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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的胡萝卜表面缺陷识别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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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萝卜在生长与收获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外观缺陷，缺陷胡萝卜的剔除是胡萝卜上市销售前的

重要环节。目前缺陷胡萝卜主要依靠人工分选，具有分选标准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成本高等缺点。为了快速、准

确、无损地检测缺陷胡萝卜，将机器视觉技术引入到胡萝卜分选过程中，以提高分选准确率和效率。胡萝卜表面缺

陷包括青头、弯曲、断裂、分叉和开裂等，缺陷特征互不相同，所以不同缺陷需要不同的检测算法。青头检测利用胡

萝卜正常区域与青头区域的颜色差异实现，胡萝卜图像在 ＨＳＶ颜色空间下，利用统计方法确定青头区域 Ｈ、Ｓ和 Ｖ

的判别阈值；弯曲、断裂和分叉识别是根据正常胡萝卜与缺陷胡萝卜之间的形状差异实现，凸壳算法、Ｈｕ不变矩和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算法分别用来检测胡萝卜弯曲、断裂和分叉缺陷；开裂检测则是利用胡萝卜正常与开裂区域的纹理

差异实现，Ｓｏｂｅｌ水平边缘检测算子、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子结合形态学操作实现胡萝卜开裂区域提取。结果表明青

头、弯曲、断裂、分叉和开裂的识别准确率分别为 １００％、９１１４％、９０５７％、９４５７％和 ９５４５％，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９４９１％，满足胡萝卜在线分选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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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胡萝卜（ＤａｕｃｕｓｃａｒｏｔａＬ．）是全世界主要蔬菜
之一，因其富含胡萝卜素、多酚及钙等多种矿物质元

素，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我国是世界上胡

萝卜产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出口也最多。２０１８年全
球胡萝卜产量达４０００万 ｔ以上，其中中国大陆地区
产量达２０００万 ｔ，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然而，由于土壤、水分、环境、收获、
运输的原因，胡萝卜会出现青头、弯曲、断裂、开裂、

分叉和病虫害等多种缺陷
［１－２］

。缺陷胡萝卜会降低

胡萝卜整体销售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欲望，减少种

植企业利润
［３］
。为了提高胡萝卜销售价格、市场竞

争力和农民种植积极性，胡萝卜需要进行分选销售。

而胡萝卜具有产量大、含水率高和易损伤等特点，因

此需要开发一种快速无损检测方法。

机器视觉因其快速、准确、无损和低成本的特点

大量应用于农产品收获和采后处理环节
［４－５］

。机器

视觉识别物体主要是根据物体的颜色特征、纹理特

征和几何特征
［６－７］

。大量学者已经在农产品加工领

域采用颜色
［８－９］

、纹理
［１０－１１］

和几何形状
［１２－１３］

特征

进行农产品缺陷识别方法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
如何使用机器视觉进行胡萝卜在线分选，但限于当

时的软硬件条件限制，离胡萝卜在线分选应用还有

很远的距离
［１４－１５］

。近年来，有学者基于机器视觉技

术对胡萝卜缺陷识别和分级进行了研究，这些算法

均是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开发，其算法运行速度较低，
缺陷识别算法总体识别率低于９２％［１，１６］

。随着软硬

件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机器视觉技术应

用于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赵博等
［１７］
利用机器视

觉技术获取苏叶图像，进而获取叶片最小外接圆及

其直径信息，并根据转换系数获得苏叶尺寸，实现了

苏叶按照尺寸分级的目标。高彤等
［１８］
采用近红外

光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建立了单粒玉米种子

成熟度快速鉴别模型，模型分类准确率可达 ９２％。
吕少中等

［１９］
针对荞麦剥壳机剥壳时不能随原料种

类变化而适时调整砂盘间隙和转速的问题，提出一

种基于机器视觉的荞麦剥壳性能参数在线检测方

法，为荞麦剥壳机自适应最优控制提供数据反馈。

ＡＲＡＫＥＲＩ等［２０］
利用机器视觉技术构建了一套番茄

分级系统，该系统可以判别每个番茄的缺陷和成熟

度，再将番茄自动分到相应等级箱，系统分类准确率

达９６４７％，满足实际生产的要求。ＭＯＭＩＮ等［２１］
利

用机器视觉技术分析杂质和缺陷大豆在不同颜色分

量上的灰度分布集中情况，选取合适的阈值识别并

剔除缺陷大豆和杂质。ＷＡＮＧ等［２２］
设计了白蘑菇

在线自动分级系统，利用分水岭算法、Ｃａｎｎｙ算子和
形态学操作获取白蘑菇的直径，从而根据蘑菇直径

进行分级，该系统每分钟可以处理 １０２４１个蘑菇，
分级准确率达 ９７４２％。上述研究表明，利用机器
视觉技术实现农产品的在线分级是可行的，可以提

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

本文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对胡萝卜的不同缺陷实

现自动识别，根据胡萝卜不同缺陷特征设计不同的

缺陷检测算法。利用胡萝卜青头区域与正常区域的

颜色差异实现青头识别；根据正常胡萝卜与缺陷胡

萝卜之间的形状差异实现弯曲、断裂和分叉的正确

检测；通过胡萝卜正常与开裂区域的纹理差异实现

开裂检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材料为 ２０１９年河北省某农场种植的胡萝

卜，其中青头、弯曲、断裂、分叉、开裂和正常胡萝卜

分别为１３９、７９、１０６、１２９、１３２、１４２个，总计 ７２７个，
放置于４℃冷库中保存直到实验开始。胡萝卜形态
种类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胡萝卜形态图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ｃａｒｒｏｔｓ
　
胡萝 卜 图 像 由 彩 色 ＣＣＤ 相 机 （ＤＦＫ

３３ＵＸ２６５）采集，图像尺寸为１９２０像素 ×１０８０像素，
采用８ｍｍ镜头（映美精公司，德国）。为了获得清
晰的图像，对相机的曝光时间和增益进行了计算调

整
［２３］
。图像处理软件为 Ｐｙｔｈｏｎ３７和图像处理库

ＯｐｅｎＣＶ４００；计算机配置为 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３５５８Ｕ
＠ １７０ＧＨｚ，４ＧＢ内存，５００ＧＢ硬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８１。胡萝卜在线检测示意图如图 ２所示，
该系统在光照箱中放置了两块互呈 １２０°角的平面
镜，当胡萝卜从两块平面镜中间通过时，上方的相机

可一次性捕捉到 ３幅胡萝卜图像，以尽可能多地获
得胡萝卜表面信息，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

所提出的胡萝卜缺陷检测方法可移植到胡萝卜在线

检测系统中。

１２　图像预处理
图像预处理是图像处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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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胡萝卜图像采集系统

Ｆｉｇ．２　Ｃａｒｒｏｔｉｍ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环节，经过预处理后图像质量会得到提高，缺陷特征

会更加明显。图像预处理将胡萝卜区域图像提取出

来，删除其他无关区域。首先根据胡萝卜的灰度直

方图（图３ｂ）将胡萝卜从背景中分割，分割阈值为

ｔ＝
ｐｋ１＋ｐｋ２
２

（１）

式中　ｔ———分割阈值
ｐｋ１、ｐｋ２———灰度直方图的两个峰值

如果图像某点像素值大于阈值 ｔ，则将其像素值
设为２５５，否则设为０。为了使胡萝卜的形态表达不
受影响，在胡萝卜边缘处保留 １０个像素，最后得到
去除无关区域的二值图（图 ３ｃ）。然后将二值图转
换为三通道彩色图，二值图作为掩膜与原图进行形

态学“与”操作得到了去除背景的胡萝卜彩色图像

（图３ｄ）。经过图像预处理后，胡萝卜图像既去除背
景，同时保证胡萝卜无变形，保留原始图像的拓扑结

构，避免识别结果受胡萝卜变形的影响。

图 ３　图像预处理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３　缺陷识别算法
１３１　青头识别算法

青头是胡萝卜的主要缺陷，具体表现为胡萝卜

顶部出现青绿色或紫色，这会导致胡萝卜食用口感

和品质下降，因此胡萝卜青头在市场上不容易被消

费者或加工厂接受，需要在销售前剔除。实验发现，

胡萝卜青头区域与正常区域在 ＨＳＶ颜色空间下饱

和度（Ｓ）和明度（Ｖ）存在明显差异，如图４所示。统
计结果表明青头区域识别颜色范围为

００５≤Ｈ≤０３１
０３８≤Ｓ≤１
００５≤Ｖ≤{ ０５９

（２）

式中　Ｈ———图像色调
根据式（２）可正确识别胡萝卜青头区域，识别

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 ４　胡萝卜正常区域与青头区域的 Ｈ、Ｓ、Ｖ值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ＳａｎｄＶ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ｒｏｔ
　

图 ５　胡萝卜青头识别结果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ｒｅｅｎ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１３２　弯曲识别算法

弯曲是胡萝卜常见缺陷之一，因土壤环境变化，

导致胡萝卜主根下扎及肉质根膨大受阻而不能正常

发育。虽然不会影响胡萝卜主要营养成分，但是弯

曲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欲望，弯曲胡萝卜应在上市销

售前剔除。图６ｂ为弯曲胡萝卜，由图可知弯曲胡萝
卜边缘会有明显的凹陷区域，根据该特点利用凸壳

算法
［２４］
可实现弯曲检测，具体检测步骤如下：①图

像预处理，去除图像背景。②利用凸壳算法拟合胡
萝卜区域，得到拟合后区域 Ｒ１（绿色轮廓）。③计算
得到胡萝卜区域（红色轮廓）面积 Ａｒｅａ和区域 Ｒ１的面
积 Ａｒｅａ１。④定义胡萝卜形状规则度 Ｂ为胡萝卜面积
与凸壳算法拟合面积之比。形状规则度 Ｂ越大表
示胡萝卜越规则。图６ａ为正常胡萝卜，其形状规则
度为０９６，图６ｂ弯曲胡萝卜的形状规则度为０８３。
１３３　断裂识别算法

断裂是胡萝卜在收获或运输过程中由外力作用

导致的缺陷，在断裂处，胡萝卜内部肉质直接与外界

接触，高湿环境容易滋生细菌，造成胡萝卜品质下

降，食用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断裂胡萝

卜还可能影响正常胡萝卜品质，因此在胡萝卜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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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正常与弯曲胡萝卜图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ｂｅｎｄｃａｒｒｏｔｓ
　
运输前需要将断裂的胡萝卜剔除。通过观察发现，

断裂胡萝卜的断裂面通常是与胡萝卜对称轴垂直的

平面，如图７ｂ所示，因此断裂胡萝卜与正常胡萝卜
在形状上存在差异。本算法选择一个正常胡萝卜图

像（图 ７ａ）作为标准匹配模板，利用图像的 Ｈｕ不变
矩

［２５］
将待检测胡萝卜与标准匹配模板和该胡萝卜

的最小外接矩形进行图像匹配，得到两个图像匹配

系数，根据匹配系数判别胡萝卜是否为断裂胡萝卜。

图 ７　正常与断裂胡萝卜图像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ｂｒｏｋｅｎｃａｒｒｏｔｓ
　 Ｈｕ不变矩定义如下：
对于一个离散的数字图像 ｆ（ｘ，ｙ），图像ｐ＋ｑ阶

几何矩定义为

　ｍｐｑ＝∑
Ｎ

ｙ＝１
∑
Ｍ

ｘ＝１
ｘｐｙｑｆ（ｘ，ｙ）　（ｐ、ｑ＝０，１，２，…） （３）

图像中心位置为

ｘ＝ｍ１０／ｍ００
ｙ＝ｍ０１／ｍ{

００

（４）

图像 ｐ＋ｑ阶中心矩定义为

μｐｑ＝∑
Ｎ

ｙ＝１
∑
Ｍ

ｘ＝１
（ｘ－ｘ）ｐ（ｙ－ｙ）ｑｆ（ｘ，ｙ） （５）

式中　Ｎ、Ｍ———图像的高度、宽度，像素
μｐｑ———图像 ｐ＋ｑ阶中心矩
ｘ、ｙ———图像中任一点坐标值
ｘ、ｙ———图像中心点坐标值

归一化的中心矩定义为

ηｐｑ＝
μｐｑ
μρ００

（６）

其中 ρ＝ｐ＋ｑ２
＋１

式中　ηｐｑ———图像归一化的中心矩

μ００———图像０阶矩

ρ———归一化系数
Ｈｕ不变矩定义如下

Ｍ１＝η２０＋η０２

Ｍ２＝（η２０－η０２）
２＋４η２１１

Ｍ３＝（η３０－３η１２）
２＋（３η２１－η０３）

２

Ｍ４＝（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Ｍ５＝（η３０－３η１２）（η３０＋η１２）［（η３０＋η１２）
２－

　　（３η２１＋η０３）
２
］＋（３η２１－η０３）（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

Ｍ６＝（η２０－η０２）［（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

　　４η１１（η３０＋η１２）（η２１＋η０３）

Ｍ７＝（３η２１－η０３）（η３０＋η１２）［（η３０＋η１２）
２－

　　３（η２１＋η０３）
２
］＋（３η１２－η０３）（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

（７）

式中　Ｍ１～Ｍ７———图像不变矩

分别将待检测胡萝卜与标准匹配模板（图７ａ）和
待检测胡萝卜最小外接矩形（图７ｂ）进行匹配，得到两

个匹配系数ｒｅｔ和ｒｅｔ１。胡萝卜是否断裂的判别条件为

ｒｅｔ≥１２且 ｒｅｔ１≤０１２ （断裂）

ｒｅｔ＜１２或 ｒｅｔ１＞０１２ （正常{ ）
（８）

１３４　分叉检测算法

图 ８　胡萝卜直径与长度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ａｒｒｏ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土壤坚硬、透气性差、酸性强容易导致胡萝卜

的肉质根皮孔突起，造成胡萝卜出现分叉的现象。

虽然分叉不会影响胡萝卜主要营养成分，但是分

叉胡萝卜卖相不佳且分叉处易折断，滋生细菌导

致胡萝卜变质腐烂，因此需要将其剔除。通过观

察发现分叉一般都是分布在胡萝卜根部位置，因

此检测时需要判断胡萝卜的朝向。利用胡萝卜图

像直径方向的积分图（图 ８）判断胡萝卜朝向，胡

萝卜直径最大处位于胡萝卜肩部位置。分叉胡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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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在形状上具有多个角点，可以利用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
测算法

［２６］
进行检测。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是取图像上

某个像素的一个邻域窗口，当这个窗口在各个方

向上进行小范围移动时，灰度变化都是最大的，该

点即是角点。具体原理如下

Ｅ（ｕ，ｖ）＝∑
ｘ，ｙ
ｗ（ｘ，ｙ）（Ｉ（ｘ＋ｕ，ｙ＋ｖ）－Ｉ（ｘ，ｙ））２

（９）

式中　Ｅ（ｕ，ｖ）———像素灰度变化值
ｗ（ｘ，ｙ）———高斯窗口函数
Ｉ（ｘ，ｙ）———Ｓｏｂｅｌ梯度函数

对 Ｉ（ｘ＋ｕ，ｙ＋ｖ）进行二维泰勒级数展开得

Ｅ（ｕ，ｖ）＝∑
ｘ，ｙ
ｗ（ｘ，ｙ）（Ｉ（ｘ＋ｕ，ｙ＋ｖ）－Ｉ（ｘ，ｙ））２＝

∑
ｘ，ｙ
ｗ（ｘ，ｙ）（ｕＩｘ＋ｖＩｙ）

２＝

（ｕ，ｖ）∑
ｘ，ｙ
ｗ（ｘ，ｙ）

ＩｘＩｘ ＩｘＩｙ
ＩｙＩｘ ＩｙＩ[ ]

ｙ

ｕ( )ｖ （１０）

设 Ｍ＝∑
ｘ，ｙ
ｗ（ｘ，ｙ）

ＩｘＩｘ ＩｘＩｙ
ＩｙＩｘ ＩｙＩ[ ]

ｙ

，则角点响应度

量值 Ｒ为
Ｒ＝ｄｅｔ（Ｍ）－ｋ（ｔｒａｃｅ（Ｍ））２ （１１）

式中　ｄｅｔ（Ｍ）———矩阵 Ｍ的行列式值
ｔｒａｃｅ（Ｍ）———矩阵 Ｍ的迹　　ｋ———常量

当图像某点的角点响应度量值 Ｒ０时，该点
即为图像角点。

求出胡萝卜根部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数，需要对相邻角
点进行合并，当合并后角点数大于２时，即判断胡萝
卜为分叉缺陷，如图９所示。

图 ９　分叉缺陷检测结果

Ｆｉｇ．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ｒｏｔ
　
１３５　开裂检测算法

胡萝卜开裂缺陷是由土壤水分及生长环境变化

导致，不仅影响胡萝卜的外观品质，还可能将泥土和

细菌带到胡萝卜内部并且难以清洗干净，因此在分

选过程中要将其剔除。开裂检测算法利用 Ｓｏｂｅｌ水
平边缘算子、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子结合图像形态学
操作

［２７］
进行开裂区域边缘提取，具体检测流程如

图１０所示。胡萝卜开裂区域对称轴通常是和胡萝
卜对称轴互相平行，因此首先使用 Ｓｏｂｅｌ水平算子
进行边缘提取（图 １０ｅ），再和 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的边
缘（图１０ｆ）执行形态学“和”操作得到更精确的边缘
（图１０ｈ）。在此过程中胡萝卜边缘一直存在，要准
确提取出胡萝卜开裂区域边缘就要消除胡萝卜边缘

的干扰。首先将胡萝卜二值图（图１０ｂ）进行形态学
“膨胀”操作得到膨胀图（图 １０ｃ），然后将胡萝卜二
值图进行形态学“腐蚀”操作得到腐蚀图（图 １０ｄ），
再将膨胀图与腐蚀图进行形态学“异或”操作得到

加粗的胡萝卜边缘图（图１０ｇ）。最后将含有胡萝卜
边缘的缺陷检测图（图１０ｈ）减去胡萝卜加粗边缘图
（图１０ｇ）得到去除胡萝卜边缘的检测图（图１０ｉ），精
确提取出开裂区域边缘。边缘提取完成后，根据最

后的检测图像素点数量判断胡萝卜是否开裂。

图 １０　胡萝卜开裂检测算法结构图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ａｃｋｃａｒｒｏｔ

２　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检测算法的准确性，收集青头、弯曲、断

裂、分叉、开裂和正常胡萝卜分别 １３９、７９、１０６、１２９、
１３２、１４２个，总计７２７个，识别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

１可得，青头是最容易识别的，识别准确率最高，达
１００％，检测速度最快，达 ２３２５幅／ｓ。青头与胡萝卜
正常颜色有明显差异，因此青头识别算法最简单。弯

曲是胡萝卜较为普遍的一种缺陷，根据胡萝卜形状规

则度Ｂ值来判别，判别阈值根据图１１确定为０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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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弯曲缺陷在几何形状方面与正常胡萝卜有较大的

差别，因此弯曲缺陷识别准确率较高，为９１１４％。此
外，部分误识别为正常是由胡萝卜弯曲不明显造成

的。断裂缺陷的识别准确率最低，只有９０５７％，主要
原因为有些上部断裂胡萝卜会被误判为正常胡萝卜，

另外一些形状短粗的胡萝卜会被误判为断裂胡萝卜。

开裂检测是经过一系列的图像处理提取出开裂区域，

开裂区域的总像素数如图 １２所示，由图可知开裂胡
萝卜图像的最终检测像素数均大于 ２０，且分布范围
较大，而正常胡萝卜数据比较集中，且均小于２０，因此
选取２０作为开裂判别的阈值。胡萝卜开裂缺陷识别
准确率达９５４５％，仍有少量误判，因为某些胡萝卜开
裂区域小、深度浅，会被误判为正常胡萝卜。分叉的

识别准确率较高，达到了９４５７％，识别分叉的关键是
识别出胡萝卜的根部并检测出角点，当根部角点数大

于２时，即判定为分叉缺陷，误判现象主要发生在分
叉较小且突出较小，即角点不明显处。本文提出的胡

萝卜缺陷识别算法综合识别准确率达 ９４９１％，可以
满足胡萝卜在线分选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算

法是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编程语言开发，识别速度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未来会将该算法移植到 Ｃ＋＋开发平台
上。另外，本文胡萝卜数据样本数量较少，未来将增

加样本数量，使其在识别精度和速度方面达到胡萝卜

实际在线分选需要。

表 １　算法识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缺陷类型 数量／个 识别数量／个 识别准确率／％
青头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００
弯曲 ７９ ７２ ９１１４
断裂 １０６ ９６ ９０５７
开裂 １３２ １２６ ９５４５
分叉 １２９ １２２ ９４５７
正常 １４２ １３５ ９５０７
总计 ７２７ ６９０ ９４９１

３　结论

（１）利用胡萝卜青头与正常区域的颜色差异识
　　

图 １１　弯曲和正常胡萝卜 Ｂ值箱线图

Ｆｉｇ．１１　Ｂ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ａｒｒｏｔｓ
　

图 １２　开裂与正常胡萝卜检测图像像素数箱线图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ｉｎｃｒａｃｋ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ｒ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
　
别出胡萝卜青头缺陷，识别准确率达 １００％，识别速
度为２３２５幅／ｓ。

（２）根据正常与缺陷胡萝卜之间的形状差异实
现弯曲、断裂和分叉的正确识别，凸壳算法、Ｈｕ不变
矩和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算法分别用来实现弯曲、断裂
和分 叉 的 正 确 识 别，识 别 准 确 率 为 ９１１４％、
９０５７％和９４５７％。

（３）利用胡萝卜正常与开裂区域的纹理差异实
现开裂缺陷检测，利用 Ｓｏｂｅｌ水平算子、Ｃａｎｎｙ算子
结合形态学操作实现胡萝卜开裂区域提取，识别准

确率为９５４５％。
（４）本研究根据胡萝卜每种缺陷特征分别设计

了相应检测算法，总体识别准确率达到 ９４９１％，满
足胡萝卜在线分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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