０、２３、２６、
２９和试验编号４７、５０、５３、５６、５９）。图７为不同学习
率下的测试准确率及损失值曲线。由图 ７可知，学
习率大的测试准确率最低，其损失波动也最大，学习

率为００１时测试准确率最高，测试损失相对稳定。
因此本研究模型选择学习率为００１时进行训练。
２４４　正则化对模型的影响

本文采用Ｌ２正则化，它是通过添加正则化项的
权重损失函数来减轻过拟合现象。Ｌ２正则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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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本文模型训练、测试的损失及准确率
Ｔａｂ．２　Ｌｏｓｓ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ｌ

试验编号 优化器类型
数据是否

扩充
学习率 正则化系数

训练时间／
ｍｉｎ

训练

损失值

测试

损失值

训练准确率／
％

测试准确

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Ｓｇｄｍ

无扩充

扩充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７７ ０２８９７ ０３９７８ ８７５０ ８６６７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３ ０１３２１ ０５２１６ ９６８８ ８４７６
０００１ ３７３ ０１１１７ ０４０７６ ９６８８ ８８５７
０ ３７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４８０１ １００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２７５０ １００ ９３３３
０００１ ３７５ ００１５２ ０３８２７ １００ ８９５２
０ ３７３ ００１２５ ０２３８８ １００ ９１４３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８ ００１１９ ０２９８７ １００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３８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３２８１ １００ ８９５２
０ ３７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２１６２ １００ ９４２９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３７５７ １００ ８９５２
０００１ ３５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３０６４ １００ ９３３３
０ ３２８ ００８６７ ０２８７６ １００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７ ００８０６ ０３５５３ １００ ８２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７５ ０１００４ ０３６８５ １００ ８８５７
０ １１４０ ０３９１８ ０３６７５ ８４３８ ８６６７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２５ ０１５０３ ０３０８５ ９６８８ ９１８５
０００１ ９２７ ０２２５３ ０３７３０ ９０６３ ８９２６
０ １０３５ ００４３３ ０３９３４ １００ ９１１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３３ ００３７２ ０３００４ １００ ９４４４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７ ００１４２ ０３２１５ １００ ９１８５
０ １０４７ ００１８８ ０２８７６ １００ ９２９６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２７ ００３０９ ０２８６３ １００ ９１８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７ ００１０６ ０２１６０ １００ ９４０７
０ １０４７ ００１９１ ０３１４５ １００ ９２２２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２２ ０１４２８ ０３６３１ ９６８８ ９１８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７ ０１４２３ ０２４４０ ９６８８ ９１１１
０ １１４０ ００６９９ ０２４６１ １００ ９０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５５ ００６８９ ０２８６３ １００ ９１４８
０００１ １１４３ ００４８６ ０２５５１ １００ ９２２２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Ａｄａｍ

无扩充

扩充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１８ ０２０３９ ０５７９９ ８７５０ ８７６２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２ ０３８３７ ０４１３ ９３７５ ８７６２
０００１ ３７５ ０４７５５ ０３８９６ ８７５０ ８９５２
０ ３７２ ０１４７１ ０４１７５ ９６８８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２ ０５４９４ ０６５９９ ８４３８ ８３８１
０００１ ３８０ ００１８２ ０４０５８ １００ ９０４８
０ ３８０ ００１７９ ０２７６８ １００ ９２３８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３ ００１０１ ０２７５０ １００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３７７ ０００７３ ０３４１５ １００ ８８５７
０ ３４０ ００２４８ ０３２７８ １００ ８７６２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３ ０３３６０ ０４３４７ ７８１３ ８９５２
０００１ ３７３ ００１２６ ０３５９０ １００ ８８５７
０ ３８２ ００２３８ ０２０６４ １００ ８８５７

００００５ ３７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４３１３ １００ ８８５７
０００１ ３１５ ００３５４ ０２７９２ １００ ８４７６
０ １１５５ ０４７４０ ０５７２４ ８４３８ ９１８５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６０ ０２３７２ ０４７０６ ９０６３ ８６６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５２ ０３１８２ ０６３８９ ８７５０ ８１８５
０ １１６８ ００８２５ ０４６６８ ９６８８ ８８８９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７０ ０１７９８ ０２３３６ ９３７５ ９２５９
０００１ １１４８ ００４４７ ０３９２３ 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０ １１４３ ０１２９６ ０２７８１ ９３７５ ９２５９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６５ ００１４６ ０２８６５ １００ ９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１２３ ００３５１ ０２４８１ １００ ９４０７
０ １１５７ ００９６０ ０４６０４ ９６８８ ８９６３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０３ ００１５４ ０３２０４ １００ ９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１６２ ０１４８３ ０４２８９ ９６８８ ８９２６
０ １１３７ ００１３８ ０２７７３ １００ ９０３７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６２ ０００７３ ０３５６８ １００ ８６３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６５ ００１７１ ０３５４８ １００ ８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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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优化器下的训练、测试准确率和损失值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ｌｏ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ｓ
　

图 ６　不同扩充方式下的训练与测试准确率曲线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式为

Ω（ω）＝１２ω
Ｔω （７）

式中　ω———权重向量
组合试验中，通过设置 ３组正则化系数（０、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来强化对权重参数的惩罚。由表 ２
可知，在 Ｓｇｄｍ优化器下，当数据扩充和以较高学习
率训练，正则化系数为 ００００５时，测试准确率存在

图 ７　不同学习率下的测试准确率及损失值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ｌｏｓｓ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比其它２个正则化系数的测试准确率稍高（如试验
号为１６、１７、１８和１９、２０、２１）的情况；而在其它情况
下对准确率影响不稳定，原因是其它参数的影响大

于 Ｌ２正则化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对性能较优的第２０组试验（优化器为 Ｓｇｄｍ，初

始学习率为 ００１，正则化系数为 ００００５，通过上下
左右翻转扩充数据）中经过３２个 ｅｐｏｃｈ训练获得的
模型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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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　Ｄｒｏｐｏｕｔ优化
为了解决过拟合问题，本研究采用 Ｄｒｏｐｏｕｔ策

略，它是一种防止过拟合的正则化方式
［２６］
。Ｄｒｏｐｏｕｔ

层的输出等于它的输入，这个操作对应的是在训练

过程中临时丢弃一个随机选择的单元及其所有来自

网络的连接。因此，对于每个新的输入元素，

ｔｒａ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随机选择一个神经元子集，形成一个不
同的层架构，这些结构使用普通的权重，学习不依赖

于特定的神经元和连接，Ｄｒｏｐｏｕｔ层有助于防止过度
拟合

［２７］
。本文在全连接层采用了 Ｄｒｏｐｏｕｔ策略，根

据文献［１６］及试验经验，将 Ｄｒｏｐｏｕｔ参数设置为
０２５。经过 Ｄｒｏｐｏｕｔ后，测试准确率可以从较优的
９４４４％提升到 ９４８２％；经过 ５次的重复试验，平
均测试准确率从９２５２％提高到了 ９３４５％，增加了
０９３个百分点。

３　模型检验

为检验设计模型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开发图形

用户界面。在界面中选择训练好的模型，以及上文

中的３种蓖麻种子损伤图像，载入待检测的图像即
可进行检测。开发的系统界面如图８所示。选择优
化器为 Ｓｇｄｍ，初始学习率为 ００１，正则化系数为
００００５，通过上下左右翻转扩充数据及添加 Ｄｒｏｐｏｕｔ
层后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损伤蓖麻种子

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

９４８２％，其 中 种 壳 缺 失 蓖 麻 种 子 准 确 率 为
９５６０％，裂纹蓖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３３３％，完整蓖
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５５１％，平均检测 １幅单粒蓖麻
种子图像的时间为０１４３５ｓ。选择１幅完整蓖麻种
子图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图像为完整蓖麻种子，选

择１幅裂纹蓖麻种子图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图像
为裂纹损伤蓖麻种子，选择１幅种壳缺失蓖麻种子
图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图像为种壳缺失蓖麻种子。

在可视化界面输入不同损伤类型的蓖麻种子图

像（重新拍摄所得的损伤蓖麻种子图像）各 ３０幅，
其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以看到，种壳缺失蓖

图 ８　可视化界面检测结果

Ｆｉｇ．８　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麻种子的验证效果最理想，准确率高达 ９６６７％。
部分裂纹蓖麻种子被分到完整蓖麻种子中，其分类

错误原因是裂纹过于细微，在低分辨率图像下区分

比较困难；裂纹蓖麻种子被分到种壳缺失蓖麻种子

的原因为当蓖麻种子产生裂纹的过程中，裂纹周边

有部分种皮缺失。部分分类不正确的原因为拍摄过

程中蓖麻种子表面产生反光现象，影响结果。

表 ３　各损伤类型重复验证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ｄａｍａｇｅｔｙｐｅ

损伤类别

预测损伤类别 分类性能

种壳

缺失
裂纹

完整（无

损伤）

准确

率／％

错误

率／％

种壳缺失 ２９ １ ０ ９６６７ ３３３

裂纹 ４ ２４ ２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完整（无损伤） ３ １ ２６ ８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４　结论

（１）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 Ｓｇｄｍ优化

器的测试准确率可实现比 Ａｄａｍ优化器下的测试准

确率高出０３７～９５２个百分点。

（２）数据扩增可以增加模型的测试准确率，数

据的扩增丰富了数据样本的多样性，可以减少模型

的过拟合现象，当准确率趋于稳定时，数据扩增的波

动率低于无数据扩增时，减轻了数据趋于稳定时的

波动性。

（３）卷积层数为５层、批量尺寸为 ３２、优化器为

Ｓｇｄｍ、数据增广、学习率为 ００１、正则化系数为

００００５时，模型性能较优，测试准确率可达到

９４４４％，经过 Ｄｒｏｐｏｕｔ优化后，测试准确率可以达

到９４８２％。

（４）开发蓖麻种子损伤分类的界面系统，对算

法进行验证的结果为种壳缺失蓖麻种子准确率为

９６６７％，裂纹蓖麻种子的准确率为 ８０００％，完整

蓖麻种子的准确率为 ８６６７％，该卷积模型可以较

好识别不同损伤形式的蓖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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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４增刊 １　　　　　　　　　　　　侯俊铭 等：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蓖麻种子损伤分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