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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钢轨表面缺陷检测的效率和准确率, 提出了一种基于背景差分与最大熵的轨面缺陷检测算法. 首
先建立钢轨图像背景模型并将原图像与背景图进行差分操作, 以此来避免光照变化和反射不均的影响, 更准确地突

出缺陷区域; 然后将改进的遗传算法与最大熵值法相结合来寻找最佳分割阈值并对差分图进行二值化, 通过结合改

进遗传算法加快了最大熵值法的运算速度; 最后对二值图进行滤波操作, 完成钢轨表面缺陷的分割. 仿真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分割出缺陷, 精确率、召回率和正确率分别达 88.6%、93.4%和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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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rail surface defect detection, a rail surface defect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background difference and maximum entropy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background model of the rail images is
built, and the original images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background images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illumination change
and uneven reflection and accurately highlight the defect area. Then, the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is combined with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to seek the best segmentation threshold and binarize the difference graph. The operational
speed of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is accelerated by the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Finally, the binary images are
filtered to complete the segmentation of rail surface defects. The simulations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can segment defect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nd the precision, recall, and accuracy are 88.6%, 93.4%, and 90.6%, respectively.
Key words: defect detection; background difference; maximum entropy; rail surface;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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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车高速、重载和高密度的运行以及自然环

境的长期影响, 钢轨表面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孔洞、擦

伤和疤痕等各种缺陷[1]. 列车在表面有缺陷的钢轨上运

行会产生振动, 不仅会影响列车车轮和钢轨的寿命, 甚
至可能会导致车轮脱轨, 造成严重的行车事故[2]. 因此

需要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钢轨缺陷并进行维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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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列车能够安全、连续的运行[3,4]. 传统的人工巡

检法由于受外界环境以及巡道工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且劳动强度大、检测效率低, 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铁路

的检测要求[5]. 因此, 想要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与畅通,
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来对钢轨的状态进行检测[6],
而机器视觉通过结合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算法, 能够

对钢轨表面缺陷区域进行检测并完成分类, 且由于其

具有高速度、高精度、低成本和非接触等优点, 目前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钢轨表面缺陷的检测[7].
吴禄慎等[8] 设计了基于机器视觉的轨道缺陷自动

检测系统, 通过改进最大类间方差法来实现轨面缺陷

的检测, 但是对轨道图片滤波后直接进行阈值分割会

导致分割的准确率不高. 陈后金等[9] 根据钢轨表面缺

陷的灰度和梯度特征, 提出基于灰度-梯度共生矩阵的

钢轨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该方法能够避免锈迹区域的

干扰, 较好地检测出块状缺陷, 但是当杂质点分布比较

集中或存在有规律的微小伤痕的时候, 该方法容易产

生误判; 贺振东等[10] 将视频中的背景差分法应用到单

张的轨面图像上, 提出了一种基于背景差分的钢轨表

面缺陷分割方法, 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割过

程中光照变化和反射不均等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背景

建模过程中会受到极端灰度值的影响而导致背景模型

不稳定, 降低缺陷分割的准确率; 李晓梅等[11] 提出一种

将灰度对比图和形态学重构相结合, 然后利用最大熵

法进行轨面缺陷分割的算法, 该方法能够在缓解轨面

图像灰度不均和过度曝光等带来的影响, 但是算法耗

时长且容易产生误分割; 闵永智等[12] 提出了基于图像

灰度梯度特征的背景差分轨面缺陷检测方法, 该方法

基于双边滤波思想设计了背景平滑滤波器, 利用局部

灰度和梯度变化信息对原图像进行平滑得到背景图像,
该方法虽然能够较好地检测出裂纹和疤痕缺陷, 但是

参数过多, 且对于不同的缺陷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
针对上述算法中存在的缺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背景差分与最大熵的钢轨表面缺陷分割算法. 该算

法主要包括 3 个步骤: 首先对钢轨图像进行背景建模

并将原图像与背景图像进行差分操作得到差分图像;
然后利用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找出差分图像的

最佳分割阈值来对其进行二值化; 最后对二值图进行

图像滤波完成钢轨表面缺陷的分割. 该方法能够避免

光照变化、反射不均以及干扰区域的影响, 可以快速

准确地提取出轨面缺陷区域.

 1   钢轨图像背景建模及差分

为了减少光照变化和反射不均对轨面缺陷检测的

影响, 凸显出钢轨表面图像中的缺陷部分, 首先要建立

准确的背景图像模型, 然后再将原图像与背景图像进

行差分操作后取绝对值, 以此得到了差分图像, 为后续

轨面缺陷的准确分割奠定了基础.
 1.1   背景建模

钢轨表面图像具有以下特征:
(1) 在无缺陷的条件下, 沿钢轨方向图像的灰度值

基本不变;
(2)垂直于钢轨方向图像的灰度值变化范围较大.
基于列灰度均值的背景图像模型建立方法就是根

据上述中钢轨表面图像所具有特征来进行轨面背景图

像模型的建立[10], 具体如下.
定义垂直钢轨方向为 x 轴, 沿钢轨方向为 y 轴. 计

算图像每一列的灰度均值, 完成背景图像模型的建立:
Im(x) =mean(Iy(x)), x ∈ (1,col) (1)

其中 ,  Im(x) 表示背景图像模型中第 x 列的灰度值 ;
mean(·)为均值函数; Iy(x)为轨面图像中第 x 列上所有

像素点的灰度值; col 为轨面图像的列数.
基于列灰度均值的背景建模法容易受到部分列极

端灰度值的影响而导致所建立的背景模型不稳定, 进而

导致所得的差分图像不能够很好地凸显出轨面图像中的

缺陷区域, 这将影响后续缺陷分割的准确度. 为此, 本文

提出了一种新的背景图像模型建立方法, 该方法在基

于列灰度均值背景建模法上进行改进, 其耗时短且建

模结果也更加稳定, 更适用于做背景差分, 具体如算法 1.

算法 1. 背景图像模型建立算法

1) 计算出轨面图像中每一列的像素灰度均值, 取图像第 x 列的像素

灰度均值为 Ia(x);
2) 对每一列上的每一个像素点依次进行判断, 假设对图像第 x 列上

的像素点进行判断, 若像素点的灰度值小于 2Ia(x)/3, 则舍弃, 反之保留;
3) 计算出每一列中保留像素点的灰度均值, 并将其作为背景图像对

应列上所有像素点的灰度值, 取图像第 x 列中保留像素点的灰度均

值为 Ib(x), 则背景图像中第 x 列上所有像素点的灰度值都取 Ib(x), 以
此完成背景图像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提出的背景图像模型方法通过加入像素点

灰度值判断的过程, 舍弃掉一部分灰度值极低的像素

点, 从而避免了极端灰度值的影响, 由此所得到的背景

图像模型作差分效果会更好. 还有, 钢轨表面长期与列

车车轮进行摩擦, 其亮度高且较均匀, 因此轨面灰度图

中绝大多数像素点的灰度值较高且均匀, 故不需要考

虑舍弃灰度值极高的像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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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背景差分

将原钢轨表面图像与背景图像进行差分运算并取

绝对值, 由此得到差分图像 ΔI(x, y):

∆I(x,y) = |I(x,y)− Ib(x,y)| (2)

其中, I(x, y)表示原轨面图像中任一点 (x, y)的灰度值,
Ib(x, y)表示背景图像模型中任一点 (x, y)的灰度值.

通过运算所得到的差分图像背景均匀, 能够很好

地突出缺陷部分, 因此对差分图进行缺陷分割会更容

易且更准确. 如图 1所示, 图 1(a)、图 1(b)和图 1(c)分
别是原轨面灰度图、通过本文算法得到的背景建模图

像以及差分图像, 其中差分图像背景均匀, 缺陷区域明显.
 

(a) 原轨面灰度图 (b) 背景建模图 (c) 差分图 
图 1    原灰度图、背景图及差分图

 

 2   钢轨表面缺陷分割

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来确

定差分图像的分割阈值, 该方法不仅能够找出图像的

最佳分割阈值, 同时还可以加快算法的运行速度, 然后

再利用该方法所确定的阈值对差分图像进行二值化,
即可准确地完成钢轨表面缺陷的分割.
 2.1   最大熵阈值分割法

熵是信息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平均信息量的

表征, 用以确定随机数据源中所包含的信息数量[13]. 简
单来说, 熵就是用来衡量一个分布的均匀程度, 熵值越

大, 说明分布越均匀. 图像的熵被认为是图像灰度空间

分布状态不稳定的量度[14,15].
最大熵阈值分割法是由 Kapur 等[16] 首次提出, 利

用图像熵为准则进行图像分割, 其将图像划分为目标

区域 O 及背景区域 B 两部分, 使目标熵和背景熵之和

达到最大时的阈值为最优阈值[17]. 具体思路如下:
假设有一幅图像 I 尺寸为 M×N, 灰度级为 L, 灰度

范围为{0, 1, 2, …, L−1}, 则图像中灰度值 i (0≤i≤
L−1)出现的概率 pi 计算公式如下:

pi =
h(i)

M×N
(3)

∑L−1

i=0
pi = 1

其中 ,   h ( i ) 表示图像 I 中灰度值为 i 的像素数 ,

.

pt =
∑t

i=0
pi 1− pt

设图像 I 的分割阈值为 t, 灰度级小于 t 的像素点

构成目标区域 O, 灰度级大于 t 的像素点构成背景区

域 B. 目标区域 O 和背景区域 B 的灰度级累积概率分

别为 和 .

目标区域 O 的概率分布为:
PO = pi/pt, (i = 0,1, · · · , t) (4)

背景区域 B 的概率分布为:
PB = pi/(1− pt), (i = t+1, t+2, · · · ,L−1) (5)

目标区域 O 的熵为:

HO(t) = −
∑t

i=0
PO logPO (6)

背景区域 B 的熵为:

HB(t) = −
∑L−1

i=t+1
PB logPB (7)

图像 I 的总熵 ϕ(t)是目标熵与背景熵的和, 即:

ϕ (t) = HO(t)+HB(t) (8)

t = argmax(ϕ(t))

当图像总熵 ϕ(t) 达到最大值时, 其所对应的灰度

值 t 就是所求的最佳阈值 .
传统最大熵阈值法需要遍历穷举阈值 T (0–255),

计算出所有阈值下的图像总熵, 这导致算法的运行时

间较长. 为了加快算法的运行速度, 可以根据图像的动

态范围来缩小最佳分割阈值的取值范围或者与寻优算

法相结合来搜索最佳分割阈值.
 2.2   改进遗传算法

 2.2.1    遗传算法介绍

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 GA)是模拟达尔文生

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机理的生物进化过程的

计算模型, 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

的方法[18].
遗传操作是模拟生物基因遗传的做法. 在遗传算

法中, 首先进行编码并生成初始种群, 然后进行遗传操

作, 即对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根据它们的环境适应度来

进行一定的操作, 从而实现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 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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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会使问题的解一代又一代地优化, 逐渐逼近最优

解[19]. 遗传算法的过程如图 2所示.
 

开始

编码

确定算法参数

初始化种群

评价群体

满足终止条件

遗传操作

产生新一代群体

结束
Y

N

 
图 2    遗传算法流程图

 

遗传操作包括 3 个基本遗传算子: 选择、交叉和

变异. 遗传操作的效果与这 3 个遗传算子所取得操作

概率、编码方法、群体大小、初始种群和适应度函数

的设定密切相关[14].
 2.2.2    改进遗传算法介绍

传统的遗传算法存在收敛性差和容易陷入局部最

优解的问题, 容易导致图像的分割结果不佳. 为了避免

此问题, 对传统的遗传因子进行了优化, 具体操作如下:
(1) 改进选择算子

轮盘赌选择法是遗传算法中最常用且最简单的选

择方法, 但该方法容易引起“早熟收敛”和“搜索迟钝”问
题. 在轮盘赌选择法后采用最优保留策略能够有效解

决此问题, 即将上一代中适应度值最大的个体直接传

递到下一代, 通过强制保留最优个体保证种群不会产

生退化, 加快算法的寻优过程[20].
(2) 改变种群操作中的交叉概率

传统遗传算法的交叉概率为一个固定值, 而固定

的交叉概率存在严重的缺点: 首先, 每一代种群中的个

体适应度值是不同的, 对于适应度高的个体, 我们应该

减小交叉的概率, 而对于劣质个体则应该增大交叉概

率, 采用相同的交叉概率是不合理的, 再者, 交叉概率

采用固定值不能很好地满足种群进化过程的需要, 会
影响算法的收敛性和效率. 因此, 采用自适应方法对传

统遗传算法进行改进, 根据迭代次数和个体适应度值

的不同自适应地改变交叉概率 Pc 的值[21].
首先, 随迭代次数的变化自适应改变 Pc 的值: 在

进化的初始阶段设置较高的交叉概率, 以此获得更多

新的个体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

加, 为了不破坏优秀个体和加快收敛速度, 应逐步降低

Pc 的值. 其次, 对于处于同一代的所有个体也要根据其

适应度值的不同对应不同的 Pc 值: 适应度值较高的个

体对应较低的 Pc 值, 以此使它们在进化过程中被破坏

的概率降低, 反之, 要提高适应度较低的个体在进化过

程中被破坏的概率. 具体设置如下:

Pc(g, i) =

Pc(g)
fmax− fi

fmax− favg
, favg ⩽ fi

Pc(g) , favg > fi
(9)

其中, fmax 表示第 g 代种群中的最大适应度值, favg 表示

第 g 代种群中的平均适应度值, fi 表示第 i 对要交叉的

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
Pc(g)的含义如式 (10)所示:

Pc(g) = PcM −
(

PcM −Pcm

gmax

)
g (10)

其中, PcM 和 Pcm 分别表示最大交叉概率和最小交叉概

率, gmax 表示最大代数, g 表示当前代数.
(3) 改变遗传操作中的变异算子

同交叉算子的改进方法一样, 将传统遗传算法中

的变异概率固定值改为随迭代次数和个体适应度值不

同而自适应变化的变异概率值 Pm
[21].

首先, 随迭代次数的变化自适应改变 Pm 的值: 在
进化的初始阶段设置较低的 Pm 值, 在不破坏原有的完

整模式下保持种群的多元性; 随着进化的推进, 逐渐增

大 Pm 值, 扩大算法的搜索空间, 算法开始收敛; 在进化

后期过程中, 搜索已经接近最优解领域, 因此再逐渐减

小 Pm 值, 使种群在局部重点进化, 加快收敛速度. 具体

设置如下:

Pm(g, j) =

Pm(g)
fmax− f j

fmax− favg
, favg ⩽ f j

Pm(g) , favg > f j

(11)

其中, fj 表示发生变异的个体 j 的适应度值.
Pm(g)的含义如式 (12)所示:

Pm(g) =


Pmm+2g

(
PmM −Pmm

gmax

)
, g ⩽

gmax
2

PmM − (2g−gmax)
(
PmM −Pmm

gmax

)
, g >

gmax
2
(12)

其中, PmM 和 Pmm 分别表示最大变异概率和最小变异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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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将改进遗传算法

与最大熵阈值分割法相结合来找出图像的最佳分割阈

值, 加快了算法的运算速度, 提高了轨面图像缺陷分割

的效率. 具体步骤如算法 2.

算法 2.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

1) 数据输入. 读入钢轨表面图像灰度差分图;
2) 编码. 图像的灰度值在 0–255之间, 每个灰度值视为一个个体, 将
每个个体编码为 8 位二进制码, 即用 00000000–11111111 之间的一

个 8位二进制代码代表一个图像分阈值;
3) 确定算法参数. 种群规模 n 设置为 20, 迭代次数 gmax 设置为 100,
PcM 设置为 0.8, Pcm 设置为 0.4, PmM 设置为 0.1, Pmm 设置为 0.02;
4) 初始化种群. 以同等概率在 00000000–11111111 之间随机生成

n 个个体作为第一次寻优的初始种群;
5) 适应度函数设计. 适应度函数是用来判断群体中个体的优劣程度

的指标, 它是根据所求问题的目标函数来进行评估的. 在本算法中,
采用式 (8)作为适应度函数;
6) 终止条件. 终止条件设为最大迭代次数, 达到预定最大的迭代次数,
则转步骤 (10), 否则进入步骤 (7), 如此循环, 直到满足终止条件为止;
7) 选择. 采用第 2.2节中改进的选择算子进行选择操作;
8) 交叉. 根据第 2.2节中改进的交叉概率, 采用单点交叉方式来完成

交叉操作;
9) 变异. 根据第 2.2节中改进的变异概率, 采用基本变异算子来完成

变异运算;
10) 解码. 将最后一代种群中适应度值最大的个体作为本算法所寻找的最

优结果, 将其解码为将 0–255之间的灰度值 th, 即为所求的最佳分割阈值;
11) 图像二值化. 将差分图像二值化: 灰度值大于分割阈值 th 的点认

为是缺陷点, 将灰度值置为 255; 反之, 则认为是背景点, 将灰度值置为 0.

利用该算法得到的阈值对差分图像进行二值化后

得到的结果如图 3所示. 由图 3(b)可知, 该算法可以准

确地分割出轨面中的缺陷部分, 但除此以外, 还分割出

部分噪声干扰区域.
 

(b) 二值图(a) 原轨面灰度图 
图 3    原灰度图与二值图

 2.4   图像滤波

本文采用形态学图像处理方法和基于缺陷面积图

像的滤波方法来滤除图像中的孤立噪声点, 实现缺陷

的精确分割.
(1) 闭运算. 对二值图进行图像闭运算, 依次经过

膨胀、腐蚀处理的过程. 闭运算能够填充小孔, 弥合小

裂缝, 而总的位置和形状不变.
(2) 图像滤波. 采用基于缺陷面积的滤波方法对图

像进行处理, 本文将滤波面积设置为 16, 将小于 16 像

素的区域视为噪声点并进行滤除.
经图像滤波后的结果如图 4 所示, 其中的孤立噪

声点都被滤除, 精确地分割出了缺陷区域.
 

 
图 4    图像滤波结果图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Matlab_R2014b中编程实现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背景差分与最大熵结合的钢轨表面缺陷分割方法, 并
利用含有不同缺陷的钢轨表面图像来进行实验验证.
实验所用的计算机的配置为 Intel(R) Core(TM) i5-
8300H CPU @ 2.30 GHz, 机带 RAM 8 GB, 64 位操作

系统. 实验采用 500张轨面图像对算法进行测试, 其中

300 张不含缺陷, 200 张包含缺陷, 缺陷总数为 316. 分
别利用最大熵法、文献 [10] 算法、文献 [11] 算法以

及本文算法对轨面图像进行缺陷分割实验, 其中文献 [10]
算法中的参数 C 取 10, 部分实验结果对比图如图 5 所

示, 图中列出了 a、b、c、d 共 4 组轨面缺陷分割结果

对比图, 在每一组对比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原轨面灰

度图、利用最大熵法、文献 [10] 算法、文献 [11] 算
法以及本文算法所得到的缺陷分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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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中所列出的 4 组对比图中可以看出, 不同

轨面灰度图上的缺陷位置、大小、数量、形状等特征

都不相同, 其中最大熵法的抗干扰能力差, 容易将与缺

陷灰度相似的背景区域误检为缺陷, 产生大面积的过

分割; 文献 [10] 算法和文献 [11] 算法比最大熵法的分

割效果好, 但是对于小的或者不连续的缺陷区域, 容易

造成漏检, 对于部分干扰区域, 也会存在误检; 利用本

文算法进行缺陷分割的效果最好, 相比较文献 [10] 和
文献 [11]算法, 本文算法的抗干扰能力较强, 误检缺陷

和漏检缺陷较少, 且检测出的缺陷区域与实际缺陷区

域几乎相同, 但由图 5(c)可以看出, 钢轨存在的不连续

的磨损缺陷, 其具有多级灰度且分布不集中, 对于此类

缺陷, 本文算法的分割结果不理想, 仅能分割出缺陷中

灰度值较低部分的区域, 但分割效果仍优于文献 [10]

和文献 [11] 的算法. 为了能够更加客观、科学地检测

算法的性能, 本文采用精确率 Pre、召回率 Rec 和正确

率 Acc 三项指标来对这 4 种不同算法的性能进行定量

评价, 分别为:

Pre =
Tp

Tp+Fp
(13)

Rec =
Tp

Tp+Fn
(14)

Acc =
Tp+Tn

Tp+Fp+Tn+Fn
(15)

其中, Tp 表示正确检测到的缺陷图像数目; Fn 表示被

漏检的缺陷图像数目; Fp 表示被误检为缺陷的图像数

目; Tn 表示被正确排除的非缺陷图像数目. 最终的性能

比较结果见表 1.
 

(a) a 组轨面缺陷分割结果对比图 (b) b 组轨面缺陷分割结果对比图

(d) d 组轨面缺陷分割结果对比图(c) c 组轨面缺陷分割结果对比图 

图 5    不同轨面缺陷算法的仿真结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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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缺陷分割算法的性能数据对比
 

算法 精准率 (%) 召回率 (%) 正确率 (%) 平均耗时 (ms)
最大熵法 60.9 95.2 66.2 262.71
文献[10] 85.1 87 85.6 424.57
文献[11] 86.6 83.5 84.9 556.42
本文算法 88.9 93.4 90.6 406.54

 
 

由表 1 可见, 4 种算法中, 本文算法的精准率和正

确率最高, 虽然召回率略低于最大熵法, 但是最大熵法

很容易产生误检, 其精准率和正确率都很低, 因此, 本文

算法的分割结果是最好的. 从耗时性上相比, 利用最大

熵法进行缺陷分割的平均耗时最短, 但是其缺陷分割效

果太差, 本文算法的平均耗时大于最大熵法, 但是小于

文献 [10]和文献 [11]算法, 因此综合来看, 本文算法的

性能最优, 能在较短的时耗中更准确地分割出轨面缺陷.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基于背景差分与改进遗传算法最大熵

法的轨面缺陷分割算法. 首先利用背景差分操作更准确

地凸显出轨面的缺陷区域, 以此避免了光照变化和轨面

反射不均造成的影响; 然后利用改进遗传算法最大熵法

来寻找图像的最佳分割阈值, 不仅能保证最佳阈值的准

确性, 还能够提高算法的运行速度; 最后对图像进行二

值化和图像滤波, 完成缺陷分割. 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能

够快速准确地分割出轨面中的缺陷区域, 缺陷分割的精

确率、召回率和正确率分别达 88.6%、93.4%和 90.6%.
本文只对轨面缺陷分割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在后

续的工作中, 还需要设计缺陷分类器来对分割出的缺

陷进行分类识别.

参考文献

邢丽贤. 提速条件下钢轨伤损特点及钢轨伤损分类的研

究 [博士学位论文 ]. 北京: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2008.
1

王军. 基于视觉注意力和 PLSA模型的钢轨表面缺陷检

测.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5, 12(3): 509–514. [doi: 10.
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2

Hui  Z,  Jin  XT,  Wu  QMJ,  et  al.  Automatic  visual  detection
system  of  railway  surface  defects  with  curvature  filter  and
improved  gaussian  mixture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2018, 67(7):  1593–1608.
[doi: 10.1109/TIM.2018.2803830]

3

Mohammadi  R,  He  Q,  Ghofrani  F,  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foot-by-foot  track  geometry  on  the  occurrence  of
rail  defect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19, 102: 153–172. [doi: 10.1016/j.trc.2019.
03.004]

4

田贵云, 高斌, 高运来, 等. 铁路钢轨缺陷伤损巡检与监测

技术综述 . 仪器仪表学报 ,  2016,  37(8):  1763–1780.  [doi:
10.3969/j.issn.0254-3087.2016.08.008]

5

谢敏杰, 吕奉坤, 袁小翠. 基于机器视觉的钢轨表面缺陷检

测系统 .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  2020,  39(1):  74 –79.  [doi:
10.3969/j.issn.1006-4869.2020.01.015]

6

程天栋. 轨检图像中钢轨表面缺陷分析与识别 [硕士学位

论文 ]. 兰州: 兰州交通大学, 2017.
7

吴禄慎, 李彧雯, 陈华伟, 等. 基于图像区域划分的轨道缺

陷自动检测技术研究. 激光与红外, 2012, 42(5): 594–599.
[doi: 10.3969/j.issn.1001-5078.2012.05.025]

8

陈后金, 许文达, 郝晓莉. 基于灰度-梯度共生矩阵的钢轨

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15, 39(2): 7–12.
[doi: 10.11860/j.issn.1673-0291.2015.02.002]

9

贺振东, 王耀南, 刘洁, 等. 基于背景差分的高铁钢轨表面

缺陷图像分割. 仪器仪表学报, 2016, 37(3): 640–649. [doi:
10.3969/j.issn.0254-3087.2016.03.022]

10

李晓梅, 顾桂梅, 常海涛. 基于灰度对比图与最大熵的钢轨

图像分割. 铁道标准设计, 2018, 62(4): 52–56.
11

闵永智, 岳彪, 马宏锋, 等. 基于图像灰度梯度特征的钢轨

表面缺陷检测. 仪器仪表学报, 2018, 39(4): 220–229.
12

卢鹏, 林根巧, 邹国良. 基于信息熵和深度学习的无参考图

像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 计算机应用研究 ,  2018,  35(11):
3508–3512. [doi: 10.3969/j.issn.1001-3695.2018.11.074]

13

常海涛, 苟军年, 李晓梅. 分形维-最大熵阈值的弱边缘工

业 CT图像分割算法 .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  2018,  37(1):
45–50. [doi: 10.3969/j.issn.1001-4373.2018.01.008]

14

Wang  B,  Chen  LL,  Cheng  J.  New  result  on  maximum
entropy  threshold  image  segmentation  based  on  P  system.
Optik, 2018, 163: 81–85. [doi: 10.1016/j.ijleo.2018.02.062]

15

Kapur JN, Sahoo PK, Wong AKC. A new method for gray-
level picture thresholding using the entropy of the histogram.
Computer  Vision,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1985,
29(3): 273–285.

16

袁小翠, 吴禄慎, 陈华伟. 钢轨表面缺陷检测的图像预处理

改进算法 .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  2014, 26(5):
800–805.

17

王学忠, 徐丽萍, 吴海燕.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佳熵阈值

图像分割法 . 宿州学院学报 ,  2018,  33(8):  103–106.  [doi:
10.3969/j.issn.1673-2006.2018.08.025]

18

温正, 孙华克. Matlab智能算法.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19

雷英杰, 张善文. Matlab遗传算法工具箱及应用. 第 2版,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20

许新华, 齐国红, 张云龙.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作物图像

FCM分割方法. 信息与电脑 (理论版), 2021, 33(8): 90–94.
21

(校对责编: 孙君艳)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22 年 第 31 卷 第 10 期

190 软件技术•算法 Software Technique•Algorithm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1109/TIM.2018.2803830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8.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4869.2020.01.01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2.05.025
http://dx.doi.org/10.11860/j.issn.1673-0291.2015.02.0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3.02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3695.2018.11.07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73.2018.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02.06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2006.2018.08.02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1109/TIM.2018.2803830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8.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4869.2020.01.01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2.05.025
http://dx.doi.org/10.11860/j.issn.1673-0291.2015.02.0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3.02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3695.2018.11.07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73.2018.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02.06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2006.2018.08.02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1109/TIM.2018.2803830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7029.2015.03.009
http://dx.doi.org/10.1109/TIM.2018.2803830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1016/j.trc.2019.03.0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8.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4869.2020.01.01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2.05.025
http://dx.doi.org/10.11860/j.issn.1673-0291.2015.02.0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3.02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3695.2018.11.07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73.2018.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02.06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2006.2018.08.02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8.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4869.2020.01.015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2.05.025
http://dx.doi.org/10.11860/j.issn.1673-0291.2015.02.0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0254-3087.2016.03.02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3695.2018.11.07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73.2018.01.0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02.06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2006.2018.08.025
http://www.c-s-a.org.cn

	1 钢轨图像背景建模及差分
	1.1 背景建模
	1.2 背景差分

	2 钢轨表面缺陷分割
	2.1 最大熵阈值分割法
	2.2 改进遗传算法
	2.2.1 遗传算法介绍
	2.2.2 改进遗传算法介绍

	2.3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最大熵值法
	2.4 图像滤波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4 结论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