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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帧间路径搜索和 Ｅ ＣＮＮ的红枣定位与缺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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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红枣自动分级视频图像中红枣定位、缺陷检测难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定位方法

和集成卷积神经网络模型（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Ｅ ＣＮＮ）。通过建立图像坐标系及图像预处理，获

得图像中单个红枣目标的位置坐标，并将其映射至空间坐标系中，结合帧间最短路径判定规则，实现目标位置坐标

随视频时间序列更新、传递，并且运用此方法快速、有效地构建数据集。基于“Ｂａｇｇｉｎｇ”集成学习方式，采用 Ｅ

ＣＮＮ通过训练集构建基础卷积神经网络树模型，再根据每棵基础树模型输出结果，通过“投票”方式得出模型最终

结果。试验结果表明，利用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定位方法，定位准确率达 １００％。同时，使用 Ｅ ＣＮＮ，模型的

识别正确率和召回率分别达到 ９８４８％和 ９８３９％，分类精度大于颜色特征分类模型（８６６２％）、纹理特征分类模

型（８６４０％）和基础卷积神经网络模型（９５８２％）。Ｅ ＣＮＮ模型具有较高的识别正确率及较强的鲁棒性，可为其

他农产品分选、检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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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新疆红枣具有极高的营养及药用价值，被称为

“黄金寿枣”，受到消费者青睐，社会需求量不断加

大，促进了枣树的产业化经营
［１］
。但同时，霉烂、虫

害、裂纹等缺陷严重影响了红枣的品质和价值，红枣

分拣势在必行。

计算机视觉技术具有效率高、精度高、检测信息

丰富、非接触等优点，在农产品缺陷检测和品质分级

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目前，国内外对于一些流通

性好、普及性高的水果，计算机视觉分级或分拣技术

已有很多研究，如苹果
［２－３］

、橙子
［４－５］

、桃子
［６－７］

等

分级。而对红枣等一些有地域特色的水果涉及相对

较少。赵杰文等
［８］
以河北省沧州市金丝小枣为研

究对象，提取 ＨＳＩ模型的 Ｈ分量均值和均方差，利
用支持向量机识别缺陷枣。张萌等

［９］
基于红枣近

红外图像，提出一种亮度快速校正算法，实现红枣表

面缺陷分割。李功燕等
［１０］
针对红枣表面饱满度不

同的情况，利用不同的梯度算子作为对比，采用归一

化梯度直方图作为红枣表面纹理特征实现对干瘪红

枣的识别，进一步实现了对红枣品质的评价。然而，

通过提取红枣图像特定特征结合传统分类方法对缺

陷红枣进行识别，虽然取得了较好的识别效果，但是

由于这些特征规则都是人为指定，仍不足以表征图

像深层特征。同时，干制红枣表面复杂的纹理特征

和图像采集时的不均匀光照，将对基于颜色、纹理等

特征的提取产生不利影响。

卷积神经网络
［１１］
是一种目标分类方法，可以自

主学习事物间的差异，通过网络训练将原始图像数

据变为更高层次和更加抽象的表达，强化表征能力

强的特征，弱化不相关因素，在目标检测
［１２－１３］

、识

别
［１４－１５］

上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本文设计一套

基于计算机视觉，融合 ＣＮＮ学习算法的缺陷红枣智
能检测系统。提出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定

位算法，实现检测场景中每个红枣目标定位，并使得

每个目标的位置信息随视频时间序列进行传递，避

免复杂的传感器电路设计，并运用该算法结合视频

数据，快速、有效地构建样本数据集。基于随机森

林的“Ｂａｇｇｉｎｇ”集成学习方式，构建集成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Ｅ ＣＮＮ），以提高模型泛化性，避免复
杂的深层网络模型训练收敛时间长、模型参数庞

大的问题。

１　试验材料与预处理

１１　数据采集

根据 ＧＢ／Ｔ５８３５—２００９［１６］规定，干制红枣缺陷
是指红枣在生长发育和采摘过程中受病虫危害、机

械损伤和化学药品作用造成损伤的果实。本文以常

见的裂纹、虫蛀和霉变缺陷为研究对象讨论缺陷识

别方法。试验采用如图 １所示计算机视觉视频、图
像采集系统，该装置包括在线传输单元和图像采集

单元。其中，图像采集单元主要由 ＣＶ Ｍ７＋ＣＬ型
彩色 ＣＣＤ摄像机、亮度可控的 ５×２阵列 ＬＥＤ光
源、光电传感器、ＭａｔｒｏｘＳｏｌｉｏｓ图像采集卡和计算机
组成。在线传输单元由传送带和基于 ＰＬＣ控制系
统的可调速传送装置组成。开启光源并调节传送带

传送速率，约 ３ｍｉｎ后，光源和传送速率趋于稳定，
利用 ＭａｔｒｏｘＭＩＬ９０软件实现在线视频数据采集。

图 １　视频、图像采集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ｖｉｄｅｏ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传送带　２．并排状光源　３．摄像机　４．样本　５．调节阀　６．

传动轮　７．图像采集卡　８．计算机
　
１２　图像预处理

二值化是一种简单的图像分割方法，对图像进

行二值化操作可以有效地将图像中的红枣目标和背

景进行分割。在基于视频流实现每个目标定位的过

程中，首先需要对帧图像中的红枣目标进行分割。

如图２ａ为视频序列中随机抽取的一帧图像，通过对
比其 Ｒ、Ｇ、Ｂ等各分量灰度分布直方图，发现 Ｂ分量
的灰度直方图（图２ｃ）中，背景和红枣目标分别形成
２个明显波峰，同时波谷呈现的形态代表背景和目
标在 Ｂ分量灰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根据波
谷的位置，选取 １００作为图像分割阈值得到二值图
像。再对得到的二值图像进行腐蚀、膨胀等操作滤

除噪点，结合设定的连通域内最小面积阈值，搜索得

到满足要求的连通域集合，进而获得集合中每个连

通域对应红枣目标的正外接矩形（图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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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图像预处理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　基于自适应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红枣定位

２１　构建图像坐标系与红枣正外接矩形特征向量
检测场景中红枣目标定位是实现对其缺陷检测

的重要前提。视频图像中目标的定位一直是图像处

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相比于 ＹＯＬＯ系列［１７］
、Ｒ

ＣＮＮ［１８］和 ＦａｓｔＲ ＣＮＮ［１９－２０］等复杂的神经网络模
型，基于图像背景与目标的显著差异性，利用分割阈

图 ４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定位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ａｍｅｓ

值以及形态学等操作的图像处理方法，是实现图像

中目标定位的常用手段。而对于视频流数据，每一

帧图像之间相互独立。因此，要实现视频中红枣目

标的定位，需要在单帧图像处理基础上，使得图像中

每个目标的位置信息能够随视频时间序列进行传递。

图像都是由像素组成，图像中目标的位置信息

由像素坐标确定。要确定像素坐标，首先需要确定

图像的坐标系，常见的坐标系有图像坐标系、相机坐

标系和世界坐标系等。由于试验只需要确定检测目

标在二维平面的位置即可，因此选择图像坐标系。

如图３ａ所示，该坐标系以图像左上角为原点建立以
像素为单位的直角坐标系 Ｘ Ｙ，　横、纵坐标分别是

图 ３　图像坐标系与外接矩形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ｍｓｃｒｉｂ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其在图像数组中所在的列号和行号。试验以红枣最

小正外接矩形左顶点（ｘ，ｙ）作为该目标的位置坐
标，同时结合水平方向长度 ｗ和竖直方向长度 ｈ，构
成单个目标外接矩形的４维特征向量

ｆ＝（ｘ，ｙ，ｗ，ｈ） （１）
针对一幅图像中出现的多个目标，从而建立第

ｎ帧图像的目标最小正外接矩形特征向量集合
Ｆｎ＝｛ｆ１，ｆ２，…，ｆｋ，…，ｆｍ｜ｆｋ＝（ｘｋ，ｙｋ，ｗｋ，ｈｋ）｝

（２）
如图３ｂ所示，图像中存在目标 Ａ、Ｂ和 Ｃ，在对

图像中的红枣进行基于最小正外接矩形框提取 ＲＯＩ
时，发现目标 Ａ没有完全进入场景。因此，为了保
证场景中红枣目标的完整性，利用外接矩形和图像

边界关系，得出特征向量约束条件

ｘ＞０
ｙ＞０
ｘ＋ｗ＜ｌｃｏｌｓ
ｙ＋ｈ＜ｌ










ｒｏｗｓ

（３）

式中　ｌｃｏｌｓ、ｌｒｏｗｓ———输入图像数组中的列号和行号
２２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红枣定位

图４为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方法实现目标定
位的流程示意图。如图４所示，第 ｎ－１帧中目标 Ａ
的位置坐标被映射到空间坐标内，记作目标 Ａ０。进
入第 ｎ帧后，图像中出现 ２个目标，同理，将其位置
坐标映射到坐标系内，分别记作 Ａ１、Ｂ０，通过距离公
式计算得到距离 ｌＡ０Ａ１和 ｌＡ０Ｂ０，根据 ｌＡ０Ａ１＜ｌＡ０Ｂ０判定第

９０３第 ２期　　　　　　　　　　曾窕俊 等：基于帧间路径搜索和 Ｅ ＣＮＮ的红枣定位与缺陷检测



ｎ帧中出现的目标 Ａ１和前一帧中的 Ａ０为同一目标，
从而实现目标 Ａ随视频时间序列进行目标定位。
同时，将目标 Ａ在第 ｎ帧图像中的位置坐标 Ａ０更新
为 Ａ１，并与位置坐标 Ｂ０一同传递到下一帧图像判断
中。以此类推，不断实现目标坐标映射、路径搜索、

坐标更新传递。

此算法的核心是提取第 ｎ帧中所有红枣目标的
正外接矩形参数，得到当前帧特征向量集合 Ｆｎ，根
据得到图像中每个红枣目标的位置信息（ｘ，ｙ），将
其坐标映射到空间坐标系中。再基于一定的间隔选

择合适的图像帧，计算当前帧中目标 ｉ与某一历史
帧中所有目标的距离得到距离集合

Ｄｉ＝｛Ｄ（ｉ，ｊ）｜ｊ∈１，２，…，ｍ｝ （４）
式中　ｍ———历史帧中所有目标数目
为减少计算，距离Ｄ（ｉ，ｊ）定义为“Ｄ４”距离（城市距离）

Ｄ（ｉ，ｊ）＝｜ｘｉ－ｘｊ｜＋｜ｙｉ－ｙｊ｜ （５）
在距离集合 Ｄｉ中选择最小距离的目标

Ｄ（ｉ，ｋ）＝ａｒｇｍｉｎ
ｊ∈［１，ｍ］

（Ｄ（ｉ，ｊ）） （６）

根据得到的最小距离 Ｄ（ｉ，ｋ），表明历史帧中的目标
“ｋ”和当前帧中目标“ｉ”为同一目标，从而实现目标
定位和位置坐标信息随视频序列传递。

其中，对于刚进入检测场景的完整红枣目标，在

进行帧间最短路径搜索匹配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

个最短距离。显然，检测场景中新出现的目标不能

与历史帧中任何一个目标建立匹配关系进行位置坐

标传递，因此在距离集合 Ｄｉ中选择代表最小距离的
位置坐标时，需要添加约束条件

Ｄ（ｉ，ｋ）＝ａｒｇｍｉｎ
ｊ∈［１，ｍ］

（Ｄ（ｉ，ｊ））

ｓ．ｔ．γ：Ｄ（ｉ，ｋ）＜Ｔ{
Ｈ

（７）

图 ５　基于集成学习方式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式中ＴＨ为判断条件成立的最大距离阈值，该值的选
取需要同时考虑传送带转速和传送带上红枣目标放

置的疏密程度。因此只有同时满足最小距离要求和

约束条件 γ时，才能进行对应位置坐标的更新与传
递，否则将被作为新目标传递到下一轮判定中。

３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缺陷红枣识别

３１　网络模型构建
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包括卷积层 Ｃ、激活

层ＲｅＬＵ和池化层Ｐ。在卷积层中，每个神经元的输
入与前一层的局部感知区域相连，提取局部特征；在

激活层中，根据得到的每个神经元输入，结合偏置

项，通过激活函数实现对结果的非线性映射，使得网

络不再是输入的线性组合，从而能够逼近任意函数；

在池化层中，网络中每个计算层由多个特征映射组

成，每个特征映射是一个平面，平面上所有神经元的

权值共享。卷积神经网络具有局部感知和权值共享

的特点，从而使之更类似于生物神经网络，能有效减

少需要学习的参数数量，降低网络模型的复杂度，从

而提高神经网络的训练性能。

根据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结合待测样本

的特征，建立了如图 ５所示的基于集成学习方式的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考虑到所需分类任务相对简

单，且规定的输入图像分辨率较低，同时为了减少需

要学习参数的数量，降低模型训练的复杂度和时间，

所以摒弃了类似 Ａｌｅｘｎｅｔ、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Ｒｅｓｎｅｔ等复杂
的特征提取、分类模型或其对应的迁移学习模型。

同时，基于随机森林“Ｂａｇｇｉｎｇ”集成学习方式利用各
个学习器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可以并行拟合的特点，

将若干个较“浅”的卷积网络模型分别作为树模型。

在同一样本空间下，每个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有

放回”的训练模式下，随机从样本空间中选取 ８０％
的样本进行特征学习、分类。最后利用得到的若干

个神经网络树模型结果进行“投票”，选出票数最多

的类别作为最终分类结果。同时，规定每一棵树模

型具有相同的网络结构，其结构如表１所示，具体描
述如下：

（１）输入层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实现检测场景中的红枣

目标定位，再根据获得的目标最小正外接矩形参数，

对红枣目标进行提取 ＲＯＩ操作，得到每个目标对应
的完整图像。最后进行尺寸归一化操作，得到分辨

率为６４像素 ×６４像素的输入图像。
（２）卷积层和激活层
Ｃ１、Ｃ２为卷积层，分别由２５、３０个３×３的卷积

核与输入图像进行卷积运算，实现对高维向量的低

维特征提取，从而使原信号特征增强并降低噪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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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卷积神经网络树模型结构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Ｎ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类型 特征图 神经元 滤波核 步长

Ｉｎｐｕｔ ３ ６４×６４×３

ｃｏｎｖ＿１ ２５ ６４×６４×２５ ３×３×３ １

ｒｅｌｕ＿１ ２５ ２５

ｍａｘｐｏｏｌ＿１ ２５ ３２×３２×２５ ２×２ ２

ｃｏｎｖ＿２ ３０ ３０×３０×３０ ３×３×２５ ２

ｒｅｌｕ＿２ ３０ ３０

ｍａｘｐｏｏｌ＿２ ３０ １５×１５×３０ ２×２ ２

ｄｒｏｐｏｕｔ

ＦＣ ２

响，其操作运算如图６ａ所示。其中对于 Ｃ１层，设定
“Ｐａｄｄｉｎｇ”为１，存在公式

ｏ＝ｉ＋２ｐ－ｋ
Ｓ

＋１ （８）

式中　ｉ———输入图像的尺寸
ｐ———填充系数
ｋ———卷积核尺寸　　Ｓ———步长
ｏ———Ｃ１层特征图像边长

经过计算，得到 ｏ＝（６４＋２×１－３）／１＋１＝６４，
特征图和输入图像尺寸一样，但个数由 ３变为 ２５。
试验发现，在网络深度一致的情况下，使用尺寸更

小、数量更多的卷积核能更有效地进行特征表达，实

现准确分类。同理，由于 Ｃ２没有设置填充，经过相
应卷积核运算后，输出尺寸相应减小。然而，经过卷

积运算后得到的输出，本质上仍然是上层输入的线

性函数，因此需要通过激活函数向模型中加入非线

性因素，从而实现向任意函数逼近。其中，ＲｅＬＵ激
活函数（图６ｂ）相对于传统的 Ｓｉｇｍｏｉｄ激活函数计算
量更少，收敛速度更快。同时，ＲｅＬＵ函数会使一部
分神经元的输出为０，使得网络具有稀疏性特点，从
而能更好地挖掘相关特征并减小参数的相互依存关

系，缓解过拟合问题发生。最终，卷积层特征图计算

过程表示为

图 ６　卷积神经网络的操作运算和函数

Ｆｉｇ．６　Ｍａｊ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ＮＮ

ａｌｎ (＝ｆ∑
ｍ
（ａｌ－１ｍ ｋ

ｌ
ｍ，ｎ）＋ｂ )ｌｎ

ｆ（ｘ）＝ｍａｘ（０，ｘ
{

）

（９）

式中　ａｌｎ、ａ
ｌ－１
ｍ ———第 ｌ、ｌ－１层的第 ｎ、ｍ个特征图

ｋｌｍ，ｎ———作用在２个特征图之间的卷积核

ｂｌｎ———偏置项
（３）池化层
作为特征映射，池化层通常同卷积层、激活层级

联出现。通过对得到的卷积图进行下采样得到池化

特征图，能在有效降低特征维度的同时，尽可能地保

留原始信息。同时，池化运算也能实现平移不变性、

旋转不变性及尺度不变性，并扩大感知野。池化层

特征图计算过程表示为

ａｌｎ＝ｒ
ｌ
ｎ
１
ｓ２∑ｓ×ｓ ａ

ｌ－１
ｎ ＋ｂｌｎ （１０）

式中　ｓ———下采样模板尺寸
ｒｌｎ———模板权值

根据模板权值不同，池化方式包括最大池化、平

均池化和随机池化等，本文选用最大池化方式。

（４）ｄｒｏｐｏｕｔ
ｄｒｏｐｏｕｔ是指深度学习网络在训练过程中，对于

网络神经元，按照一定的概率将其暂时从网络中丢

弃。因此，对于随机梯度下降来说，由于是随机丢

弃，所以每个 ｍｉｎｉｂａｔｃｈ其实都在训练不同的网络。
同时，其强迫一个神经单元和随机挑选出来的其他

神经单元共同工作，减弱了神经元节点间的联合适

应性，增强了泛化能力，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正则化

方式。

３２　训练集制作
卷积神经网络相对传统机器学习，需要更多的

训练数据。而传统的基于静态图像的数据采集方式

存在效率低、耗时长等缺点，而对得到的图像，通常

采用旋转、映射变换的方式来扩大数据集。然而，由

于卷积神经网络具有平移不变性、旋转不变性及尺

度不变性等特点，因此可能对模型的泛化能力存在

一定影响。本文在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实现图像

中红枣定位的基础上，结合红枣的最小正外接矩形

参数，选取合适的帧间隔，对图像中的目标分别提取

ＲＯＩ，实现目标从进入场景到离开检测场景的图像
采集，从而提高采集效率。图 ７为某一红枣目标从
“进入”到“离开”之间，采集到的不同时间序列的图

像。

３３　网络训练参数设置

模型引入“ｓｇｄｍ”的梯度下降方式，不同于传统
随机梯度下降方式使得参数更新方向完全依赖当前

的 ｂａｔｃｈ，导致更新不稳定。“Ｍｏｍｅｎｔｕｍ”，即权值动
量因子，通过模拟物体运动时的惯性，即在更新时在

一定程度上保留之前的更新方向，同时利用当前

ｂａｔｃｈ的梯度进行微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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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时间序列图像采集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ｓ
　
性，加快学习速率，并具有一定摆脱局部最优的能

力。模型设定保留原始更新方向比例参数为 ０８。
同时设定学习率为００００１，迭代次数为 ５０次，梯度
更新的最小随机样本数为 １２８，正则化惩罚系数为
００００１。同时，为了随机生成更多的网络结构，设
定隐含节点 ｄｒｏｐｏｕｔ率为０５。

４　试验与结果分析

４１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实现目标定位效果
经过预处理操作后，根据 ２１节和 ２２节的原

理概述，进而建立图像坐标系、提取目标正外接矩形

　　

参数、设置边界判断条件、位置坐标映射、最短路径

搜索判断、坐标更新传递，使得红枣目标能够随视频

时间序列实现定位。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显示算

法对场景中每个红枣目标的定位效果，根据目标在

场景中出现的顺序，用相应的序列数字作为每个红

枣目标独有的标签。试验选取１０段实时检测视频，
且每段视频都包含 １０颗红枣，累计 １００颗红枣目
标。运行算法，１００颗红枣目标被识别和标记，试验
表明，对红枣目标的定位、标记正确率为 １００％。如
图８所示，１０颗红枣被正确定位，且根据进入场景
的顺序，被赋予正确的标签。

图 ８　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的目标定位效果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ｒａｍｅｓ
　

４２　基于集成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缺陷红枣识别
分别采集有虫蚀、霉变、裂痕和黑头的１４０颗缺

陷红枣和１５６颗正常红枣的图像，基于 ３２节所述
的样本集制作方法，结合视频图像数据，对红枣目标

进行定位及提取 ＲＯＩ，将提取 ＲＯＩ得到的图像作为
网络模型输入，并最终制得 ８７１个试验样本。试验
按照４∶１比例随机分配训练集和测试集，进行 １０次
模型训练和检测识别，取平均识别率。同时，为了直

观反映模型试验效果，规定缺陷红枣为正样本 Ｐ，正
常红枣为负样本 Ｎ，ＴＰ表示结果正确预测为正样本
数，ＦＰ表示结果错误预测为正样本数，ＴＮ表示正确
预测为负样本数，ＦＮ表示错误预测为负样本数，进
而得出

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Ｐ＋ＴＮ

ＴＰ＋ＴＮ＋ＦＰ＋ＦＮ
×１００％ （１１）

ＦＲｅｃａｌｌ＝
ＴＰ

ＴＰ＋ＦＮ
×１００％ （１２）

式中　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识别正确率，体现算法的整体识
别效果

ＦＲｅｃａｌｌ———召回率或查全率，表示模型对缺陷
红枣的识别精度

在进行集成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训练时，每次同

样随机选择训练集中的 ８０％作为训练样本来构建
基础树模型。试验发现，经过 ５０次迭代训练后，可
以实现对训练集的识别正确率达到 ９９％以上，网络
得到了较好的收敛，达到了预期的训练效果。按照

图５所示的模型架构，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对训练集
进行检测，识别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模型缺陷识别结果

Ｔａｂ．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ｅｔ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训练集识别

正确率／％

测试集识别

正确率／％

召回率／

％

ＲＧＢ、ＨＳＶ＆ＳＶＭ ８７５６ ８６６２ ８７４１

ＧＬＣＭ＆ＳＶＭ ８６９８ ８６４０ ８４２３

基础 ＣＮＮ模型 ９９２２ ９５８２ ９５５０

Ｅ ＣＮＮ（３棵树） １００ ９８５１ ９８２１

Ｅ ＣＮＮ（５棵树） １００ ９８４５ ９８５７

　　如表２所示，试验使用了 ５种不同的识别模型，
基于传统的颜色、纹理识别模型，试验提取图像 Ｒ、Ｇ、
Ｂ和 Ｈ、Ｓ、Ｖ分量的均值、方差作为颜色特征，采用常
用的灰度共生矩阵（ＧＬＣＭ）进行纹理特征提取，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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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使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分类器得到识别结果。通
过对比发现，卷积神经网络的识别正确率和召回率都

在９５％以上。因此，相比传统的颜色、纹理分类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在特征表达和分类识别上具有明显的

优势。同时，相比基础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基于集成

学习方式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Ｅ ＣＮＮ）集合随机
森林算法特点，通过构建基础树模型，根据每棵树的

输出结果通过“投票”得到模型最终结果，能有效提高

模型的泛化能力和识别正确率。文中试验了 Ｅ
ＣＮＮ（３棵树）和 Ｅ ＣＮＮ（５棵树）２种Ｅ ＣＮＮ模
型，相比基础 ＣＮＮ模型，识别正确率和召回率都提高
２个百分点以上，证明了Ｅ ＣＮＮ模型的有效性。同
时对于本次试验，３棵基础树和５棵基础树构建的分
类模型输出结果近似，因此在实际使用中需要不断试

验得到最佳树模型数。

５　结论

（１）基于帧间最短路径搜索实现目标定位的方
　　

法，使得待测目标的位置信息能够随视频序列进行

传递，避免了传统的复杂传感器电路设计。试验表

明，检测场景中目标定位正确率达到１００％。

（２）基于帧间路径搜索的目标定位方法，结合

视频数据，能快速、有效地制作数据集。同时，由

于传统的数据集扩充方法受卷积神经网络平移不

变性、旋转不变性及尺度不变性特点影响，本文提

出的数据集制作方法能从数据上提高模型的泛化

能力。

（３）基于“Ｂａｇｇｉｎｇ”学习方式，集成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Ｅ ＣＮＮ）。通过构建较“浅”的基础树模

型，结合“投票”机制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和学习

能力。试验表明，模型的识别正确率和缺陷红枣的

召回率都达到９８％以上，该模型在相机像素普遍较

低、计算能力有限的生产背景中，有着较大的研究价

值和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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