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OpenCV 的蜡染图案快速定制系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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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蜡染图案的快速定制, 提高蜡染图案创新设计效率, 研究一种基于 OpenCV计算机视觉库相关函数

和 Python语言的蜡染图案快速定制系统. 该方法通过对蜡染图像进行形态学预处理, 然后使用 canny算子实现蜡

染图案轮廓提取; 随后用户手动选取子图案进行编码提取构型; 通过 Hu矩匹配自动获取纹样空间位置, 结合拓扑

学中的邻接图方法建立蜡染图案构型规则; 提出构型规则重用方法, 在已提取的构型规则上进行纹样嵌入, 使用基

于标识矩阵法的图案嵌入法避免轮廓重叠. 该方法能够使设计结果更加丰富, 有效提高了设计效率. 最后通过蜡染

图案设计原型系统进行蜡染图案创新设计, 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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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Customization System of Batik Pattern Based on Ope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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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rapid customization of batik pattern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innovative design of such

patterns, this study studied a rapid customiz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elated functions of the OpenCV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and the Python language. In this method, batik images were morphologically preprocessed, and the contours of

batik patterns were extracted by the Canny operator. Then, the subpatterns were selected manually to encode and extract

the configuration. The spatial positions of batik patterns were obtained automatically through Hu moment matching, and

the configuration rules for the batik patterns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adjacent graph method in topology. A reuse method

of configuration rules was proposed. Patterns were embedded onto the extracted configuration rules, and the pattern

embedding method based on the identity matrix method was used to avoid contour overlap. This method could enrich the

design resul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design efficiency. Finally, innovative design of batik patterns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rototype system of batik pattern design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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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是指将蜡作为抗染介质应用于织物上, 通过

染色获得图案的技术, 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纺织印

染手工艺, 古称“蜡缬”[1]. 作为一种技术与艺术, 在过去

与现在都是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 承载了少数民族独

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其图案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与

文化内涵, 常被应用于现代设计中. 由于蜡染图案组成

复杂, 其构型与纹样的排布往往是根据设计师的审美

经验与设计经验来进行排列组合, 费时费力且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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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制约. 在图案设计方面, Cui 等[2] 提取形状特征通

过形状文法计算系统生成系列图形模板; Muslimin[3]

提出了一种基于形状文法的设计方法来分析和综合结

构设计中的表示机制; Nasri等[4] 提出一种自动生成原

始和新形式的周期性摩尔几何图案的建模方法; Tian
等[5] 提出了基于分形几何的蜡染花卉图案自动生成方

法, 实现传统手工蜡染图案的计算机自动模拟生成; 张
欣蔚等[6] 通过建立本体模型与形状文法之间的关系实

现复杂图案的快速设计; 李华飙等[7] 通过对不同传统

纹样进行特征分析, 找出其生成规则的异同, 提出了一

种传统纹样统一生成模式; 章义来等[8] 提出了基于分

形规则的陶瓷图案构图模型, 实现图案的快速生成;
Strobbe 等[9] 研究了形状语法在计算机上的实现. 本文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构型规则重用的设

计方法, 通过对构型规则的提取与重用, 实现蜡染图案

快速设计.
本文研究流程如图 1 所示. 首先对蜡染图案的构

图进行分析与表征, 将蜡染图案层次分为主要纹样、

修饰纹样、填充纹样与边框纹样. 然后提取蜡染图案

元素, 通过轮廓匹配获取元素空间位置, 建立拓扑构型

规则. 随后收集蜡染知识了解纹样语义; 对蜡染纹样进

行表征并构建蜡染图像数字资源库; 提出基于标识矩

阵法的图案嵌入方法, 在拓扑构型规则的节点上嵌入

合适纹样, 生成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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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流程图 

1   蜡染图案构型表征 

1.1   蜡染图案构图分析

平面化是蜡染图案的主要构图形式[10], 任何纹样

都可置于同一幅画面中. 蜡染制作者认为“满即多, 全
即美”, 因而在绘制时为了显示出图案的视觉冲击力,
纹样的种类、数量、造型都不受制约, 纹样种类繁多

却不混乱, 给人一种均衡、秩序的视觉感受. 蜡染图案

主要布局方式有以下 3种.
1) 秩序布局: 在构图时选取一种纹样作为主要图

案, 其余纹样根据主要图案的走势进行分布, 如图 2(a)
所示.
 

(a) 秩序布局图 (b) 零散布局图

(c) 分区布局图 
图 2    蜡染图案主要布局形式

 

2)零散布局: 把纹样无规则的放置在画面中, 但纹

样与纹样之间留有一定的留白区域, 大量的留白区域

使得没有关联的纹样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视觉感受,
如图 2(b)所示.

3)分区布局: 使用几何图形来划分整个画面, 每个

区域都是一幅完整画面, 在整体上形成一种秩序, 如图 2(c)
所示.

构型是建筑学中的概念 ,  常用来表达元素与元

素、元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11]; 在蜡染图案中用建筑

学的理论难以对其进行描述, 需要寻找其他方式对蜡

染图案的布局进行描述. 对于图案组成方式, 人们常通

过视觉观察后使用自然语言对其进行描述, 如图 3(a)
所示, 人们会给出“八个鱼纹环绕一个铜鼓纹”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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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描述, 其中“八个”“环绕”“一个”则揭露了该图案的

排布规律, 这种规律用形式化的方式表达为构型; 图 3(b)

和图 3(c) 则展示出即使纹样相同, 构成的不同图案给

人的视觉感受也不一样. 因此把轮廓 c 定义为由 n 个

点组成的一条封闭曲线 c=[a1, a2, …, an]; 图元 e 定义

为由 m 个有限轮廓组成的复合轮廓 e=[ f1, f2, …, fm];

构型 k 定义为有限个图形变换组合的布局规则 k=[λ1,
λ2, …, λr]; 这里的变换包含但不限于基本图形的变换.
 

(a) 鱼绕铜鼓图 (b) 环绕鱼纹图 (c) 对称鱼纹图 
图 3    图案构型和相同图案在不同构型下的视觉观感

如图 3(a)所示, 图中有 9个纹样, 但图元却可以有很

多种, 例如 4个鱼纹可以看作 1个图元, 1个鸟纹可以看

作 1个图元, 4个鸟纹可以看作 1个图元, 1个铜鼓纹也

可以看作 1个图元. 图元是图案组成的基本单元, 也是

图形变换的最小对象. 为了更好地描述蜡染图案中纹

样的层次关系, 提出一种基于蜡染图案的层次表达方法. 

1.2   蜡染图案层次信息

图元是图案的一部分, 一幅完整的蜡染图案是图

元与图元间的相互作用, 和语义的深层次组合形成的

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将整幅蜡染图案表达为一种树状

结构, 节点由有限个图元按照构型组合的子图案, 子图

案 u={e1, k1, e2, k2, …, en, kn}; 子图案 u 也可以是有限

个子图案{uc1, uc2, …, ucn}, 按照构型组合为 u={uc1, kc1,
uc2, kc2, …, ucn, kcn}; 图元层次按照主要纹样 (Z)、修饰

纹样 (X)、填充纹样 (T) 和边框纹样 (B) 进行划分, 蜡
染图案的层次表达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     蜡染图案的层次表达信息表
 

蜡染图案 图元层次 子图元1 子图元2

主要纹样Z

修饰纹样X

填充纹样T —

边框纹样B —

 
 
 

2   图案与构型规则提取 

2.1   蜡染图案提取 

2.1.1    蜡染图像形态学预处理

本文通过图像采集设备获得蜡染图案的数字图像,
图像中纹样轮廓清晰可见. 然而, 由于织物结构和蜡染

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冰裂纹较为明显, 这些因素极大地

干扰了蜡染图案轮廓提取, 因此有必要去除图像中的

纹理.

(1)图像梯度计算

为了提高蜡染图案轮廓的边缘检出率, 使用形态

学[12] 梯度运算增强图像中得极值对比度, 同时保留图

像中相对平滑的区域, 对于图像 f (x, y), 梯度图像 g (x, y)
定义为:

g (x,y) = f (x,y)⊕b (x,y)− f (x,y)Θb (x,y) (1)

其中, ⊕为膨胀运算, Θ 为腐蚀运算; 经过梯度计算后,
图像中的灰度过渡得到明显增强, 并消除了梯度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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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方向的依赖性.
(2)形态学重建

为消除梯度图像中由于噪声造成的局部极值, 使
用形态学中的开闭重构算法对梯度图像进行重构, 保
留重要的轮廓极值信息. 通过开闭重构将图像中的纹

理和噪声一并去除, 并在重建过程中恢复纹样轮廓, 在
保持纹样形状信息的同时简化了图像. 形态学重建运

算是在测地膨胀的基础上展开的, 因此对于梯度图像

g (x, y)和参考图像 f (x, y), 其形态学测地膨胀定义为:{
Di+1

B (g,r) =min
[(

Di
B⊕B

)
,r
]

Di
B (g,r) =min

[
(g⊕B) ,r

] , (i = 1,2, · · ·) (2)

Di+1
B = Di

B

O(rec)
B

其中, B 为盘形结构元, 盘形结构元具有旋转不变的特

性, 因此不会造成图像特征值的失真. 形态学测地膨胀

是一种迭代运算, 当迭代次数到达 或特定的

预值时, 迭代过程终止. 根据测地膨胀的定义进行展开,
将开运算 定义为:

O(rec)
B (g,r) = D(rec)

B
[
g◦B,r

]
(3)

◦ D(rec)
B其中,  为形态学开运算,  为测地膨胀收敛的结果. 同

样地, 将梯度图像的形态学测地腐蚀和闭运算定义为: E j+1
B (g,r) =max

[(
E j

BΘB
)
,r
]

E j
B(g,r) =max[(gΘB),r]

, ( j = 1,2, · · · ) (4)

C(rec)
B (g,r) = E(rec)

B
[
g ·B,r] (5)

g(rec)
B将形态学混合开闭重建运算 对梯度图像进行

先开后闭的二次重建:

g(rec)
B =C(rec)

B

[
O(rec)

B
(
g,r
)
,r
]

(6)

通过对蜡染数字图像进行闭运算、腐蚀、开运算

等形态学处理, 不仅能有效去除图像中的纹理和噪声,
而且得到的二值图像也能清楚地反映图像中纹样的整

体特征; 然后对蜡染图像进行阈值分割, 并转换成二值

图像, 用于后续的边缘提取. 

2.1.2    蜡染图案轮廓提取

蜡染图案轮廓提取包括整体轮廓提取和元素轮廓

提取. 轮廓也被称为边缘, 它包含了关于图像的大量信

息, 也是图像的一个重要特征. 边缘是图像中灰度变化

剧烈或在小范围内不连续的点的集合, 可以理解为两

条灰度相对不同的边界线. 图像中的物体与背景在灰

度或纹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边缘检测利用这种差异

来提取目标和背景之间的边界线, 最终将目标与背景

区分开来.
与传统的微分算子相比, Canny 边缘检测算子因

其抑噪比大、检测精度高的优点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3].
使用 Python-OpenCV 模块中的 Canny 算子对经过形

态学调整的蜡染图案元素进行提取, 提取结果见图 4.
为后续重用设计提供数字素材. 本实验在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Python 3.7和 OpenCV 4.5.1环境下进行.
 

 
图 4    Canny算子提取效果

  

2.2   蜡染图案提取 

2.2.1    用户交互手动提取规则

(1)选择子图案

用户根据对蜡染图案中纹样的视觉感知程度, 选
取一个或多个蜡染纹样作为子图案; 由于不同用户对

纹样的感知程度不同, 即使是同一幅蜡染图案也存在

多种选择结果, 如表 2所示.
(2)构造层次

用户对纹样进行选择判断, 若主要纹样 Z 中 U1
唯一存在, 则该纹样自身为父图案, 即可进行下一阶段

纹样的选取; 若 U1不是唯一存在, 则选取相似子图案;
通过用户选择结果构建自底向上的子图案层次表达模型.

(3)选择编码

用户根据选择结果对图元进行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依次标注.
(4)重复步骤 (1)–(3), 用户将所有想要提取的子图

案都编码完成后, 即可选择退出构型规则提取界面, 系
统自动根据用户编码结果自动生成构型规则, 以结果

一为例的构型规则如图 5所示. 

2.2.2    构型规则自动提取

由于蜡染图案组成复杂, 有较多相似轮廓, 手动提

取规则的话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操作, 因此需要对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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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进行分类. 轮廓分类从距离和相似两个维度来进

行考虑. 相似轮廓往往存在旋转、阵列、对称等特征,
而距离则会产生集群感或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综上考

虑, 自动提取主要有以下 3个过程.
 

表 2     手动选取子图案的不同结果
 

原图案 手动提取
子图案选择

主要纹样Z 修饰纹样X 填充纹样T 边框纹样B

结果1

ZU1 XU21 XU22 TU31, TU32 BU41, BU42, BU43

结果2

ZU1 XU21, XU22 TU31, TU32 BU41

结果3

—

ZU11, ZU12 XU21 , XU22, XU23 BU31
…

 

 

图 5    结果 1的构型规则示例
 

1)基于 Hu矩的相似性轮廓聚类

统计学中常用矩来统计随机变量的分布情况, HuMK
在 1962 年提出, 将矩特征应用于图像处理中, 主要用

来表征图像的几何特征, 又称为几何矩; 由于图像在进

行旋转、缩放、平移等操作后, 仍能保持矩的不变性,
因此又称不变矩, 在该方法被广泛采用后用 HuMK 的

名字来对其进行命名为 Hu矩[14]. 本文利用 Hu矩的不

变特性来实现纹样轮廓的匹配分类. 对于轮廓 A, 轮廓

mA
i = sign

(
hA

i

)
loghA

i (7)

mB
i = sign

(
hB

i

)
loghB

i (8)

A, B 间的轮廓差异性计算函数公式为:

I (A,B) =
7∑

i=1

∣∣∣∣∣∣∣ 1
mA

i

− 1
mB

i

∣∣∣∣∣∣∣ (9)

经多次试验发现, 当 I(A, B)＜0.02时, 几乎可以识

别所有相似轮廓. 将识别出的相似轮廓归入相似轮廓

群, F=[f1, f2, f3, …, fn], 将不相似轮廓归入不相似轮廓

群, D=[d1, d2, d3, …, dn], 聚类过程如图 6所示.
2)凝聚层次聚类

不相似的轮廓大多数在空间位置上有一定的隐喻,
在视觉上构成子图案. 因此在面对不规则的图案时, 采
用凝聚层次聚类 (agglomerative nesting)算法对非相似

类集群进行自底向上聚合策略的层次聚类轮廓分离,
由于集群中是形状, 因此使用边缘最小距离来衡量,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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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 Ci 和轮廓 Cj 的最小边缘距离计算公式为:

dmin
(
Ci,C j

)
= min

x∈Ci,z∈C j
dist(x,z) (10)

使用凝聚层次聚类方法对不相似轮廓群 D 进行分

类, 得到 J 个集群轮廓类 J1, J2, …, Jn, 和 P 个彼此独立

轮廓类 P1, P2, …, Pn. 经过凝聚层次聚类后将 d1 的内

圈与外圈分离开来, 将聚类结果构造层次表达模型, 如
图 7所示.
 

(a) 原图案

相似轮廓群

不相似轮廓群

计算轮廓两两
相似性

Hu 矩匹配

f1

d1

f2

……

(b) 相似类 F

(c) 非似类 D 
图 6    基于 Hu矩匹配的蜡染纹样相似性聚类

 

3)构型规则拓扑表达

使用 Hu矩进行轮廓匹配时, 运用其中的一阶矩和

零阶矩来计算纹样的中心坐标, 计算公式如下:

M00 =
∑

I

∑
J

V(i, j) (11)

M10 =
∑

I

∑
J

i×(i, j) (12)

M01 =
∑

I

∑
J

j×V(i, j) (13)

ic =
M10

M00
, jc =

M01

M00
(14)

ic =
M10

M00
, jc =

M01

M00
(15)

其中, M00 是零阶矩, M10 、M01 是一阶矩, ic 和 jc 是图

像的中心坐标. 将每个子图案的中心点抽象成在图案

中的坐标点, 按照空间位置将每个点连接, 构建子图案

的邻域关系图, 这些点与线的拓扑关系称为构型规则.
蜡染图案中子图案 U的总个数集合为 U={U1, U2, …,
Ue}, 其中 e 为不同纹样的总个数; 例如图中某个子图

案 Ue={Ue1, Ue2, …, Uef }, f 为该子图案在该图案中

出现的次数. 根据上述规则在蜡染图案中从左往右依

次对图案进行标注, 如图 8所示; 基于上述方法进行构

型规则大量提取, 构建构型规则库, 以便后续设计服务.
 

非似类集群 D

距离聚类

层次表达模型

U1

U11 U12 U13 U11

U111 U121 U122

U12 U13

U2 U3

 
图 7    非相似类图案层次表达模型

 

U61

U51

U21

U41 U42
U62

U64

U54

U52

U53

U43 U44
U63

U
31

U
33

U
32

U
34

 

图 8    纹样位置分布及拓扑结构表达
  

3   基于构型规则重用的蜡染图案创新设计 

3.1   蜡染纹样表征与数字资源库建设 

3.1.1    蜡染知识收集

本文的知识来源于各个方面, 例如文献书籍查阅、

田野走访等, 其中最主要的来源于贵州省民间蜡染的

制作者、使用者、研究者等多方面专家提供的知识和

经验. 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与梳理, 对贵州省蜡染知识

进行分类, 分类概念表如图 9(a)所示; 并将收集的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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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进行编码保存便于后期调用, 见图 9(b)所示.
苗族蜡染的图案内容不仅是对所选题材的表示,

更是透过所选题材展示其中的内涵与本质. 蜡染图案

是对生活现象、历史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反映, 苗家人

往往通过图案的单一或是组合来表达更深层次的内涵.
“图必有意, 图必吉祥”, 他们把对生活事物的观察和美

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在蜡染图案中, 从某种意义来说, 图
案是蜡染艺术的灵魂; 常见纹样语义归类如表 3所示.
 

蜡染知识分类

基本知识

民
族

类
别

尺
寸

产
地

纹
样

象
征
功
能

使
用
形
式

使
用
场
景

使
用
人
群

历
史
信
息

民
间
典
故

颜
色

材
质

造型知识 功能知识 文化知识

(a) 蜡染知识分类概念表

A01B02C002D01
E01F000000007

图片, A01;
项目类别: 蜡染, B02;
素材来源: 实物拍摄, C002;
分类编码: 月亮山型, D01;
二级分类编码: 丹都式, E01;
文件号 F, (9 位数字): 000000007

(b) 蜡染图片编码方式 
图 9    蜡染知识分类概念表及蜡染图片编码方式

 
 

表 3     纹样语义归类表
 

纹样名称 纹样类别 纹样语义

鱼纹 动物纹 多子多福、爱情

龙纹 动物纹 吉祥、尊贵

蝴蝶纹 动物纹 爱情、崇敬

鸟纹 动物纹 自由, 幸福

梨花 植物纹 希望、美好、吉祥

枫木纹 植物纹 长寿、祖先崇拜

石榴 植物纹 兴旺、多子、团结、吉祥

三角纹 几何纹 生命、兴旺

水波纹 几何纹 缅怀先祖迁徙

… … …
 
  

3.1.2    蜡染纹样表征与数字资源库建设

可拓学[15] 采用形式化语言表达事、物、关系和问

题, 建立了以基元 (物元、事元和关系元) 为可拓学逻

辑细胞的形式化模型. 基元概念把质与量统一在一个

三元组中, 可以形式化描述物、事和关系即 B=(O, C,
V); 建立了形式化描述复杂事物和关系的复合元, 并利

用它们描述事与物的问题、信息、知识和策略. 其中

O 为基元 B 的研究对象, C 为特征, V 为量值, 即可拓

区间, 即 c=[c1, c2, c3, …, cn]
T 对应的特征量值 v=[v1,

v2, v3, …, vn]
T 定义 B 的研究对象 O 的 n 维物元, 多维

物元所构成的阵列表示如下:

B = (O,C,V) =


O C1 V1

C2 V2
...

...
Cn Vn

 =


R1
R2
...

Rn

 (16)

为实现对蜡染纹样的计算机识别与复杂图形设计,
本文使用可拓学的基元方法, 对蜡染纹样进行表征. 以
矢量纹样为对象载体, 以文化语义 (历史、文化、采集

地、创作人、风格等)、量化信息、可视化图形、编

码信息等为特征量, 进行可拓基元形式化与量化表征.
根据基元理论, 将上述知识抽象为物元、事元与关系

元, 把对象、特征以及量值放置在一个整体中进行考

虑, 其基元表达式为:

B =

 蜡染纹样 特征1 V1
特征2 V2
特征3 V3

 =
 R1

R2
R3

 (17)

通过对以上知识整理, 建立每个纹样的表征模型,
结合收集的蜡染图像构建数字资源库, 并从中选取部

分代表纹样进行矢量化工作, 建立蜡染纹样矢量图库,
以便于为后续设计服务. 

3.2   构型规则重用方法

子图案在图案中的分布称为图案的构型, 将图案

中的构型规则提取之后, 在拓扑节点上嵌入适合的纹

样, 即可生成新的图案. 纹样的嵌入不是机械的置入,
而是语义更深层次的组合, 在艺术价值与语义内涵上

可以创造更多的组合与选择. 构型规则重用步骤如下:
1) 选择构型规则和子图案: 用户从规则库中选择

要重用的构型规则, 如图 10(a) 中的构型规则 R; 从纹

样矢量图库中选择要嵌入的子图案, 如图 10(a)中的子

图案集 A.
2) 子图案嵌入: 把已选择的子图案, 按照主要纹

样、修饰纹样、填充纹样和边框纹样的层次信息, 嵌
入到构型规则拓扑节点上.

3)消除重叠: 子图案在嵌入过程中, 由于拓扑结构

的空间位置会出现纹样重叠的情况, 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标识矩阵法的子图案嵌入方法来解决纹样的重叠情

况. 首先建立一个初始值为 0 的蜡染画布大小的标识

矩阵, 当有图案嵌入时, 标识元素由 0改为 1, 基于标识

矩阵法的纹样嵌入方法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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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构型规则嵌入子图案过程

(c) 相同纹样在同一构型中的嵌入结果

(a) 蜡染图案中选取的子图案集 A 和构型规则 R

子图案集 A

构型规则 R

 

图 10    纹样嵌入构型过程与相同纹样在同一构型中的嵌入结果

 

 

图 11    基于标识矩阵约束的图案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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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局部调整: 用户对嵌入结果进行局部调整, 直到

满意为止.
构型规则嵌入子图案具体过程见图 10(b), 构型规

则 R 与子图案集 A 的嵌入结果如图 10(c); 其他子图案

在构型规则 R 中的嵌入结果如图 12所示. 基于构型规

则重用的设计方法, 可以快速生成大量保持蜡染图案

布局特点和视觉特性的蜡染图案设计方案. 

3.3   构建蜡染图案设计原型系统

在 Windows 10 系统下搭建蜡染图案设计原型系

统实现图案轮廓、图案构型提取和转移, 具有轮廓提

取、构型规则提取、矢量图元库、蜡染数字资源库、

规则库管理、蜡染图案生成与修改、资源上传等功能,
如图 13所示.

用户可以在该系统自行选择中意的构型规则与纹

样, 也可以根据自己期望的图案语义来进行纹样的深

层次语义组合. 设计师可以在现有的资源库中选择适

合的构型规则与纹样进行重新组合, 可以大幅提高设

计效率.
 

 

图 12    子图案在构型规则 R 中的嵌入结果
 
 

(a) 系统主页界面

(b) 方案编辑界面 
图 13    蜡染图案定制系统部分界面

一位用户从规则库中选取偏好的构型规则, 从系

统的纹样库中通过语义筛选出关于“幸福”“兴旺”的纹

样元素, 随后进入详细定制界面, 如图 14所示.
 

 
图 14    详细定制界面

  

4   总结与展望

针对蜡染图案的创新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构型提

取与重用的方法, 从构型和图元的定义出发对蜡染图

案进行描述, 使用 OpenCV 计算机视觉库的相关函数

和 Python 语言进行蜡染图案的轮廓提取与匹配, 根据

轮廓中心位置构建邻域关系拓扑结构图, 然后使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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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矩阵法对纹样进行嵌入. 该方法在实现了蜡染图案

的重用,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蜡染图案的创新效率. 基
于构型规则重用的图案创新设计方法可以为其他传统

图案的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 当前研究仅从蜡染图案

的构型方向进行图案创新研究, 后续将在蜡染图案的

其他方向进行创新研究, 并结合大数据技术提升蜡染

图案创新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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