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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加权图像 盲 复 原 算 法。首 先，将 图 像 划 分 成 多 幅 子 图 像，引 入 图 像 梯 度 作

为权重构建加权光学传递函数估计模型，以减少图像纹理对光学传递函数辨识的影响；其次，根据图像信号能量建

立约束方程，采用二分法选择最优复原结果，实现自 适 应 图 像 盲 复 原。仿 真 实 验 和 多 光 谱 遥 感 图 像 实 验 结 果 都 表

明，该算法具有较高的峰值信噪比和结构相似度，能 有 效 恢 复 高 斯 类 模 糊 图 像，增 强 图 像 细 节 分 辨 能 力，提 高 图 像

的主观视觉效果。该算法可应用于数据量大、实时性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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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图像盲复原是在点扩展函数（ＰＳＦ）未知的情况

下对降晰图像进行去模糊处理的一种算法。在实际

成像过程中，大气扰动、相机离焦和观测目标与相机

的相对运动等因素都会导致图像降晰，且这些因素

具有 多 样 性 和 随 机 性，图 像 的ＰＳＦ难 以 控 制 与 预

知，因此图像盲复原问题在光学、天文学、医学以及

遥感等众多应用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图像盲复原算法大致可以分为 两 类。一

类是同时进行ＰＳＦ与清晰图像的估计的算法，如迭

代盲反卷积法［１］、约束递归逆滤波法［２］、全变差正则

化方法［３］、极大似然算法［４］等。但 这 类 算 法 大 多 基

于迭代运算，通常算法缺少稳定性，容易导致局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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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若这类算法想获得稳定的复原结果，则会导致算

法过于复杂，收敛速度慢。另一类算法将真实图像

与ＰＳＦ分开估计，首先利用先验知 识 估 计ＰＳＦ，然

后进行盲反卷积计算得到清晰图像。这类方法算法

相对简单，对计算要求不高且运算速度快，适合大数

据处理或实时性处理，ＡＰＥＸ算法就属于这类算法。

ＡＰＥＸ算法是由Ｃａｒａｓｓｏ等［５－７］在２００１年提出

的一种基于模糊图像频谱分析的盲复原方法。该方

法先利用模糊图像频谱特征来估计成像系统的光学

传递函数（ＯＴＦ），再 采 用 连 续 边 界 慢 演 进（ＳＥＣＢ）
技术复原出清晰图像。该方法可以在十几秒内复原

一幅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的图像。然而，ＡＰＥＸ算

法也有其局限性：首先，ＡＰＥＸ算法需要人为干预复

原过程，交互式选择合适的时间值以确定最优结果，
这使得算法主观性较强且可重复性差，难以广泛应

用；其次，ＡＰＥＸ算 法 只 选 取 一 条 过 频 域 原 点 的 直

线，采用最小二 乘 法 拟 合 出 系 统 ＯＴＦ，对 不 同 区 域

纹理分布差异较大的图像，估算出的参数难以准确

表征成像退化过程，进而影响复原效果。
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关研

究。Ｚｈａｎｇ等［８－９］将图 像 功 率 谱 特 征 模 型 引 入 参 数

估计过程并运用迭代演进方法进行复原，但是其中

涉及交互式 参 数 输 入，计 算 量 大 且 没 有 截 止 条 件。
谢盛华等［１０］和孙雷等［１１］分别选取降晰图像频谱内

多条过原点的特征谱线进行多次拟合取均值以提高

估计精度。随后，王辉等［１２］提出基于多区域的参数

估计来提升图像复原质量。这些算法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ＰＳＦ的估算精度和算法的稳定性，但都

没有解决人机 交 互 的 问 题，因 此，这 些 方 法 仍 然 不

能满足数据量较大、实时性强领域的使用要求。
本 文 提 出 一 种 基 于 能 量 约 束 的 自 适 应 加 权 的

ＡＰＥＸ改进算法，将模糊图像纹理与频谱的关系量

化为权重，用于估算成像系统ＯＴＦ，建立加权ＯＴＦ
估计模型，并将模糊图像亮度信息作为先验知识，推
导出基于图像信号能量的约束方程，控制复原过程。
与ＡＰＥＸ算法相比，本文算法得到的复原图像更加

清晰且复原效果更加稳定，并且不依赖于人为选择

参数，可以应用于数据量大或难以人为实时监测的

领域。

２　基于ＡＰＥＸ算法的图像盲复原模型

线性时不变系统的图像模糊降质过程在空间域

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ｇ（ｘ，ｙ）＝ｈ（ｘ，ｙ）＊ｆ（ｘ，ｙ）＋ｎ（ｘ，ｙ），（１）

式中ｇ（ｘ，ｙ）、ｆ（ｘ，ｙ）分别为退化图像和原始图像

的离散化数字图像，ｈ（ｘ，ｙ）和ｎ（ｘ，ｙ）对应着降质

过程的ＰＳＦ和加性噪声项，＊为卷积，ｘ、ｙ分别为图

像空间域坐标。图像盲复原的目的就是在仅降晰图

像ｇ（ｘ，ｙ）的情况下，利用先验知识，获取原始图像

ｆ（ｘ，ｙ）的一个近似估计。
根据卷积定理，空间域中函数的卷积相当于频

率域中对应的变换式乘积，可得到等价于（１）式的频

率域模型：

Ｇ（ｕ，ｖ）＝Ｈ（ｕ，ｖ）·Ｆ（ｕ，ｖ）＋Ｎ（ｕ，ｖ），（２）
式 中Ｈ（ｕ，ｖ）是 ＰＳＦ 的 傅 里 叶 变 换 式，也 称 为

ＯＴＦ，ｕ、ｖ分别为频率域坐标，其余项为（１）式 中 相

应项的频谱。如果ＰＳＦ在频域可以表示为

Ｈ（ｕ，ｖ）＝ｅｘｐ［－∑
Ｊ

ｊ＝１
αｊ （ｕ２＋ｖ２）βｊ］，

αｊ ＞０，０＜βｊ ≤１，Ｊ≥１， （３）

则可称为高斯类ＰＳＦ模型。一般来说，对于一幅退

化图像，可以假设Ｊ＝１，α决 定 了 模 糊 的 程 度，β取

决于模 糊 的 类 型，调 整 常 数 对（α，β）的 数 值 可 使

（３）式适用于大部分光学系统。特别地，β＝１和β＝
１／２分 别 描 述 了 高 斯 函 数 和 二 维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函 数，

β＝５／６可描述大气湍流长曝光模糊过程［１３］，β＝３／４
则近似于理想 透 镜 有 限 衍 射 的ＰＳＦ，而（α，β）对 的

其他取值对应着大部分的照相胶片的模糊特性［１４］。
在ｈ（ｘ，ｙ）和ｆ（ｘ，ｙ）均未知时，ＡＰＥＸ算法通

过模糊图 像 频 谱 估 算 出 参 数 对（α，β）进 行 图 像 复

原。对于清晰图像，总有ｆ（ｘ，ｙ）≥０，且由傅里叶

变换定理有：

Ｆ（ｕ，ｖ）≤∫Ｒ２
ｆ（ｘ，ｙ）ｄｘｄｙ＝Ｆ（０，０）＝σ＞０，

（４）

式中σ为 归 一 化 常 数，Ｒ２ 为 实 数 域。将（２）式 中

Ｇ（ｕ，ｖ）、Ｆ（ｕ，ｖ）和 Ｎ（ｕ，ｖ）归 一 化 为Ｇ＊（ｕ，ｖ）＝
Ｇ（ｕ，ｖ）／σ，Ｆ＊（ｕ，ｖ）＝Ｆ（ｕ，ｖ）／σ和 Ｎ＊ （ｕ，ｖ）＝
Ｎ（ｕ，ｖ）／σ，并取对数可得到：

ｌｎ　Ｇ＊（ｕ，ｖ）＝
ｌｎ　ｅｘｐ［－α（ｕ２＋ｖ２）β］Ｆ＊（ｕ，ｖ）＋Ｎ＊（ｕ，ｖ）。　（５）

　　大多数情况下，噪声项ｎ（ｘ，ｙ）远 远 小 于 图 像

ｆ（ｘ，ｙ），因此在频 谱 原 点 附 近 总 能 找 到 有 效 估 计

区域Ω＝｛（ｕ，ｖ）｜ｕ２＋ｖ２≤ξ
２｝（ξ为 与 图 像 噪 声 项

相关的 常 数），使 得 噪 声 项 可 以 忽 略 不 计。此 时，
选择合适的常数Ａ 代替（５）式中清晰图 像 频 谱，由

于高斯类ＰＳＦ具有对称性，任选（ｕ，ｖ）平面上 过 原

点 的 一 条 直 线 由（５）式 拟 合 出α和β，进 而 得 到

０２１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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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ｖ）：

ｌｎ　Ｇ＊（ｕ，ｖ）＝ －α（ｕ２＋ｖ２）β＋Ａ，Ａ≤０。（６）

　　由 估 计 出 的 成 像 系 统 ＯＴＦ，ＡＰＥＸ 法 采 用

ＳＥＣＢ反卷积来复原图像，其复原公式为

Ｆ^（ｕ，ｖ）＝

Ｈ－（ｕ，ｖ）Ｇ（ｕ，ｖ）
Ｈ（ｕ，ｖ）２＋（ε／Ｍ）２＋Ｋ－２　 １－Ｈｓ（ｕ，ｖ）２

，

（７）
式中Ｈ

－
为Ｈ的复共轭，ｓ与Ｋ为人为选择参数。Ｍ

和ε分别为图像ｆ（ｘ，ｙ）和噪声ｎ（ｘ，ｙ）的Ｌ２范数

上界，即 ｆ ２≤Ｍ，ｎ ２≤ε。^Ｆ（ｕ，ｖ）为 估 算 出 的

图像频谱，并将其 对 应 的 空 间 域 图 像ｆ^（ｘ，ｙ）代 入

分数扩散方程［１５］：

ｕ（ｘ，ｙ，ｔ）＝Ｈｔ^ｆ（ｘ，ｙ），０＜ｔ≤１， （８）

式中ｕ（ｘ，ｙ，ｔ）为 最 终 恢 复 结 果，ｔ为 时 间，ｔ＝１为

初始模糊图像。ＳＥＣＢ反卷积需要主观尝试一系列

时间值来择优确定复原结果。
从上述复原过程可以看出，基于ＡＰＥＸ算法的

关键之一在于，如何更加稳定且准确地估算模糊图

像ＯＴＦ。拓展ＡＰＥＸ算法应用范围的关键在于，如
何建立合理的约束控制复原，实现自适应复原。

３　基于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加权图像盲

复原

３．１　基于图像纹理信息的加权ＯＴＦ辨识模型

在估计成 像 系 统 ＯＴＦ时，ＡＰＥＸ算 法 使 用 全

幅图像频 谱 进 行 一 次 估 算，可 以 获 得 的 测 量 次 数

较少且忽视了自然图像纹理 特征对其频谱的影响，
随着降晰图 像 尺 寸 的 增 大，其 估 计 精 度 也 会 降 低。
针对这些 问 题，提 出 了 基 于 图 像 梯 度 的 加 权 ＯＴＦ
辨识模型（图１）。将 单 幅 图 简 单 切 割 成Ｑ 块 子 图

像，估算每一子 图 像 的 ＯＴＦ，并 根 据 每 个 子 图 像 梯

度信息分配不同的权重，加权整合出最终的成像系

统ＯＴＦ。

　　基于空间平移不变性，经过降晰过程的一幅图

像，在空间任何 位 置ＰＳＦ具 有 同 一 性，不 同 子 图 像

的ＯＴＦ可以看作同一降质过程ＯＴＦ的多次观测。
不同子图像中的信息可以相互弥补，尽可能地排除

图１ 加权ＯＴＦ辨识模型

Ｆｉｇ．１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像灰度的差异性和噪声对参数的干扰，即使不能

完全准确地拟合出系统 ＯＴＦ，也可以 提 高 ＯＴＦ的

估算精度。
除此之外，每个子图像的纹理与边缘梯度也不

尽相同，而图像自身纹理的差异性对于高斯类ＰＳＦ
的模糊呈 现 出 不 同 程 度 的 频 谱 变 化。经 过 高 斯 类

ＰＳＦ模糊后 的 相 对 平 坦 子 图 像 相 较 于 纹 理 较 复 杂

的子图像能保存更多原有图像的信息。在频域上，
较为平坦的子图像在中高频区域能与清晰图像的频

谱具有更 高 的 吻 合 度。如 图２所 示，用α＝０．１和

β＝５／６的ＯＴＦ对一幅清晰图像进行计算机合成降

质，并截取其中模糊后的较为平坦子图像的图２（ｂ）
和纹理较为丰富的子图像图２（ｅ），与原清晰图像的

子图像图２（ａ）和图２（ｄ）的过原点的频谱线对比，获
得平坦的子图 像 频 谱 图２（ｃ）及 复 杂 纹 理 的 子 图 像

频谱图２（ｆ）。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平坦图像较好

地保留了中高频信息，更利于频域的ＯＴＦ辨识。

　　结合上述图像的模糊子图像频谱与清晰子图像

频谱的拟合关系，以及图像的梯度变化与图像纹理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根据模糊图像的Ｑ 块子图像的

梯度 信 息，通 过 动 态 地 调 整 Ｋ 块 子 图 像 估 算 出

ＯＴＦ的权重，得到能更充分利用图像频谱信息的加

权ＯＴＦ的Ｈ 估计模型：

Ｈ ＝ωｉ·Ｈ^ｉ，ｉ＝１，２，…，Ｑ

ωｉ＝Ｇｐｉ ∑
Ｍ

ｉ＝１
Ｇｐｉ

烅
烄

烆

， （９）

式中 Ｈ^ｉ为每个子图像的 ＯＴＦ估算结果，ｐ为非负

整数，起比例缩放的作用。此处采用灰度平均梯度

（ＧＭＧ）作为子图像的纹理变化评价指标，图像纹理

越丰富，灰度平均梯度值越大，因此，比例因子Ｇｉ定

义为每个子图像灰度平均梯度的倒数，即

Ｇ＝
１
Ｇｍｇ

＝
（ｍ－１）（ｎ－１）

∑
ｍ－１

ｘ＝１
∑
ｎ－１

ｙ＝１

［ｇ（ｘ＋１，ｙ）－ｇ（ｘ，ｙ）］２＋［ｇ（ｘ，ｙ＋１）－ｇ（ｘ，ｙ）］２

２槡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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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清晰图像与模糊图像的频谱对比。（ａ）清晰的平坦图像；（ｂ）模糊的平坦图像；（ｃ）平坦图像的频谱；

（ｄ）清晰的复杂纹理图像；（ｅ）模糊的复杂纹理图像；（ｆ）复杂纹理图像的频谱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ｅａ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ａ）Ｃｌｅａｒ　ｆｌａｔ　ｉｍａｇｅ；

（ｂ）ｂｌｕｒｒｅｄ　ｆｌａｔ　ｉｍａｇｅ；（ｃ）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ｆｌａｔ　ｉｍａｇｅｓ；（ｄ）ｃｌｅ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ｂｌｕｒｒ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ｆ）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ｓ

式中（ｍ，ｎ）为子图像尺寸，Ｇｍｇ为子图像的灰度平均

梯度。根据子图像的梯度信息，权重ωｉ决定每个子

图像估算结果的比例。当ｐ＝０时，Ｈ为Ｑ个 子 图

像估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随着幂次ｐ的增大，Ｈ估

算值逐渐趋 向 于 最 平 坦 子 图 像 的 ＯＴＦ值，复 原 图

像的边 缘 也 越 来 越 锐 利。经 过 多 次 实 验，发 现 当

ｐ＝４时整体复原效果最好。
基于图像 纹 理 信 息 的 加 权 ＯＴＦ辨 识 模 型，一

方面利用了平坦区域与清晰图像频域高相似性的优

势，使得拟合结果更准确，提升了图像复原效果；另

一方面综合了复杂纹理区域的估算结果，防止ＯＴＦ
过度拟合所造成的图像边缘过度尖锐，使得拟合过

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将彩色图像看作ＲＧＢ三层

灰度图像进 行 复 原 时，成 像 系 统 ＯＴＦ的 准 确 拟 合

可以更好地恢复和平衡各层图像信息，锐化图像边

缘的同时使颜色更加饱满明亮，这也在多光谱遥感

图像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３．２　基于图像信号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复原方法

为了 解 决 ＡＰＥＸ算 法 中 过 多 依 赖 人 为 选 择 参

数的问题，提 升 算 法 的 应 用 性，分 析 了 ＡＰＥＸ算 法

中清晰图像频谱估 计 值Ａ 对 于 整 个 复 原 过 程 的 影

响，提出基于图像信号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复原方法。
由ＯＴＦ估计模型及清晰图像频谱常数Ａ 的物

理意义可知，频谱估计值Ａ 既与 ＯＴＦ的 参 数 存 在

制约关系，影响 其 估 算 结 果，同 时 常 数Ａ 作 为 清 晰

图像平均能量的估计值，又与复原图像的整体亮度

呈逆向关系，影响复原结果的分辨率。如图３所示，
在仅改变频谱常数Ａ 时 复 原 模 糊 的Ｌｅｎａ图 像，当

频谱估计值Ａ 的 绝 对 值 偏 小 时，复 原 图 像 整 体 发

白，而图像过饱和则可能丢失部分信息；当频谱估计

值Ａ 的绝对值 偏 大 时，复 原 图 像 整 体 较 暗，导 致 图

像暗部细节难以分辨。

　　基于以上分析，将数字图像看作有限能量信号，

定义其信号能量为：

Ｅ ≡∑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ｆ（ｘ，ｙ）， （１１）

式中（Ｍ，Ｎ）为 二 维 图 像 信 号ｆ（ｘ，ｙ）的 尺 寸。将

图像信号能量作为衡量复原图像整体亮度的指标，

当复原图像信号能量与模糊图像信号能量基本一致

时，获得最优复原图像ｆ^（ｘ，ｙ）。基于能量约束的

自适应复原算法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根据模糊图

像估算出 的 成 像 ＯＴＦ，始 终 采 用ｔ＝０时 的ＳＥＣＢ
技术进行反卷积，将复原图像及模糊图像的信号能

量比值作为反馈，采用二分法调整清晰图像频谱估

计值Ａ，重新估算 ＯＴＦ。当 能 量 比 值 趋 于１时，复

原效果最佳。

经多次实验，频 谱 估 计 值Ａ 取 值 在－３～０之

间，取值误差小 于０．０５时，对 复 原 图 像 的 影 响 主 观

０２１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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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Ｌｅｎａ模糊图像及其复原结果（局部放大）。（ａ）经（α＝０．１，β＝５／６）模糊的Ｌｅｎａ图像；（ｂ）Ａ＝０；（ｃ）Ａ＝－０．５；

（ｄ）Ａ＝－１；（ｅ）Ａ＝－１．５；（ｆ）Ａ＝－２；（ｇ）Ａ＝－２．５；（ｈ）Ａ＝－３

Ｆｉｇ．３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ｎａ　ｗｉｔｈα＝０．１ａｎｄβ＝５／６；

（ｂ）Ａ＝０；（ｃ）Ａ＝－０．５；（ｄ）Ａ＝－１；（ｅ）Ａ＝－１．５；（ｆ）Ａ＝－２；（ｇ）Ａ＝－２．５；（ｈ）Ａ＝－３

图４ 基于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复原算法的具体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视觉上难以分 辨，采 用 二 分 法 选 择 最 优Ａ 值，迭 代

次数不超过８次，运 行 时 间 与 ＡＰＥＸ算 法 相 当，可

以快速完成图像复原。另外，本文算法可以自主选

择最佳复原结果，不需要人为干涉复原过程。这不

但可以提升 算 法 在 处 理 大 量 图 像 数 据 时 的 处 理 速

度，节省资源，而 且 为 算 法 的 应 用 提 供 更 多 的 可 能

性，拓展算法的适用范围。

４　实验结果与对比分析

以２组经典测试图片的仿真实验和２组多光谱

遥感图像的对比实验为例，说明本文复原算法的有

效性及实用性。本文算法均是在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　ｉ５－３４７０
３．２ＧＨｚ主频的计算机、软件平台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
的环境下模 拟 完 成 的。由 于 ＡＰＥＸ算 法 复 原 过 程

中需要人为选择参数，主观性比较强，为了更加客观

地选择ＡＰＥＸ算法的复原结果，将ＡＰＥＸ法复原的

一系列图像中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最大的图像作为

最佳复原结果。

４．１　仿真实验与分析

仿真实验 采 用 大 小 为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的

Ｈｉｌｌ和Ｌａｋｅ图像。采用α＝０．１和β＝２／３的 高 斯

类卷积核对 Ｈｉｌｌ图像进行卷积，生成降晰图像。采

用α＝０．０７５和β＝５／６的降晰函数对Ｌａｋｅ图像进

行卷积，同时加入信噪比为２０ｄＢ的高斯白噪声合

成降质图像。图５（ａ）和图６（ａ）分别为 Ｈｉｌｌ和Ｌａｋｅ
图的原图，图５（ｂ）和 图６（ｂ）分 别 为 对 应 的 退 化 图

像。图５（ｃ）和图５（ｄ）分别为ＡＰＥＸ算法和本文算

法的复原结果。对于含噪降质图像图６（ｂ），结合高

斯平滑进行去噪处理，再通过ＡＰＥＸ算法和本文算

法分别得到复原图像图６（ｃ）和图６（ｄ）。
通过图５和 图６中 模 糊 图 像 和 清 晰 图 像 的 对

比，凭肉眼可见，本文方法复原后的图像不仅棱边清

晰，细节处的分辨能力明显提高，而且在丰富细节信

息与锐化边缘之间取得平衡，使图像边缘衔接处过

渡更加自然，更符合人眼视觉感受。同时，将高斯平

滑与本文算法相结合的复原方式，进一步保证了算

法的稳定性及抗噪性。

　　鉴于以上图像评价较为主观，图像复原的质量

用ＰＳＮＲ和 结 构 相 似 度（ＳＳＩＭ）衡 量。ＳＳＩＭ 的 计

算公式及参数与文献［１６］相同，ＰＳＮＲ计算公式为

ＲＰＳＮ＝１０×

ｌｏｇ１０ ２５５２ ∑
Ｍ

ｘ＝１
∑
Ｎ

ｙ＝１

［ｆ（ｘ，ｙ）－^ｆ（ｘ，ｙ）］２　ＭＮ｛ ｝｝｛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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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Ｈｉｌｌ图像及其复原结果。（ａ）原始图像；

（ｂ）经（α＝０．１，β＝２／３）卷积所得的降晰图像；

（ｃ）ＡＰＥＸ算法的复原结果；（ｄ）本文算法的复原结果

Ｆｉｇ．５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ｂ）ｔｈｅ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α＝０．１

ａｎｄβ＝２／３；（ｃ）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６ Ｌａｋｅ图像及其复原结果。（ａ）原始图像；

（ｂ）经（α＝０．０７５，β＝５／６）卷积的含噪降质图像；

（ｃ）ＡＰＥＸ算法的复原结果；（ｄ）本文算法的复原结果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ｂ）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ｄ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α＝０．０７５

ａｎｄβ＝５／６；（ｃ）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式中（Ｍ，Ｎ）为原始图像ｆ和复原图像ｆ^的尺寸。
表１列出了２种算法复原结果的质量评价指标

对比。由表１可知，本文算法的复原图像具有较高

的ＰＳＮＲ值和ＳＳＩＭ 值，能较好地再现图像的边缘

结构，细节增强，与原图像保持着更高的相似度，且

视觉效果更好。
表１ 算法耗时及复原图像的质量评价指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ｍａｇｅ
ＡＰ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ＳＮＲ　 ＳＳＩＭ　 Ｒｕｎｔｉｍ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ＳＮＲ　 ＳＳＩＭ　 Ｒｕｎｔｉｍｅ／ｓ

Ｈｉｌｌ　 １８．２５６９　 ０．９０１７ — ２３．９６９７　 ０．９２１２　 ２．４６２８

Ｌａｋｅ　 ２２．１７９６　 ０．７１４８ — ２６．１４５５　 ０．８４８４　 ３．５９５３

４．２　多光谱遥感图像复原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本节采用多光谱遥感图像作为测试图像。为了复原

多光谱遥感图像，采用ＲＧＢ彩色模型，提取出多光

谱遥感图像的各分量图像。针对每个通道的图像分

别采 用 ＡＰＥＸ算 法 和 本 文 算 法 进 行 复 原，然 后 将

３个通 道 的 复 原 图 像 合 成 彩 色 图 像。图７（ａ）和

图８（ａ）为９００ｐｉｘｅｌ×９００ｐｉｘｅｌ的 三 通 道 遥 感 图 像

的局部放大图像，图７（ｂ）和 图８（ｂ）为 ＡＰＥＸ算 法

的复原结果，图７（ｃ）和图８（ｃ）为本文算法所得到的

复原图像。

　　由图７和图８可以看出，与ＡＰＥＸ算法的复原

图像相比，本 文 方 法 的 复 原 图 像 具 有 更 清 晰 的 细

节以及更 锐 化 的 结 构 边 缘，且 更 好 地 均 衡 了 各 层

图像信息，颜色更 鲜 艳 明 亮，主 观 视 觉 效 果 得 到 了

明显改善。

５　结　　论

在基于ＡＰＥＸ的 ＯＴＦ辨 识 模 型 下，提 出 了 一

种基于能量约束的自适应加权图像盲复原算法。本

文算法利用自然图像纹理信息，提出融入图像梯度

的幂次加权 ＯＴＦ估 计 模 型，同 时 采 用 图 像 信 号 能

量约束复原过程，实现算法的自动化处理，拓展了算

法的应用范围。在仿真实验中，本文算法能有效恢

复高斯类模糊图像，增强图像细节分辨能力。在多

光谱遥感数据实验中，本文方法的复原图像边缘分

０２１０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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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港口多光谱遥感图像及其复原结果（局部放大）。（ａ）原始多光谱遥感图像；

（ｂ）ＡＰＥＸ算法复原结果；（ｃ）本文算法的复原结果

Ｆｉｇ．７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ｐｏｒ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ｂ）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８ 城市多光谱遥感图像及其复原结果（局部放大）。（ａ）原始多光谱遥感图像；

（ｂ）ＡＰＥＸ算法复原结果；（ｃ）本文算法的复原结果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ｂ）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Ｅ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明、细节丰富且色彩鲜明，明显地提升了视觉效果。
本文提出的复原方法速度较快且稳定性好，具有良

好的可移植性，并且可以应用于星上处理、远程监控

等难以人为参与、实时性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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