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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立体图象对中特征的视差确定是计算机立体视觉研究的一个难点，因此在 C"D"EF 初级视觉理论的

框架下，针对生物视觉系统对不同方向特征的不对称处理，结合细胞动力学方程实现了一种基于各向异性竞争的

双目滤波器 ;这种改进了的基于各向异性竞争策略 C"D"EF 系统，由于更有利于将双目特征匹配还原为细胞活性

的自组织活动，因此获得了真实场景中的视差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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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 言

立体视觉技术是计算机视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其难点是图象要素的双目匹配 ;人们知道，

传统的立体视觉研究是在 =,** 理论体系主导下，着

眼于将左右图象要素唯一的匹配上，可是在照明条

件不完全相同的两幅含有噪声和畸变的立体图象对

中确定图象要素，以及解决具有丰富细节图象的多

个图象特征匹配等问题是很复杂的，这就迫使人们

采用另外的思路来考虑这些问题［&］;充分借鉴生物

视觉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进行计算机立体视觉研究已

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在生物视觉研究的基础上，4*(99T2*1 等研究人员

即于 &>>A 年提出了 H"D"EF 理论［$］，并于 &>>B 年又

加以扩展［#］，这是一个基于生物视觉原理的双目视觉

理论框架 ; C"D"EF 理论是以细胞动力学为基础，将

双目视觉中的图象要素还原为许多细胞的活性状态，

并通过细胞动力学中蕴含的竞争和合作机制来实现

图象要素检测及双目特征匹配等功能，从而避免了像

=,** 理论体系那样引入一些与现实场景图象并不完

全相符的约束［#］，同时，C"D"EF 理论还引发人们对

于传统立体视觉理论的一些思考如：（&）传统立体视

觉中的图象要素是人类对世界环境的描述单元，也是

人类对知识的一种提炼，而生物系统的一切辨认（或

思考）过程都归因于神经元细胞响应的活性情况（视

觉过程也不例外），而将生物的视觉过程还原为神经

元细胞的活性情况将有助于人们尝试构建类似于生

物视觉系统那样复杂的立体视觉系统；（$）传统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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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了减少待匹配的图象要素数目引入了诸如连续

性等的约束，但类似连续性约束并不符合自然场景中

大量不连续现象的事实，因此 !"#"$% 理论将双目匹

配过程从“确定图象要素的视差位置”（当人们用视差

层来表示物体距双眼所在竖直平面的远近时，双目匹

配过程即确定了图象要素在哪个视差层面上）转化为

“在某个特定的视差层面上，对特征进行响应的细胞

活性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由于这种转化消除了

在双目匹配过程中所引入的一些未必正确的约束，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双目匹配问题，并可能利于目

标辨识 &
由于 !"#"$% 理论针对生物视觉系统建立了一

个动力学框架，因此它能对一些简单的几何线画图

进行处理，但对于真实图象中存在的噪声干扰、特征

呈现的多方位性和模糊性等现象进行处理时则需要

改进 &考虑到双眼在生物头部的水平位置的差别，在

双目匹配过程中，那些具有水平对比特征的图象要

素，对双目视差的确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决定

双目视差的是那些至少部分含有竖直对比特征的图

象要素［’］，这就要求对敏感于不同方向特征的细胞

不能采用同样的处理 &在 !"#"$% 理论中，进行双目

匹配的双目滤波器是采用各向同性的邻域竞争和层

间竞争来达到细胞活性的分配，并将水平对比的细

胞活性与其他方向对比的细胞活性完全分离，从而

忽略了非水平非竖直方向上对比的细胞活性与竖直

方向上对比的细胞的活性形成的差别，但这将造成

一些特征被表征在错误的视差层面上，并可能对后

续的对比方向分析过程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此，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各向异性竞争的双目滤波器，它是

将生物视觉对不同方向特征的不对称处理，有机地

集成到细胞活性的竞争与合作中，从而有利于形成

正确的特征视差分布 &

! 各向异性竞争的双目滤波器模型

! &! 细胞动力学方程

生物视觉系统对视觉信息的处理是通过各个阶

段上大量细胞的响应来完成的，而 !"#"$% 系统所有

细胞对输入的响应也遵循同一个动力学方程，即细胞

动力学方程，它是根据生理试验数据而总结出来的 &
一般来说，每个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实现都可采用一个

变化的电压 !（ "）（也称为该细胞的活性）来模拟，它

的动力学方程（也称膜电位方程）由下式确定［(］

#$ % )!（ "）
) " % &（!（ "）& ’*%"+）(*%"+ &

（!（ "）& ’%,#-.）(%,#-.（ "）&
（!（ "）& ’-/0-1）( -/0-1（ "）（2）

这里参数 ’*%"+、’%,#-.、’-/0-1分别代表对应于泄

漏、激励和抑制的反电动势，(*%"+是定常的泄漏电

导，而时变的电导 (%,#-.（ "）和 ( -/0-1（ "）则分别是该

细胞对应于激励和抑制的总输入函数 )在具体计算

中，可以不考虑暂态过程的状态变化，因为假定所有

状态在达到稳态后，才对活性进行计算 )通过重新标

定时间后，电容 #$ 项可以设为 2；通过移动 !（ "）的

零电位定义，泄漏反电动势可以设置为 3，这样变换

后，抑制性电位 ’-/0-1是非正的 )
式（2）可以改写为

)!
) " 4 5!! 6（* 5 !）(%,#-. 5（! 6 +）( -/0-1 （(）

式中，! 4 (*%"+ 是 定 常 的 衰 减 率，* 4 ’%,#-. 和

+ 4 7 ’-/0-1 7 )
式（(）的细胞动力学方程是双目滤波器的基础，

系统内几乎所有的方程都是以这个细胞方程为基础

进行相应拓展的 )在式（(）中，引入邻域的激励和抑

制信号便能使方程隐含竞争作用（由近邻的相互抑

制作用实现）和合作作用（由于近邻的相互抑制，从

而使得不远处的细胞活性所受到的抑制得以消除，

从而达到间接合作的作用）)在实现过程中，一些基

于各向异性竞争的双目滤波器各个阶段存在的大量

细胞，即代表相应的处理单元，虽然这些细胞的活性

变化规律是一样的，但它们通过不同的连接来接受

不同的激励性输入和抑制性输入，从而实现视觉处

理的不同功能 )
! )" 双目滤波器

整个双目滤波器系统由如下 ’ 个阶段组成：

!实现照明度补偿的 8/ 细胞和 8!! 细胞处理阶

段；"实现方向对比检测的简单细胞处理阶段；#实

现视差层细胞活性分配的双目竞争合作阶段［(，’］&
（2）8/ 细胞和 8!! 细胞处理阶段

8/ 细胞和 8!! 细胞处理阶段是由对应于视网

膜和侧膝体的 8/ 与 8!! 通道的中心9周边相互作

用组成的 & 在系统中，“中心激励，周边抑制”的 8/
细胞和“中心抑制，周边激励”8!! 细胞补偿了左右

照明不同的影响，它们敏感于每个细胞的感受野所

张成的局部图象区域的相对对比度 &通过对左眼图

象和右眼图象的 8/ 通道响应和 8!! 通道响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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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波整流，以产生有向简单细胞的输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和 ((**"# 分别是 () 细胞和 (** 细胞的输出，

上述方程与细胞膜电位方程对应，其中：("#为输入图

象；’%&和 +%&分别代表方差不同的高斯卷积核；- 代

表细胞活性的上界；. 代表细胞活性的下界；而 !"#和

*"#分别与激励和抑制的输入对应；操作［］$ 表示半波

整流 /式（"）式（+）对左右眼输入图象均起作用 /
（,）简单细胞处理阶段

简单细胞处理阶段首先是由伸长的对比检测器

组成的，它可用于完成一定方向上的局部对比度的

检测，即有向滤波 /该过程是简单细胞首先对预定的

方位极性或对比度方向产生反应；然后系统输出经

过半波整流便被输入到复杂细胞级（即双目竞争合

作阶段）进行处理，而双目滤波器也是采用 -./01 滤

波器来实现有向滤波的功能 / 该滤波器是由一个正

弦项和一个指数项的乘积组成 / 简单细胞处理阶段

依对比极性的不同，而形成正负极性的输出，分别表

示“由暗到明”和“由明到暗”的对比极性 /

+01"#2 %
2

,!"3"4
345 & 2

,
（ 0 & "）607 !2( )5 &（ 1 & #）789 !2( )5

"
( )

3

,[{ $

（ 0 & "）789 !2( )5 $（ 1 & #）607 !2( )5
"

( )
4

] },

（:）

*. 6 7，8 6 )
"#2 $ ! +01"#2(. 6 7，(); (**

"# )! +01"#2(. 6 7，(**; ()[ ]"#
8

（<）

其中，+01"#2是有向卷积核，*. 6 7，$ 6 &
01"#2 分别表示对应于

左右眼输入图象的简单细胞正负极性输出 /
（"）双目竞争合作阶段

双目竞争合作阶段是双目匹配中最关键的一

步，因为生物视觉系统正是通过双目竞争和合作才

能从左右两幅图象形成各个深度平面上的响应 /
在该阶段，首先，将来自简单细胞的信号以下述

方式进行组合

9"#2: $ !
.

; $ 2
<:;2*. 6 7，8

"，# 8 ;，2 8!
7

= $ 2
<:=2*. 6 7，8

"，# 8 =，( )2 )

!
.

; $ 2
<:;2*. 6 7，)

"，# 8 ;，2 8!
7

= $ 2
<:=2*. 6 7，)

"，# 8 =，( )2 （=）

其中，*. 6 7，$ 6 &
"#2 是方向为 2 的简单细胞的正负极性

输出；<:;2和 <:=2 是对应于将信号调谐到各个视差

层 : 上的权函数（这可以通过对标定图象的学习或

由经验来获得具体值）；;，= 是下标计算的索引号 /
虽然每个简单细胞只敏感于一种对比度极性，但通

过上述这种方式的组合，复杂细胞一般也能汇合相

反对比度极性的信号，使得具有相同对比度极性边

缘的双目匹配变得容易 /
各向异性双目竞争阶段细胞活性的动力学方程

用如下方程式表达：

#’"#2:
# , $ )!（2）’"#2: 8（- ) ’"#2:）>"#2: )

（ ’"#2: 8 .）?"#2: （>）

其中

>"#2: $ !
0
7029"（ # 8 0）2: （2?）

?"#2: $ ! (
0
!

@
（ A 607（2）A 3（ ’"，# 8 0，2，@）B"，# 8 0，2，@）8

@ 789（2）A C029"（ # 8 0） )2: （22）

通过与细胞动力学方程比较可以发现：>"#2:对

应着激励输入；?"#2:对应着抑制输入；702是与方位和

距离有关的系数矩阵；信号函数 3 是具有阈值#@ 的

半波整流模拟信号（只有保证细胞本身活性在一定

阈值之上，才能激发对其他细胞的抑制）；B"（ # $ 0）2:@

代表对视差 @ 和视差 : 编码的细胞间的抑制连结矩

阵，其参数是通过经验来获取的，通过抑制连接矩

阵，即可以获得竞争稳定后不同时差层面上的细胞

活性的状态和分布情况；C0 是与距离有关的系数 /
由式（>）、式（2?）和式（22）可以看出，由于细胞活性

的激励输入和抑制输入都受到与方位有关的信号控

制，我们可以通过 702和 !02来控制细胞间竞争的活

性大小和竞争方式，从而达到各向异性竞争的效果 /
细胞活性稳定后，""#2:便代表在深度平面 : 上，

方位为 2，且位置在 "，# 处的细胞活性值，它基本实

现了对左右图象中重要特征的匹配 /

! 实现结果和分析

本文采用拍摄的两幅图象作为测试数据（如图

2），其立体图象对见图 ,，在图 , 的待处理图象中，

人们可以看到图象中存在噪声和由于采样精度不够

或由于灰度转换等引起的边缘模糊现象 / -1077/31A
提出的视差竞争方法对这些噪声和模糊边缘的处理

感到比较棘手，而采用基于各向异性竞争视差竞争

方法后，则能有效地用细胞活性分布来反映立体图

<<,第 " 期 彭雄宏等：基于各向异性竞争的双目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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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中的视差特征 !
将图 ! "# 细胞的输出图与原图比较可以看出，

"# $ "%% 细胞处理阶段成功地消除了照明渐变的影

响 &图 ’ 中的各个子图表示各视差层上细胞对视差

响应的活跃状态，图上的颜色由黑经灰到白表示细

胞活跃强度由大到小，“视差平面 (”“视差平面 !”

分别表示垂直于视线方向的与“双眼”处于由远到近

的几个不同距离的竖直平面，“视差平面 (”表示左

视图象和右视图象的“凝视平面”，处于“视差平面

(”上的特征在左视图象和右视图象中没有视差 &由
于水平特征在水平偏置的两个摄像机所成图象中具

有视差不定性，故而在这 ) 个视差平面上的水平特

征几乎是一样的 &图中可以看出：“视差平面 (”图象

基本上反映了处于“视差平面 (”的视差距离

图 * 测试场景图象获取示意图

左视图象 右视图象

图 + 立体图象对

图 ! "# 细胞的输出

（右图象）

图 ) 简单细胞的输出

（右图象）

图 ’ 各向异性竞争后各视差层上细胞活性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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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黑板轮廓；“视差平面 !”图象反映了处于“视差

平面 !”的视差距离上的投影仪轮廓；“视差平面 "”

反映了处于“视差平面 "”的视差距离上的黑色条棒

轮廓 #这样，图 $ 中各视差层上的细胞活性分布即基

本反映了立体图象对中特征的视差位置 #
由于噪声和模糊轮廓等因素的影响，细胞活性

所反映出的视差分布还存在一些“虚边”、特征不连

续和斑点等现象，而且，由于反映水平特征的细胞活

性在各个视差层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因而需要对这

些水平特征的视差分布进行确定，为此，双目生理视

觉系统的后续步骤将实现虚活性（即由于受噪声干

扰而发生错误匹配所引起的活跃活性）的消除、水平

对比活性的选取以及各方向上边界的优化，从而达

到消除误匹配和将水平活性正确分配到对应的视差

层上以及修正偏移边界的目的 #

! 结 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各向异性竞争的双

目滤波器，首先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双目视觉的

方法，初步实现了将立体图象对中的那些特征映射

成不同视差层上细胞的活性分布，然后用各向异性

竞争的细胞动力学方法实现了生物视觉系统 %&’
(&)* 理论中重要的一个过程，并在 %&(&)* 生物

视觉理论的指导下，将图象中构成物体的各种特征

还原为一群细胞的活性分布情况，这符合“人的一切

思维活动都是由一群神经元的活动情况来反映的”

这一生理学认识，也更有利于充分结合当今神经生

理学，生物解剖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以各种

高层反馈和优化的方式来引导这些神经活性的分

布，特别是在目标辨识过程中可利用高层细胞活性

与理想活性之间的差别来激励和抑制各层细胞的活

性，进而逐步调整细胞活性以正确反映物体深度分

布 #在 %&(&)* 理论框架下，经过对系统的适当改

进，还可以用它来部分解决一些传统立体视觉方法

所面临的难题（如单目信息处理），但在将 %&(&)*
系统逐步改进，以便有效地处理真实复杂场景图象

的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题有待解决，需要做进一步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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