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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曲线演化的 ＣＴ颅骨外轮廓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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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有效地提取颅骨区域的单层外轮廓线是基于轮廓线颅骨三维模型重建的关键问题之一。针对颅
骨复杂外形单层外轮廓提取困难，提出了一种基于曲线演化的方法。首先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获得颅骨区域，

然后初始化一条包括该区域的单层闭合曲线，对该曲线应用一种新的微分方程进行演化，最终获得颅骨区域的

外轮廓线。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自动处理颅骨ＣＴ图像，准确获得颅骨的单层外轮廓，有效解决了颅骨单层
外轮廓提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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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轮廓提取是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等许多

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利用计算机处理图像的关键步

骤，其提取效果直接影响对图像的理解、识别以及其他后续处

理。在颅骨三维模型重建［１，２］中，提取颅骨最外层单像素宽的

轮廓线不仅有利于减少数据存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重建的

速度。

传统边缘提取算子，包括 Ｓｏｂｅｌ等，在提取复杂的颅骨轮
廓线时，其结果不仅获得了所有区域的闭合边界线，而且包含

了大量的冗余杂质。文献［３］提出以射线扫描法提取颅骨的
单层外轮廓，但由于颅骨本身不构成一个封闭的区域，故通过

该方法提取的轮廓内部依然存在一些杂质。Ｋａｓｓ等人［４］在

１９８８年提出Ｓｎａｋｅｓ模型之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改进，其中
文献［２］提出了将其与射线扫描法结合起来提取出颅骨的最
外轮廓，其本质就是将 Ｓｎａｋｅｓ方法提取的轮廓线利用射线扫
描法进行二次处理，但 Ｓｎａｋｅｓ方法存在需交互选择感兴趣区

域的缺陷。

近年来，基于微分方程［５］的曲线演化［６～８］方法逐渐应用

于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领域，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

将曲线演化方法引入到医学图像特定区域的轮廓提取中，结合

图像分割等方法，以解决颅面ＣＴ复杂区域单层外轮廓线提取
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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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曲线演化的轮廓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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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演化理论

对于平面曲线而言，能够描述其几何特点的属性有很多，

其中描述曲线弯曲程度的曲率 ｋ以及表示曲线垂直于切线的
单位法向量Ｎ是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利用曲线的这些几何特
征不仅可以描述曲线的性质，而且可以控制这些特征来改变曲

线的几何形态。

曲线演化就是依据曲线的几何特点来描述曲线随时间的

变化过程，更确切地讲就是曲线上的点能够按照预先给定的速

度在法向方向上移动。假设Ｃ（ｐ，ｔ）表示时刻ｔ的曲线，其中，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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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曲线的一个参数，如弧长等，曲率为ｋ和单位法向量为Ｎ，那
么Ｃ（ｐ，０）表示初始时刻的曲线。在已知 Ｃ（ｐ，０）的前提下，
ｔ（ｔ≠０）时刻的曲线就可以由初始时刻的曲线在法向量方向演
化获得。用微分方程可以表达为

Ｃ（ｐ，ｔ）／ｔ＝ｆＮ （１）

其中：Ｃ（ｐ，ｔ）／ｔ表示曲线随时间的演化；ｆ表示曲线演化的
速度，是与曲线特征有关的函数；Ｎ表示曲线演化的方向。

当ｆ为常数时，曲线将以一个固定的速度沿着法向方向移
动，相当于在曲线的每个点上施加一个恒定的力；当ｆ是曲率ｋ
的函数时，曲线演化速度就与曲率有关。有许多重要的曲线运

动方程，如当ｆ＝ｋ时，方程就变为
Ｃ（ｐ，ｔ）／ｔ＝ｋＮ （２）

式（２）称为平均曲率运动方程［５］。

当ｆ＝ｋ１／３时，曲线演化方程的形式为
Ｃ（ｐ，ｔ）／ｔ＝ｋ１／３Ｎ （３）

式（３）称为仿射不变几何流［５］。该曲线演化方程的基本性质

在数学领域已经有深入的研究。简单来讲，它会使一个简单的

非凸形闭合曲线最终变为全凸形的，同时，在演化的过程中，曲

线趋于平滑，且自身不会相交。

本文的曲线演化方程不仅基于已有方程的研究成果，而且

会根据颅骨特殊的外形以及演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加入

其他因子以达到提取颅骨外轮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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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廓提取算法

应用曲线演化对颅骨进行轮廓提取，需要按照下面的步骤

处理：

ａ）对原始颅面ＣＴ图像利用１．３．１节的阈值分割方法进
行分割。

ｂ）计算出一个包括颅骨区域的圆，这就是曲线演化的有
效初始化。

ｃ）应用１．３．２节给出的式（５），让曲线上的点以方程中给
出的速度和方向不断演化，这样曲线在演化力的作用下调节，

最终获得颅骨区域的外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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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实现

１３１　图像分割
图像分割的目的就是要将感兴趣的区域从图像中分离出

来，为下一步轮廓提取做好准备。目前图像分割的方法众多，

如基于阈值、区域、小波变换的方法。这里主要采用阈值分割

方法，因为实验ＣＴ图像的背景和物体灰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对
比度，该方法在实验的过程中可以快速分割图像。

在灰度图像中，感兴趣区域和背景区域灰度值是有差别

的，据此，可以将大于等于某一阈值的灰度值设置为２５５，而将
小于该阈值的灰度值设定为０。假定 ｇ代表该灰度图像的灰
度值，ｇ′代表图像ｇ分割之后的图像灰度值，（ｉ，ｊ）表示在灰度
图像中的位置，ｄ代表阈值，图像的大小为 ｎ×ｎ（单位为像
素）。那么这个方法在数学上表示为

ｇ′（ｉ，ｊ）＝
０ ｇ（ｉ，ｊ）＜ｄ
２５５ ｇ（ｉ，ｊ）≥{ ｄ

ｉ，ｊ＝１，２，…，ｎ （４）

利用上述原理实验，获得原始ＣＴ对应的分割后图像。
图１（ａ）（ｃ）是原始ＣＴ图像，其中最外层边缘是人脸的轮

廓，在轮廓内部看到的白色清晰图像是颅骨部分，也就是待分

割部分；（ｂ）（ｄ）分别是（ａ）（ｃ）经过图像分割之后的结果。分
割之后，颅骨部分就从图像中分离出来。

１３２　轮廓提取
算法的关键步骤就是从分割后的颅骨图像中提取颅骨区

域边缘的单层外轮廓曲线。

目前对颅骨轮廓提取［９］没有严格的标准，而本文提取的

轮廓必须满足如下的限制：

ａ）轮廓线必须尽可能地贴近感兴趣区域的边界。
ｂ）提取单层闭合轮廓线［１０］，使其包括感兴趣区域，对于孔

洞或凹陷区域可以用光滑的曲线来逼近。

为了获得满足上述限制和要求的外轮廓曲线，需要通过演

化一条曲线来尽可能地贴近感兴趣区域的最外边缘，下面介绍

的三种力可以完成曲线的演化。

第一种力主要使当前还没有固定到感兴趣区域边界的点

朝着曲线的内部移动，姑且称之为提取力。如图２所示，黑色
区域是存在凹陷或者孔洞的颅骨区域，弯曲的曲线为前一次演

化的结果，其中指向凹陷或者孔洞方向的力就是提取力。这种

力在所有作用的点上都是一个常量，方向与曲线在该点的内法

向量一致。这是因为感兴趣的区域总是在演化曲线的内部，它

迫使曲线朝着感兴趣区域边界运动，直到该点停止演化为止。

第二种力可以看做是附着力。如果有些曲线点的邻近点

已经固定在感兴趣区域的边界上，那么就将这个力和提取力同

时作用到这些点上，使得它们也能尽快落到感兴趣区域边界

上。和提取力类似，该力也是朝着曲线的内法向量移动的

常量。

提取力和附着力称为数据驱动力，它们能够准确地将曲线

朝着感兴趣区域的边界靠近，最后将曲线移动到感兴趣区域边

界上。然而，它们并不足以提取出满足要求的曲线，因为在单

独应用它们时，都会使曲线穿过有孔洞的感兴趣区域而进入其

内，所以为了解决该问题，需要引入另外的力。

当曲线在提取力和附着力的作用下，每个点处的曲率不断

增加使得曲线越来越不规则。因此，第三种力主要是通过调节

曲线在凹陷或者孔洞区域内的演化，从而平衡这两个力的影

响。因此，该力可以称为平均曲率调节力。当曲线上点还没有

固定在感兴趣区域，那么可以在这些点处施加该力，它的方向

依然是法向方向，但是速度与带符号曲率的１／３次方成正比。
这个力往往会降低曲线上的曲率。单独使用它时，在最终

演化后的曲线上，每点处的曲率为０。当这个力与提取力和附
着力一块使用时，曲线就会在感兴趣区域边界进行折中。

该曲线演化方法在数学上表达为式（５）表示的一个常微
分方程：

ｄＣ（ｐ，ｔ）／ｄｔ＝ｇ′（Ｃ（ｐ，ｔ））（ｐ１＋ｐ２（ｄｇ′（Ｃ（ｐ，ｔ））／ｄｓ＋＋

ｄｇ′（Ｃ（ｐ，ｔ））／ｄｓ－）＋ｐ３ｋ１／３）Ｎ（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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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中出现的Ｃ（ｐ，ｔ）代表在 ｔ时刻的曲线。在方程左
边，ｄＣ（ｐ，ｔ）／ｄｔ代表曲线随时间的演化，其物理意义就是作用
在曲线上的合力。在方程的右边，ｇ′代表分割之后的二值图
像。ｇ′（Ｃ（ｐ，ｔ））衡量是否有力作用在曲线的点上，给出了曲
线演化停止的条件。如果 Ｃ（ｐ，ｔ）在感兴趣区域上，那么这项
就为０，即当曲线上的点到达感兴趣区域就会撤销这个力，这
样曲线就被固定到感兴趣区域上，否则该项为１。Ｎ（ｔ）代表曲
线在ｔ时刻各点的内法向量，给出了在每个点处曲线演化的方
向，而演化的速度主要由方程的其他项决定的。

提取力是由ｐ１来衡量，它也是一个常量。

ｄｇ′（Ｃ（ｐ，ｔ））／ｄｓ＋ ＋ｄｇ′（Ｃ（ｐ，ｔ））／ｄｓ－是附着力，ｄｇ′（Ｃ
（ｐ，ｔ））／ｄｓ＋和ｄｇ′（Ｃ（ｐ，ｔ））／ｄｓ－分别表示在曲线点的右边和
左边分割后图像函数的导数。当曲线点的右边或者左边的邻

近点与该点有不同的值时，这个导数就不为０。如果是这种情
况，这项就会产生一个附着力，将它和提取力共同作用到曲线

点的上；否则就没有附着力，即该项为０。ｐ２是决定附着力权
值的一个常量。

ｋ１／３是调节力，ｋ是曲线带符号的曲率，ｐ３是一个权值
常量。

在实验中提取颅骨轮廓线时，常数参数是根据提取颅骨轮

廓的经验获得，ｐ１在００５～０１５之间选择，ｐ２为０．７，ｐ３等于
曲线达到的最大曲率。

"

　实验结果

实验选用二维颅面ＣＴ作为处理数据，首先对图像进行分
割，然后利用本文的方法对８０余套（每套２５０张左右）颅骨ＣＴ
进行处理，最后对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加以说明。

本文方法提取轮廓的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说明了利用本文方法提取颅骨单层外轮廓的过程。

其中，ｐ１＝０．１，ｐ２＝０．７。图３（ｂ）是对图３（ａ）利用阈值分割的
结果；图３（ｃ）主要是初始化一个单像素宽的圆使其完全包围
颅骨区域；图３（ｄ）是图３（ｃ）中圆上的点经过１．８ｓ之后演化
得到的曲线，此时已经有一些曲线上的点演化到颅骨边缘；没

有停靠在颅骨边界的点继续演化之后得到图３（ｅ）中的曲线，
此时已经有大部分的点演化到颅骨区域边界上，这些点将停止

演化，但在一些凹陷和孔洞区域，曲线还没有靠近颅骨边缘或

还未得到一条很平滑的曲线段；曲线在这三个力的作用下继续

逼近颅骨边界，最后得到颅骨的最外边缘轮廓，如图３（ｆ）中的
曲线。

&

　结果分析

实验将传统 Ｓｏｂｅｌ算子、射线扫描法、Ｓｎａｋｅｓ模型与射线
扫描结合法以及本文方法提取的轮廓进行对比，如图４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图４（ｂ）是从图４（ａ）中分割出来的颅骨部
分，Ｓｏｂｅｌ算子提取的颅骨轮廓（图４（ｃ））至少有两层，而射线
扫描法（图４（ｄ））以及Ｓｎａｋｅｓ与射线结合法（图４（ｅ））和本文

方法（图４（ｆ））在提取闭合颅骨轮廓时具有同样的效果，都是
最外层轮廓。

图５（ｂ）中的颅骨部分是从图５（ａ）中分割出来的。很明
显，图５（ｃ）中 Ｓｏｂｅｌ算子提取的轮廓拓扑很复杂，不符合单层
外轮廓的要求；图５（ｄ）中的轮廓是分段的，有的轮廓段出现断
裂，轮廓上明显地有两条线段伸向其内部，在轮廓上部的鼻尖

轮廓附近存在着可见的零星杂点；图５（ｅ）中的轮廓也是分段
的，内部没有杂质，但是这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为它需要

手工去除杂点；从图５（ｆ）的实验结果可知，本文提取的外轮廓
是一条封闭的曲线，将图５（ｅ）中相邻的分段轮廓用光滑的曲
线逼近表示，并且在该轮廓内部不存在任何杂点。

图６（ｂ）中的颅骨部分是从图６（ａ）中分割出来的；图６（ｃ）
的轮廓依然复杂而冗余；图６（ｄ）中射线扫描法提取的外轮廓
出现了本来连接在一起却断开的曲线，导致没有反映出凹陷部

分的外轮廓；图６（ｅ）中明显也存在该问题；而本文的方法却很
好地将两个凹陷部分的轮廓提取出来，如图６（ｆ）。

)

　结束语

本文针对传统边缘检测算子很难满足提取颅面ＣＴ颅骨区
域的单层最外轮廓，结合曲线演化和基本图像处理算法，提出了

一种基于新的曲线演化方程的颅骨轮廓提取方法。该方法将初

始曲线在该微分方程中给定的速度和方向上进行不断演化，从

而提取颅骨外边界轮廓。应用该方法不仅可对有孔洞和凹陷的

颅骨可以尽可能地提取逼近其最外层 （下转第３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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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其他算法更加清晰可见，摄影师以及摄影机视觉效果更清

楚；对于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图，脊波和小波不能很好地滤除噪声，反而增
加了一些伪边缘，而本文算法体现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对于

Ｇａｕｓｓ图，小波去噪出现严重的振铃效应，边缘处出现锯齿状，
脊波出现了一道很明显的裂痕，本文算法相比小波和脊波减弱

锯齿状伪边缘，削弱了裂痕（限于篇幅，图２～４仅给出了 Ｌｅ
ｎａ、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Ｇａｕｓｓ图的效果。第一列为加噪图像；第二列为小
波去噪图像；第三列为脊波去噪图像；第四列为本文去噪）。

无论是应用主观评价还是采用客观评价，本文方法去噪性

能均优于单纯小波变换去噪或脊波变换去噪，本文方法在有效

去噪同时具有很好的图像边缘和细节保护能力。

$

　结束语

本文结合小波变换和脊波变换各自优势，提出了基于小波

变换和脊波变换的自适应去噪方法。对图像在不同阈值函数

下进行了去噪处理，并与小波去噪和脊波去噪算法进行了比

较。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有较好的去噪效果，既保持了小

波具有点奇异性的优点，同时也保持脊波具有线奇异性特征的

优点。因而，本方法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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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ＫＥＰＰＥＬ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ｓ［Ｊ］．ＩＢ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７５，１９
（１）：２１１．

［２］ 王菲，耿国华，冯筠．基于 Ｓｎａｋｅ模型和射线法的颅面重建方法
［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１，３７（２）：２０７２０９．

［３］ 宋亮．基于ＣＴ数据的颅面信息提取及三维重建研究［Ｄ］．西安：
西北大学，２００９．

［４］ ＫＡＳＳＭ，ＷＩＴＨＩＮＡ，ＴＥＲＺ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Ｓｎａｋ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ｏｄ
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１９８８，１（４）：
３２１３３１．

［５］ 王大凯，侯榆青，彭进业．图像处理的偏微分方程方法［Ｍ］．北京：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９７９．

［６］ 杨猛，汪国平，董士海．基于 ＬｅｖｅｌＳｅｔ方法的曲线演化［Ｊ］．软件

学报，２００２，１３（９）：１８５８１８６５．

［７］ ＦＡＲＺＩＮＦＡＲＭ，ＺＨＯＮＧＸｕｅ，ＴＥＯＨＥＫ．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

ｃｕｒ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４（５）：３５４３６１．

［８］ 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Ａ．Ｔｈｒｅｅｓｎｉｐｐｅｔｓｏｆｃｕｒ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１９９６，

２４（５６）：１０３１１９．

［９］ 原达，张彩明，李晋江，等．基于 ＭｕｍｆｏｒｄＳｈａｈ模型的高精度 ＭＲ

图像轮廓提取算法［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９，３２（２）：２６８２７４．

［１０］ＳＣＨＬＥＩＢＲ．Ａ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２Ｄｓｈａｐｅｅｎｃｌｏ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Ｊ］．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７（６）：６３７６４７．

·４９１３·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第２９卷


