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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目標感知程序中亮度、對比與梯度結構之基本效應觀察 

 

學生：江俊良        指導教授：林正中 副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多媒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摘     要 

 

 

本論文旨在觀察利用亮度、對比與梯度之間的交互作用，於灰階影像

中擷取視覺目標的區塊結果，共分成兩個觀察項目：亮度與梯度結構的交

互作用、對比與梯度結構的交互作用。 

 

本論文將亮度與對比分成強、中、弱三個部分，分別與梯度結構的同

向性分佈區域、逆向性分佈區域及散亂性分佈區域交互作用，產生一系列

的目標擷取圖，以觀察其效應。 

 

利用一般化的影像特性，透過不斷的實驗與觀察，探討亮度、對比與

梯度結構對目標擷取的結果與主觀認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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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Observations on Potential Cues Behind Visual Target Perception : 

Intensity, Contrast and Gradient Organization 

 

Student：Chun-Liang Chiang          Advisor：Cheng-Chung Lin 

 

 

Institute of Multimedia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RACT 

 

In this thesis, experiments on using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ntensity, contrast 

and gradient organization(GORG hereafter) for capturing visual targets in a 

graylevel still image will be reported. 

 

The GORG, gradient organization, at a specific locality is an index reflecting 

whether gradients in the neighborhood are mostly in alignment with, opposite to, 

or in randomness with respect to the central gradien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any graylevel image, an associated GORG map can be derived, as well as a 

contrast map too. 

 

Two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during the experiments. The first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ve behavior of intensity and GORG attributes in the product of 

the image and GORG map; the second on that of the contrast map and GORG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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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the another is interested in 

(1) The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ixels of high, medium, and low 

intensity(contrast) along with those of alignment, opposed, and random 

GORG(consequently a outcomes from each of the two observations for 

every image input). 

(2) Getting a preliminary picture of how much the deviation from the 

subjective visual target perception may be using the three cues proposed 

in this thesis for capturing visual target by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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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在電腦視覺的領域中，對於目標擷取（Target Perception）定義就是將

影像中的主體目標與背景分離，以取得主體目標在影像中的分佈區域。依

據人眼的視覺捕捉目標的能力，我們會將注意力放在幾種不同的視覺屬性，

例如：亮度、對比、視深、色彩、影像結構和目標運動等特性。一般來說，

當目標與鄰近區域有著不同的視覺屬性的話，我們將會很容易將其擷取出

來。 

 

通常在進行影像中的目標擷取之前，我們會進行影像分割(Image 

Segmentation)的處理，影像分割的定義就是將影像區分為不同的區塊，而相

同區塊所包含的像素則會有著相同的影像區域特性。藉由影像分割的處理

之後，我們可以再針對每個區塊做適當的處理。 

 

本論文擬藉由對人類視覺捕捉光影特性的有限認識，建構幾個簡單的程

式模組執行影像分割。在此基礎上設計並實作一套流程，利用亮度-梯度結

構與對比-梯度結構之交互效應，自動化擷取輸入影像中之”主體目標區”。

透過對此兩種效應在擷取視覺目標成效上之觀察，分析並探討擷取結果與

主觀認知上的差距。 

 

接下來將會在第二章中介紹一些影像分割所使用的方法。第三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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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論文實驗的動機與構想。第四章說明此篇論文所採用的方法以及處理

的程序。第五章是實驗的結果探討，最後第六章則是結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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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 

 

由於灰階影像中之影像特性諸如亮度及由其導衍而出之光影特性

(對比、梯度等)均有局部同質性分部之特點，故各式光影指標值之分佈

在某種程度上也意謂著影像中視覺目標之所在。影像切割指的即是各類

找出影像中某一光影指標值變化範圍內某一特定區間在影像上分佈區

塊所在之處理手段。本論文所探討之影像切割乃針對靜態灰階影像中之

亮度(intensity)、對比(contrast)及梯度(gradient)三種光影特性指標在影像

中分佈位置之分割而言。 

 

在本章節，我將介紹依序臨界值法(thresholding)[1][2][3][4][5]、對

比與區域合併[6]的影像分割方法，及以人類視網膜的神經結反應現象為

基礎[8]的分割方法。 

 

2.1 臨界值法(Thresholding) 

 

在灰階影像分割的處理方法中，臨界值法是一種簡單且常見的技術，

在大多數的教科書[1][2]與影像分割相關文獻[3][4][5]都會提到其敘述。

通常在影像中，同一個物體表面通常會處於某個亮度範圍，基於這個想

法，我們利用臨界值法將影像的灰階直方圖分割成幾個部分，藉由觀察

或影像特性來決定臨界值所在的位置，以區分出物體與背景。圖 2-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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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4]一個簡單的分割結果，t*為其 threshold。 

 

 
圖 2-1：文獻[4] 結果圖 

 

  除了只利用灰階值統計的直方圖決定臨界值的全域性臨界值法

(global thresholding)之外，也有將影像裡的空間分佈特性與灰階直方圖

整合起來決定不同區域的臨界值，以使每個分割區域更為完美，這種方

法就叫自適應臨界值法(adaptive thresholding)，這種方法會以自定的結

束準則來優化分割區域。圖 2-2 是考慮灰階直方圖與空間特性的一種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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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文獻[5]的結果圖 

 

2.2 對比與區域合併 

 

  文獻[6]介紹一種以影像對比(contrast)為基礎的彩色影像分割方法，

其作法乃利用每個像素的色彩資訊，依據自定的公式得到 0°、45°、 

90°和 135°這四個方向的對比值，之後利用 adaptive thresholding 來優化

一些邊界資訊，然後依據 2 個準則決定每兩個相鄰像素是不是相同區域。

決定區域的準則如下： 

準則 1：若 2 個相鄰像素之間有邊界存在，則不在同一區域。 

準則 2：若 2 個相鄰像素之間沒有邊界存在，則只要它們與共同相

鄰的像素沒有不一致的情況，就可以當做在同一區域。例

如：A、B 與 C 都相鄰，如果 A、B 符合準則 2，則 A 與 C

及 B 與 C 皆同區域或皆不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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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是文獻[6]的處理流程圖，圖 2-4 是文獻[6]與文獻[7]的結果比

較，(b)是文獻[6]結果圖，(c)~(e)則是文獻[7]在不同 threshold 的結果。 

 

 

圖 2-3:文獻[6]的處理流程 

 

 

圖 2-4：文獻[6]與文獻[7]的結果比較圖 

 

2.3 灰階圖相對亮區與暗區分割 

 

  文獻[8]以眼睛視網膜上的神經結對光線刺激的反應現象作為影像

切割基礎以輔助找尋影像中的目標。center-on 的反應現象指的是某些神

經結只對中心區域的光線刺激有反應，center-off 的反應現象指的是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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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經結只對周圍區域的光線刺激有反應，圖 2-5 是光線剌激的感受場示

意圖。 

 

 
圖 2-5： (a)Center-on 光線感受場      (b)Center-off 光線感受場 
 

  文獻[8]利用 2 個濾波器來模擬 center-on 及 center-off 感受場與輸入

影像經由 bipolarized convolution(BiCVL)得到 2 張不同的感受結果圖

(Mbindx及 Mdntr)，再分別處理取得 Importance Map(Ibindx及 Idntr)，之後將

2 張 Importance Map 經過 BiCVL 取得目標區域，再利用優化程序將最

終的目標區域尋找出來。圖 2-6 是擷取文獻[8]的一組中間與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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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影像分割研究的觀察，大多數的方法都針對單一的光影特性

擷取及分割影像，但是這種單一光影特性的方法無法完全符合各式各樣

的影像類型，於是本論文在此希望結合多種視覺特性，擷取影像中的主

體目標區域，除了常見的亮度及對比特性外，我們觀察到梯度方向的特

性可以在影像中顯現各個物體的結構，所以本論文在此結合亮度與梯度

結構、對比與梯度結構，期望獲得不錯的結果。 

  

圖 2-6：文獻[8]中間與結果圖 

(a) 原圖 (b) Mbindx (c) Mdntr  

(d) Ibindx (e) Idntr  

(f) Ibindx與 Idntr的 BiCVL 結果  

(g) 優化後的目標區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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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動機與構想 

 

 

在研究一些影像分割的方法之後，我發覺大多數的影像分割方法都只

利用特定的影像特性(例如：亮度、顏色、景深、邊界等)對整張影像進行區

域分割，而沒有考慮到影像中多重影像特性、結構組織的分佈與主觀視覺

觀察的差異，於是本論文就觀察影像中的亮度(intensity)、對比(contrast)與

梯度方向結構(gradient)在影像中出現的區域特性，設計一套方法來處理。 

 

3.1 梯度結構與視覺內涵 

 

梯度方向在影像處理的意義在於小區域亮度由暗往亮的變化方向，而

梯度分佈指的是影像中像素的梯度方向與鄰近像素的梯度方向之間的相似

程度，通常在觀察這個影像特徵時，我們會將其分為同向性分佈區域、逆

向性分佈區域與散亂性分佈區域，現在針對這三項分佈區域進行分析： 

(1). 同向性分佈： 

同向性分佈指的是指定點週邊像素之梯度方向多數與指定點梯

度方向大約同向之區域。通常在同向性分佈區域，我們可以觀察到

大型或大區塊的結構組織與兩大型組織之交界，例如在光線照射下，

在大型表面之邊緣大多會呈現相同的梯度分佈。圖 3-1 是汽車表面

的大面積一致性的光影變化及其梯度方向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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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汽車表面的大面積一致性的光影變化 

 

(2). 逆向性分佈： 

逆向性分佈指的是指定點週邊像素之梯度方向多數與指定點

梯度方向大約呈逆向(近 180°)之區域。通常在逆向性分佈區域，我

們可以觀察到條紋類型的結構組織或者不同結構組織的分界線，例

如動物身上的毛絨、斑馬身上的條紋、物體的邊緣或者是表面內凹

的縫隙(石縫、衣服、皮膚、樹皮皺折)，乃至表面長形凸隆等。 

圖 3-2 為斑馬的條紋結構例子及其梯度方向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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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班馬的條紋結構 

 

(3). 散亂性分佈： 

散亂性分佈指的是指定點週邊像素之梯度方向與指定點梯度方

向差異不具同向性與逆向性特質之區域。通常在散亂性分佈區域，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亮度變化大，但變化的方向很不固定的區域，

例如雜草花叢；或者是亮度變化極弱的區域，例如天空、純色的馬。

如果是分佈在亮度變化極弱的區域，那麼這個區域就不一定能區分

出是背景或是主體目標。圖 3-3 為散亂性結構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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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純色馬、天空與雜草 

雖然由梯度方向的分佈區域可以取得影像中物體組織結構，但是只依

賴這種特性所得到的資訊還是不夠，所以加入亮度與對比的影像特性，以

觀察三者之間的組合與主觀視覺的差距。 

 

3.2 亮度分佈與視覺內涵 

 

亮度是一種最基本且最常用的影像特性，在影像中同一物體表面可能

有不同的亮度分佈(如圖 3-4之長頸鹿)或大致相同的亮度分佈(如圖 3-3之黑

馬)，但是可以在同一張影像中簡單區分出不同物體所在的區域。於是此篇

論文試圖將亮度與梯度方向分佈結合，期望能分析出影像中物體所在的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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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長頸鹿、天空與草原 

3.3 對比分佈與視覺內涵 

 

對比值的定義就是小區域中最大亮度與最小亮度的差距，藉由這個特

性我們可以觀察出在高對比分佈區域有可能是一些輪廓、邊界或表面圖紋

複雜的物體，而低對比分佈區域有可能是背景或物體的表面，例如人的皮

膚、純色動物的皮毛、天空、草原、失焦遠景或近景等。此篇論文將對比

與梯度方向分佈結合，期望能分析出影像中物體所在的區域，並且和亮度

與梯度方向分佈的結合做比較。圖 3-5 為表面圖紋複雜的影像例子。 

 

 
原圖 高對比圖 低對比圖 

圖 3-5 表面圖紋複雜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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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處理方法 

 

 

本論文的目標是觀察亮度與梯度方向、對比與梯度方向的參數混合對

影像中視覺目標之擷取結果，試圖透過實驗與觀察，找到與我們主觀認知

的差距。本章節將針對這些步驟作詳細的說明，說明中將以梯度結構一詞

指稱梯度方向分佈，計分同向性梯度結構、逆向性梯度結構與散亂性梯度

結構三類。 

4.1 系統架構 

 

圖 4-1 系統流程圖  

原始影像 

灰階影像 
梯度方向 

分佈圖 
亮度對比圖 

梯度結構權重圖 

(同向、逆向、散亂) 

亮度與梯度結構

合成圖 

對比與梯度結構

合成圖 

Threshold  Threshold 

亮度與梯度結構

擷取圖 

對比與梯度結構

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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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論文的視覺目標擷取流程步驟如圖 4-1 所示，首先將原始全彩影

像進行色彩轉換(Color Conversion)產生灰階影像，再由灰階影像導出亮

度對比圖與梯度方向分佈圖。之後利用梯度方向分佈圖分別導出同向性

權重圖、逆向性權重圖與散亂性權重圖。 

 

  將灰階影像與亮度對比圖各別分成強、中、弱三種影像，分別與同

向性權重圖、逆向性權重圖及散亂性權重圖相互作用得到一組亮度與梯

度結構擷取圖、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以觀察兩者之間與我們主觀認

知的差距。 

 

4.2 處理步驟 

 

  大部分的影像來源，主要以錄影畫面擷取、數位相機及掃描器等方

式取得，所取得的影像大多是彩色影像，在不同的情況下影像所適用的

色彩模型(Color Model)也不盡相同，常見的色彩模型有 RGB、YUV 與

HSI 等等，各種色彩模型之間通常可以透過幾個簡單的公式相互轉換。 

 

  一般灰階影像(Grayscale)的取得方法，主要是將彩色影像(Color 

Image)的亮度值當作是影像的灰階值，而就目前最常利用的是將 HSI 的

I 值或者是 YUV 的 Y 值視為灰階影像的亮度(Luminance)。其轉換的方

法主要是分別將各自不同的頻道(Channel) 乘上特定權重後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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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常見的 RGB 影像來說，以 HSI 的 I 值的轉換算式為 

Lଵ ൌ 0.333R  0.333G  0.333B 

而 YUV 的 Y 值所採用的轉換算式為 

Lଶ ൌ 0.299R  0.587G  0.114B 

就不同的權重比例轉換將會產生不同的視覺效果。圖 4-2 為 L2的灰階影

像轉換圖。 

 

原始影像 灰階影像 L2 
圖 4-2 灰階影像轉換圖 

 

  在取得灰階影像的亮度對比值之作法上，我們利用灰階影像的亮度

值 L，以下列公式計算對比值 C： 

Cሺx , yሻ ൌ L୫ୟ୶ െ L୫୧୬ 

其中： 

L୫ୟ୶ ൌ  max
ି

୬
ଶஸ୧,୨ஸ

୬
ଶ 

Lሺx  i , y  jሻ 

L୫୧୬ ൌ  min
ି

୬
ଶஸ୧,୨ஸ

୬
ଶ 

Lሺx  i , y  jሻ 

 

處理程序是先設定一個 n*n 的 mask，將灰階影像由左上至右下對每

一個像素進行掃描。當掃描到某一個像素時，將該像素放置於 mask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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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並且在 mask 的範圍內尋找亮度最大值與亮度最小值的差值，當成

是此像素的對比值。圖 4-3 是亮度對比圖。 

 

灰階影像 亮度對比圖 
圖 4-3 亮度對比圖 

 

  決定梯度方向的方法是參考文獻[1][2]中所介紹的方法。首先定義

梯度的表示法： 

L ؠ gradሺLሻ ؠ 
g୶
g୷

൨ ؠ

ۏ
ێ
ێ
ۍ
∂L
∂x
∂L
∂yے

ۑ
ۑ
ې
 

其中 L≣L(x,y)為影像中(x,y)坐標的亮度值，gx為 x 方向的亮度變化量，

gy 為 y 方向的亮度變化量。圖 4-4 為梯度方向示意圖。 

 

 
圖 4-4 梯度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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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得 gx與 gy的操作上，一般可以利用 prewitt mask 或 sobel mask

與灰階影像進行 convolution 的操作。 

g୷ ൌ   h1ሺx  i, y  jሻ．Lሺx  i, y  jሻ

୬
ଶ

୨ୀି
୬
ଶ

୬
ଶ

୧ୀି
୬
ଶ

 

g୶ ൌ   h2ሺx  i, y  jሻ．Lሺx  i, y  jሻ

୬
ଶ

୨ୀି
୬
ଶ

୬
ଶ

୧ୀି
୬
ଶ

 

取得影像座標(x,y)處之梯度強度|L| ൌ  ටg୶
ଶ   g୷

ଶ 與梯度方向

θ ൌ  tanିଵ ౯

౮
，之後利用 gx與 gy的正負方向將θ轉換成 0~360 度的範

圍。圖 4-5 為 Prewitt mask 與 Sobel mask。 

 

h1 ൌ 
1 1 1
0 0 0

െ1 െ1 െ1
൩ 

 

h2 ൌ 
െ1   0    1 
െ1   0    1 
െ1   0    1 

൩ 

h1 ൌ 
1 2 1
0 0 0

െ1 െ2 െ1
൩ 

 

h2 ൌ 
െ1   0   1  
െ2   0   2  
െ1   0   1  

൩ 

Prewitt mask Sobel mask 
圖 4-5 convolution mask 

 

  經過影像的梯度方向處理之後，依據一開始所構思的想法，取得影

像的同向性權重圖、逆向性權重圖及散亂性權重圖。處理程序是設定一

個 n*n 的 mask，將梯度方向分佈圖由左上至右下每一個像素進行掃描。

當掃描到某一個像素時，將該像素放置於 mask 中心，計算 mask 中的

像素梯度方向與 mask 中心像素梯度方向的角度差值，並予正規化(調整

使介於 0°~180°之間)，判斷此像素是否位於同向性、逆向性及散亂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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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依據三個區域的像素累積數量，給予一定的權重，例如位於同向性、

逆向性及散亂性區域的像素數量為 k1、k2及 k3皆小於 n*n，其權重值的

計算為 k1/n
2、k2/n

2及 k3/n
2。 

 

  對於同向性、逆向性及散亂性區域的劃分，目前的實驗結果是將同

向性區域劃分在 0°到 30°的區域，逆向性區域劃分在 145°到 180°的區

域，而散亂性區域劃分在 75°到 105°的區域。圖 4-6 是同向性、逆向性

及散亂性分佈圖之圖例。 

 

  
(a) (b) 

 

圖 4-6 梯度結構權重圖 

(a)同向性權重圖 

(b)逆向性權重圖 

(c)散亂性權重圖 

(c) 
 

  最後將亮度、對比與梯度方向結合，本論文將亮度與對比分成強、

中、弱三部分，分別與梯度方向的三種權重圖交互作用，取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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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將結果分區圖顯示出來。 

 亮度與梯度結構結合圖及對比與梯度結構結合圖的處理公式如

下： 

IABሺx, yሻ ൌ   IAሺx  i, y  jሻ．IBሺx  i, y  jሻ

୬
ଶ

୨ୀି
୬
ଶ

୬
ଶ

୧ୀି
୬
ଶ

  
0  x  map_w
0  y  map_h  

其中 IA是亮度值或對比值，IB是梯度結構的權重值，n 為 mask 大小。 

 

處理程序是先設定一個 n*n 的 mask，將灰階影像圖或亮度對比圖由

左上至右下每一個像素進行掃描。當掃描到某一個像素時，將該像素放

置於 mask 中心，並且在方向權重圖的相對位置也取一個 n*n 的 mask

大小的區域，進行 convolution，當做此像素的數值。 

 

在上述的處理過程中，本論文將亮度值與對比值分成高、中、低三

部份進行處理轉換，再與梯度結構進行結合： 

(1). 高亮度(對比)轉換： 

直接取影像灰階圖與亮度對比圖的數值，數值的範圍為 0~255。 

(2). 中亮度(對比)轉換： 

一開始的構想是先取得影像灰階圖與亮度對比圖的數值，依據公式：

L୬ୣ୵ሺx, yሻ ൌ ටሺL୭୪ୢሺx, yሻ െ L୫୧୬ሻ．൫L୫ୟ୶ – L୭୪ୢሺx, yሻ൯ 

其中 Lmin為 0，Lmax為 255，L 為亮度值或對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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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轉換。後來在實驗過程中發現有些影像統計會集中在某些範圍，

導致結果與高亮度(對比)或低亮度(對比)的結果相似，於是改以原

影像的平均值來動態調整 Lmin與 Lmax的範圍進行轉換。 

 

先計算整張影像的亮度值平均值與對比值平均值，如果平均值偏向

高亮度(對比)，就將低於平均值的範圍正規化調整(normalize)成平

均值到最大值的範圍大小。反之若平均值偏向低亮度(對比)，就將

高於平均值的範圍正規化調整成平均值到最小值的範圍大小。圖

4-7 為平均值偏向高亮度(對比)的轉換示意圖。 

 

 

圖 4-7 中亮度與中對比轉換示意圖 

 

(3). 低亮度(對比)轉換： 

先取得影像灰階圖與亮度對比圖的數值，依據公式： 

L新值ሺx, yሻ ൌ 255 െ L原值ሺx, yሻ 

進行轉換。 

 

經過亮度(對比)與梯度結構的結合處理之後，計算每張處理結果圖

Lmin 

mean‐k 

Lmin 

0 

Lmax 

255

mean

 

0 

Lmax 

255

mean

令 K = Lmax – mean 

則 Lmin = mean ‐ k 

將 0~mean 之間的數值

normalize 到 Lmin~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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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與標準差，令 threshold=平均值+k*標準差，當像素值小於該

threshold 時輸出值為 0，反之若不小於該 threshold 則輸出值為 1。圖 4-8

為美洲豹灰階圖，圖 4-9 為該影像的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圖 4-10

為該影像的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4-8 美洲豹 (1190x798) 

 

美洲豹是一種斑紋複雜的動物，表面上由高亮度的紋路與低亮度的

班塊組成。就主觀上的觀察，在高亮度、低亮度及高對比的擷取會有不

錯的結果，因為原始影像比較大，使得斑塊與紋路所構成的面積皆不小，

所以光影變化多處於同向性及逆向性的分佈，配合上背景的牆壁與岩石

多處於亮度變化不大的低對比區與同向性、散亂性分佈，所以在高亮度

與同向性結構、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及高對比與同向性結構應該有不錯

的視覺擷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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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4-9 美洲豹：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4-9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單純就美洲豹的身體來

看，高亮度與同向性結構及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有著互補的擷取結果，

然而因為背景所處的區塊有部分與低亮度同向性結構相似，導致在低亮

度與同向性結構的擷取結果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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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4-10 美洲豹：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4-10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美洲豹的圖紋複雜且亮

度分明，所以在高對比及中對比有較佳的擷取結果，但是因為背景多屬

於中、低對比，所以在中對比與同向性結構的擷取結果也不算太好，而

對比的特性主要表現在輪廓上，所以必須配合亮度的特性擷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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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結果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將針對幾種類型的影像來做主觀視覺分析，再

探討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及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與主觀

的差距。 

 

5.1 影像類型的探討與比較 

 

首先我們將影像中的主體目標分成斑紋皮毛類的主體目標、斑塊皮

毛類的主體目標、純色皮毛類的主體目標、人/人造物的主體目標以及

毛絨絨的主體目標，分別處於單純背景或複雜背景中，先進行影像在主

觀上的分析，再探討高、中、低亮度與梯度結構及高、中、低對比與梯

度結構之擷取結果。 

 

單純背景與複雜背景的分類，本論文主要是以背景的型式來區分，

例如只由大面積的失焦模糊影像、雜草叢或純色牆壁等所建構的背景視

為單純背景，而多種類的影像所建構的背景則視為複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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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斑紋皮毛類與單純背景： 

 

圖 5-1 長頸鹿 (1024x768) 

 

圖 5-1 是長頸鹿與單純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在亮度

上呈現高、低亮度的分佈，而且斑塊與紋路之間的亮度分明，所以有高

對比的特性存在，由於斑塊與紋路所佔的區域皆不小，所以在交界及所

在的區域有著同向性結構與逆向性結構，所以在高、低亮度、高對比與

同向性、逆向性結構的擷取應該會有不錯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雜草多以高、中亮度、高、中對比的逆向性及散亂性

結構為主，失焦的草原背景以高亮度、低對比的散亂性結構為主，失焦

的樹叢以低亮度、低對比的同向性或散亂性結構為主，所以在此影像中

影響應該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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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2 長頸鹿：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在高亮度與同向性結構

及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有互補作用，但因為失焦的樹叢與主體目標有相

似的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所以也一同擷取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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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 長頸鹿：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3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在高對比與同向性結構

可以有效擷取長頸鹿的區域範圍，而且在高對比區有可能影響到主體擷

取的雜草叢，也因為結構的不同而影響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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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斑紋皮毛類與複雜背景： 

 

圖 5-4 花豹 (515x344) 

 

圖 5-4 是花豹與複雜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在亮度上

呈現高、低亮度的分佈，此張影像因為本身偏小，導致主體的斑紋密集，

所以主體呈現高對比的特性，而且因為斑紋小而密集，使得身體構造以

逆向性及散亂性結構為主，所以在高、低亮度、高對比與逆向性、散亂

性結構的擷取應該會有較明顯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在主體後方的背景以中、低亮度、低對比的同向性、

散亂性結構為主，而主體所在的樹幹則以高、低亮度、高對比與逆向性、

散亂性結構為主，與主體的特徵相似，所以應該會與主體一同擷取出

來。 

   



30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5 花豹：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5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因為背景複雜，只有在

高亮度與逆向性結構的擷取可以獲得還可以的結果，而在高亮度與同向

性結構中，發現主體有部分落在這個擷取結果中，但由於背景的影響很

難加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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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6 花豹：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5-6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光就亮度對比圖的觀察，

就可以發現高對比會有良好的擷取結果，只是樹幹的特性太相似，完全

找不到方法將兩者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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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斑塊皮毛類與單純背景： 

 

圖 5-7 乳牛 (600x400) 

 

圖 5-7 是乳牛與單純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以大斑塊

所構成，斑塊以高亮度及低亮度的單一色調分佈，在對比的特性上，高

對比可以取得主體及斑塊的輪廓，而低對比可以顯示主體斑塊的區域，

而在陽光照射下，其結構分佈大多處於同向性或散亂性的結構分佈，在

這個觀察下，應該在高、低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中會擷

取到較好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在主體所在的草地以中亮度、低對比的散亂性結構為

主，而遠方樹林的區域可能會以低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

為主。 

   



33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8 乳牛：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8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就乳牛的身體來看，在

高亮度與同向性結構及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有著良好的擷取結果及互

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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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9 乳牛：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9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高對比與同向性結構將

主體輪廓擷取出來，可以配合亮度的特性將主體包起來，而低對比與同

向性結構的擷取就不如預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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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斑塊皮毛類與複雜背景： 

 

圖 5-10 大斑塊的馬 (900x600) 

 

圖 5-10 是大斑塊的馬與複雜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以

大斑塊與部分鬃毛所構成，斑塊以高亮度及低亮度的單一色調分佈，在

對比的特性上，高對比可以取得主體、斑塊的輪廓及鬃毛的區域，而低

對比可以顯示主體斑塊的區域，由於主體處於背光的位置，陽光造成的

亮度變化不大，其結構分佈可能屬於同向性或散亂性的結構分佈，在這

個觀察下，應該在高、低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中會擷取

到較好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樹幹的部分因為背光，所以和主體的低亮度斑塊有相

似的特性，其餘的部分大多為散亂性結構，但是在亮度與對比的分佈範

圍很廣，容易影響主體的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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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11 大斑塊的馬：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1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就主體來看，在高亮度

與同向性結構、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及低亮度與散亂性結構有著相對不

錯的擷取結果，但是仍然受到背景的影響無法準確擷取主體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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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12 大斑塊的馬：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2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就主體來看，在低對比

與散亂性結構及低對比同向性結構似乎會有較好的結果，但是背景的特

性太明顯，使得沒有一個好的擷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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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純色皮毛類與單純背景： 

 

圖 5-13 純色馬 (1024x768) 

 

圖 5-13 是純色馬與單純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以低亮

度的單一色調分佈，在對比的特性上，可以由高對比取得主體輪廓，而

低對比可以顯示主體的區域，由於主體在陽光照射下有著明顯的光影變

化，其結構分佈應該屬於同向性及逆向性結構分佈，在這個觀察下，應

該在低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逆向性結構中會擷取到較好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海面以高、中亮度、中、低對比與散亂性結構為主，

天空以高、中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結構為主，在與主體的特性比較之

後，應該不太會影響到主體的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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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14 純色馬：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4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在低亮度與同向性結構

的擷取結果可算是相當好，而逆向性的結構的影響則沒有想像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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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15 純色馬：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5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原本以為本體會呈現低

對比的特性，但實際上卻因為皮膚的皺摺與受光面的分佈而影響到低對

比的特性，而在高對比的輪廓擷取中，也因為浪花太明顯而一起擷取出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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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純色皮毛類與複雜背景： 

 

圖 5-16 黑猩猩 (1855x1484) 

 

圖 5-16 是黑猩猩與複雜背景所建構的影像，這張影像的主體以低亮

度的單一色調分佈為主及少部分高亮度分佈，在對比的特性上，可以由

高對比取得主體輪廓，而低對比可以顯示主體的區域，由於影像偏大，

所以發現主體身上有很多短毛與皮膚皺摺，其結構分佈應該屬於逆向性

及散亂性結構分佈，在這個觀察下，應該在低亮度、低對比與逆向性、

散亂性結構中會擷取到較好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因為影像偏大且結構複雜，在同向性、逆向性及散亂

性結構都有不少的比例，亮度與對比的範圍應該也不小，所以在各個擷

取結果中，應該都會以小而雜亂地分佈被擷取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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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17 黑猩猩：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7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黑猩猩的身體在低亮度

與逆向性、散亂性結構中都有很好的結果，而在高亮度與逆向性、散亂

性結構中也可找到互補的區域，背景的部分則與一開始的觀察相符合，

在每個擷取結果中都以小而雜亂的區塊出現，應該可以再利用一些影像

處理的步驟與主體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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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18 黑猩猩：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18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雖然就黑猩猩的身體來

看，在中、低對比與逆向性、散亂性結構有不錯的擷取結果，但是在背

景的影響下，在中、低對比與逆向性結構的擷取結果算是比較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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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人造物與單純背景： 

 

圖 5-19 汽車 (780x490) 

 

圖 5-19 是汽車與單純背景所建構的影像，因為展示台上的燈光照射，

使得這張影像的主體以高亮度至低亮度的漸層變化分佈，在對比的特性

上，大部分的區域都屬於低對比區，只有輪廓才是高對比區，由於主體

為平滑且漸層分佈，其結構分佈屬於同向性及逆向性結構分佈，在這個

觀察下，應該在全亮度、高、低對比與同向性、逆向性結構中會擷取到

較好的結果。 

 

背景的部分，地板同樣以全亮度的漸層分佈，與車身的特性相似，

而背景則沒有太大的亮度變化，大多會屬於散亂性的結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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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20 汽車：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0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汽車的車身在全亮度與

同向性結構中的確有不錯的擷取結果，但是車輪並不在這個特性之中，

那是因為車輪為類似的同心圓組成，所以會以逆向性結構為主，地板的

部分則與車身一同被擷取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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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21 汽車：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1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車身在中、低對比與同

向性結構有不錯的結果，輪廓上以高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的擷取

有著不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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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人造物與複雜背景： 

 

圖 5-22 人物 (1024x768) 

 

圖 5-22 是人物與複雜背景所建構的影像，人物的結構主要分成三部

分：平滑單色調的皮膚、結構分明的五官與頭髮、各種不同的衣服，就

這張影像來看，皮膚的部分可以在高亮度與同向性結構中找到，五官與

頭髮則以低亮度與逆向性結構中找到，而衣服則以高亮度與散亂性結構

為主。 

 

背景的部分，左下的人造物應該屬於高亮度與同向性分佈，而其他

的背景則以多種類的結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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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23 人物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3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人物的特性太過分散，

所以只能以多張影像的互補才能較完整取得主體區域，而左下的人造物

似乎因為沒太大的亮度變化，而屬於散亂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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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24 人物：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4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在中、低對比看起來有

不差的結果，而因為背景多為小而雜亂的區域，應該可以再利用一些影

像處理的步驟與主體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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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絨類與單純背景： 

 

圖 5-25 猴子 (1024x683) 

 

圖 5-25 是猴子與單純背景所建構的影像，主體結構以明顯的毛絨結

構所組成，所以在逆向性結構應該有良好的擷取結果，而身體的亮度分

佈是以中亮度為主的全亮度分佈，在對比的特性上，因為是毛絨結構，

所以在局部上會呈現高、中對比的特性，所以在中亮度、高、中對比與

逆向性結構應該有著良好的擷取結果。 

 

背景的部分，近端屬於中、長類的雜草分佈，結構上多為逆向性及

散亂性結構，特性上可能會影響主體的擷取，而遠端的失焦背景則以低

亮度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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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26 猴子：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6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雖然中亮度與逆向性結

構有不錯的擷取結果，但是高亮度與逆向性結構及低亮度與逆向性結構

的互補，看起來的結果更好，近端的雜草特性與主體相近，就結果上來

看，似乎無法與主體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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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27 猴子：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7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中對比與逆向性結構的

確有不錯的結果，而高對比與散亂性結構的擷取還算不錯，應該是因為

毛絨末端容易取得散亂性結構分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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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絨類與複雜背景： 

 

圖 5-28 山獅 (1600x1200) 

 

圖 5-28 是山獅與複雜背景所建構的影像，主體結構以明顯的短毛絨

所組成，所以在散亂性結構應該有良好的擷取結果，而身體的亮度分佈

是以中亮度為主的全亮度分佈，在對比的特性上，因為是毛絨結構，所

以在局部上會呈現高、中對比的特性，所以在中亮度、高、中對比與散

亂性結構應該有著良好的擷取結果。 

 

背景的部分，雪地屬於高、中亮度、低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

為主，而樹林以中、低亮度、中對比與同向性、散亂性結構為主，天空

為高、中亮度、低對比與散亂性結構為主，對於主體的擷取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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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29 山獅：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29 是一組亮度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就主體部位來看，在逆

向性及散亂性結構都有不錯的擷取，但是背景的特性影響太大，無法將

主體擷取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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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0 山獅：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圖 5-30 是一組對比與梯度結構的擷取結果，相對於亮度的特性擷取，

高對比與逆向性、散亂性結構的擷取更好，只要再進行一些處理將小而

零碎的背景區域去除就可以取得主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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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驗結果 

(1.)王建民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31 王建民：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57 

 

 

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2 王建民：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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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純色馬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33 純色馬：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59 

 

 

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4 純色馬：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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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斑馬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35 斑馬：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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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6 斑馬：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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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鳥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37 鳥：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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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38 鳥：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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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獵豹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39 獵豹：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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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40 獵豹：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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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麥町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41 大麥町：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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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42 大麥町：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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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鹿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43 鹿：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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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44 鹿：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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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針鼴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45 針鼴：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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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46 針鼴：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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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猴子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47 猴子：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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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48 猴子：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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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松鼠 

 

  

原始影像   

 
高亮度同向性結構 高亮度逆向性結構 高亮度散亂性結構 

 
中亮度同向性結構 中亮度逆向性結構 中亮度散亂性結構 

 
低亮度同向性結構 低亮度逆向性結構 低亮度散亂性結構 

圖 5-49 松鼠：亮度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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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像 亮度對比圖  

 
高對比同向性結構 高對比逆向性結構 高對比散亂性結構 

 
中對比同向性結構 中對比逆向性結構 中對比散亂性結構 

 
低對比同向性結構 低對比逆向性結構 低對比散亂性結構 

圖 5-50 松鼠：對比與梯度結構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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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論文在此提出一種構想，試圖利用影像中的梯度結構分佈情形與

一般化的特性來擷取主體目標，以方便使用者可以針對主體所在的區域

進行進一步的處理。 

 

本論文的方法仍有許多尚待改進的部分，例如： 

(1). 做為一個主體擷取的方法，本論文所進行的步驟還不夠完整，

後續可以將目前的擷取結果進一步分析與合併，以產生更好的

主體擷取結果。 

(2). 目前的擷取結果還不夠精準，應該可以加入一些優化的處理將

小而分散的背景擷取區域加以分離，以取得更精確的主體區

域。 

(3). 可再引進相關的人眼視覺機制，得到較符合主觀視覺觀察的擷

取特性。 

 

本論文在此起了一個開頭，希望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繼續深入探討

這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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