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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

张利峰

（金陵科技学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传统算法在进行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时，对模糊隶属函数的计算不准确，因此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

低。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 算 法。检 测 传 输 感 知 图 像 的 模 糊 边 缘 信 息；

计算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实现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仿真 实 验 结 果 表 明，设 计 的 模 糊 处 理 算 法

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最高可达３７．０４ｄＢ，对照组最高为２３．０５ｄＢ，设计的模糊处理算法模糊处理能力

更强，可以实现对传输感知图像的高质量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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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感知图像传输的模糊处理算法在移动通信领域的不断发展，感知图像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无线网

络环境下的传输。传统模糊处理算法主要依靠高斯模糊，其可以理解成每一个像素都取周边像素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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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数值上，平均值是一种“平滑化”；在图形上，就相当于产生“模糊”效果，根据平均值确定的“中间点”
就会失去细节。为了在无线网络环境下高精度地传输感知图像，对模糊处理算法的优化设计已经成为广

大科技人员的重点研究问题［１］。无线网络环境与有线网络环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无线网络环境信道

环境恶劣且具有时变特性。这意味着，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在无线网络环境下面临巨大挑战，主
要表现在传输感知图像模糊处理的图像质量。为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确保实时图像信息的精准传输，
本文提出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２］，在无线信道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按照无线网络

环境下的无线网络协议对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进行优化设计。由于无线网络环境具有时变特

性，可以将无线信道看作是一个时变的网络环境［３］，本文主要从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方面入手，
该信噪比是保证传输感知图像模糊处理效果的主要衡量标准，而针对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进行

无线网络环境的设定有利于大幅度提高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精度。

１　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

１．１　检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边缘信息

在无线网络环境的特定条件下，利用环境下的图像信号编码／解码层、图像信号交换层以及无线连接

网络层对传输感知图像进行预处理。无线网络环境下的无线网络连接及对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流

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流程

由图１可知，针对无线网络环境时变特性，按照实时ＴＣＰ（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协议即可

连接无线网络环境［４］。在检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边缘信息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传输感知图像的方向性

以及边缘性信息之 间 的 细 微 差 异，通 过 模 糊 处 理 算 法 的 自 适 应 变 换，检 测 传 输 感 知 图 像 的 模 糊 边 缘 信

息［５］。传输感知图像低频部分的模糊边缘信息仅为传输感知图像的近似分量；但高频部分的模糊边缘信

息具有不同程度的稀疏性［６］。水平模糊边缘信息具有列稀疏性；垂直模糊边缘信息具有行稀疏性；对角模

糊边缘信息具有对角稀疏性。

１．２　计算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

在明确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边缘信息的基础上，使用模糊处理算法对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

进行计算［７］。设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为Ｅ。

Ｅ＝ １
ＭＮ∑ｉ （１）

公式（１）中，Ｍ 是传输感知图像高频部分的模糊边缘稀疏值；Ｎ 是传输感知图像低频部分的模糊边缘近似

分量；ｉ是模糊处理算法的自适应变换次数，为实数。得出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后，再运用模糊

处理算法对模糊隶属函数进行模糊变换，设变换后的模糊隶属函数为Ｄ。

Ｄ＝ １
ＭＮ∑ｉ

Ｅ（ ）Ｃ （２）

公式（２）中，Ｃ是传输感知图像中的边缘矢量。在公式（２）的基础上得出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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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编码

序号 模糊隶属函数编码 取值范围 绝对误差

１　 Ｅ　 ０ ０．０８５　０
２　 Ｄ －２１，１２　 ０．１８５　８
３　 ＥＤ －１８，２９　 ０．２３０　３
４　 ＤＥ －３５，７０　 ０．１０３　７
５　 ＥＤＤＥ －６１４，４５３　 ０．１９３　２

根据表１可知，图像关键信息集中在低频信息区域，高频信息区域中图像关键信息分布较少［８］。

１．３　实现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

得出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后，在无线网络环境下对经过模糊处理的传输感知图像进行恢复。
要想实现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还必须确定传输感知图像低频部分的模糊边缘近似分量［９］。本文算法

的优势在于能够将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隶属函数，代入无线网络环境得到最终图像编码，减少传统算法根

据平均值进行传输感知图像容易丢失细节的问题，从而完成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

法设计。

２　仿真实验

２．１　实验准备

采用仿真实验的方法，验证无线网络环境下本文提出的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的有效性。仿真

实验内容针对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进行，为确保仿真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整个实验均在统一环境下

进行，仿真实验环境配置要素包括：网络规模ＣＰ２４１００、ＩｎｔｅｌＰ４处理器ｉ７－７５００Ｕ＠２．７ＧＨｚ、４ＧＲＡＭ、支持

８线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专网、ＧＰＲＳ／ＣＤＭＡ无线公网、无线专网、仿真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４ａ。首先设置传

统的模糊处理算法为实验对照组，将传统的模糊处理算法代入主控制器，通过监控设备对图像处理峰值信

噪比进行测试，然后将得到的实验结果发往终端节点。再采用本文设计的模糊处理算法通过显示应用上

传至上位机，同样将得到的实验结果发往终端节点（图２）。在确保仿真实验普遍性的方面，本文设定实验

总次数为２０次，两种模糊处理算法各采集１０组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

图２　两种模糊处理算法的仿真实验流程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与结论

记录１０组实验数据，两种模糊处理算法对于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的差异性如图３所示。可

见本文设计的模糊处理算法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最高可达３７．０４ｄＢ，最低为２７．１８ｄＢ；实验对

照组最低为９．２２ｄＢ，最高为２３．０５ｄＢ。结果表明：设计的模糊处理算法模糊处理能力更强，可以实现对

传输感知图像的高质量模糊处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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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传输感知图像处理峰值信噪比

３　结　语

仿真实验表明，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在对传输感知图像进行模糊处理应用

中具有优势。对比国内图像模糊算法研究现状，如西北大学开展的“航拍图像恢复算法”，采用低秩矩阵恢

复和归一化稀疏先验的技术路径实现无线图像传输的模糊处理，但是由于算法复杂，处理时间长，降低了

图像传输处理的实时性。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算法是针对传输感知图像模糊处理较

为实用、可靠的手段。该算法不但能够完成传统模糊处理算法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够在无线网络环境

下，为传输感知图像的模糊处理研究提供借鉴。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有线网络环境下传输感知图

像的模糊处理算法进行深入分析，这是今后传输感知图像模糊处理算法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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